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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民族地区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广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对于地区经济、文化、政治发展都有一定

影响。教育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对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传承与发展同样具有重要影响。高校体育课程中融入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建设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课程，能够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同时提高高校体育

课程质量。本文对广西民族地区高校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课程开发实践的意义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对课程开发过

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提出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和方法建议，希望为高校体育课程开发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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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raditional ethnic sports are not only deeply loved by the general public, but also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of 

inheriting culture, and universities are important bases for cultural education.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ethnic sport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can help improve the 

quality of university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and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ethnic sports project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development 

practice of traditional ethnic sports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of Guangxi. Effective 

strategies and methods are proposed to address the practical problems in the course development 

process, ho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and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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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民族地区具有内容丰富、形式各异的民族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丰富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反映民族地

区人民的生活习性和精神风貌 [1]。这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精彩有趣，如壮族抛绣球、三人板鞋竞技，苗族的踩花山，侗族的抢花炮，瑶

族的赛马、射箭、打陀螺等等不仅在当地流传甚广，在其他地区也久负盛名。高校体育课程作为体育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主动探究与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融合，参与民族体育文化挖掘、整理、传承和弘扬，开展民族传统体育训练，将为学生呈现更精彩的体育项目，同

时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2]。

一、高校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课程开发的价值

（一）有利于培养适应本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人才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承载着民族地区的精神寄托，展现当地人

民群众的精神面貌，与当地经济、政治、文化具有紧密关系。高

校开发民族体育项目课程，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呈现给学生，有

助于学生深入了解民族地区，从少数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

历史中探寻民族发展历程，强化民族认同感，有效融入民族地区

建设与发展中，增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以自身知识和

技能为民族地区发展服务 [3]。高校民族体育项目课程根据学生学

习需求与发展需要，联系当地发展，有效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同时为学生提供更多实践创新的机会。

（二）丰富高校体育课程教学内容

广西民族地区具有丰富的特色化体育项目，这些体育项目的

趣味性、竞技性、普适性、健身性特点突出，具有良好的教育价

值，应用于高校体育课程建设，有助于高校打造趣味性的体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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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助力学生发展体育兴趣、形成运动习惯 [4]。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在长期的发展历史中总结了一套科学的运动方式和技巧，有效

锻炼运动参与者的肌肉力量、协调能力，因此开发民族传统体育

项目课程有助于大学生提升运动技能、增强身体素质 [5]。

（三）促进民族体育项目传承

建设民族体育项目课程，既能够促进高校体育课程创新，同

时也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发展注入新活力，带领更多年轻人参与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传承与发展。高校体育课程融合现代化体育

发展理论，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传承与传承提供新的思路。同

时，高校优秀的师资队伍能够通过课题研究、社会服务为民族传

统体育项目的发展提供重要思路，促进民族体育项目传承与创

新，使之在新时代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6]。

二、广西民族地区高校民族体育课程开发策略

（一）坚持科学的课程建设原则，增加项目与课程的黏度

为了构建科学、系统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课程体系，高校要

充分利用民族体育资源，并将其与体育教学目标相结合，对广地

民族地区具有独特特点的传统体育项目进行挖掘和筛选，将其加

以改进或直接引入，并制定系统的教学方案，使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与体育课程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发掘

与利用，必须遵循一些基本原则。其一，目标性原则。以高校体

育教育目标为导向，在弘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同时，实现体育

教学目标 [7]。其二，在继承中创新的原则。通过改良，开发更适

合大学生群体参与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让体育课程具有可操作

性 [8]。如将抢花炮这一传统体育项目的运动器材进行改进，制作

橡胶材质的抢花炮，用花篮代替传统的花炮龛，使抢花炮项目更

适合在校园的操场上开展，同时提高该项目的安全性。其三，因

地制宜原则，选择学校所在地群众基础扎实的民族体育项目。其

四，合理运动强度原则。基于《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文件要

求，打造匹配大学生运动负荷的体育项目和训练计划 [9]。其五，

适当拓展原则。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与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活实

践相联系，民族传统体育课程开发也应当与课外活动等联系，让

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开展民族体育项目，丰富生活。如抛绣球、打

陀螺、高脚竞速等民族体育项目都适合在课余时间开展，能够给

学生的生活带来很多乐趣。其六，安全性原则。选择适合在体育

课程、校内操场上开展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开发具有较高安全

性、良好操作性的民族传统体育课程。

（二）弘扬民族体育项目文化，丰富民族体育项目课程内容

首先，在体育课程中拓展民族文化的相关知识。为学生展示

广西少数民族节庆时期开展传统体育项目的盛况、报道民族体育

赛事、播放民族的体育项目宣传片等，通过宣传体育文化，为民

族体育项目课程的开展奠定思想基础，让学生从思想上重视民族

体育项目，理解民族体育项目的文化价值 [10]。

其次，加强课程与校园活动的联系，营造一种弘扬民族体育

文化的氛围，引导学生应用民族体育项目娱乐生活。例如，将校

运动项目引入到体育课程中，利用体育课程训练校运会项目，如

射箭、高脚马、抛绣球、打陀螺等，再比如，建立“绣球社”“陀

螺社”“踩堂舞社”等民族体育社团，把民族体育元素融入校园

里，创造出一种浓郁的民族体育运动气氛，潜移默化地影响学

生，让他们在平时的学习和生活中，对民族体育文化形成更多的

关注、理解和认同。

最后，高校还可以通过邀请少数民族体育项目的传承人到学

校来，向学生展示民族体育文化，并和体育教师一起制定课程，

设计教学计划。民族体育项目的传承者进学校，可以让学生们与

民族体育文化有更亲密的接触，让他们对民族体育文化的内涵和

表现形式形成更深刻的认识，从而培养他们对民族体育项目的热

爱，使他们树立起建设家乡的梦想 [11]。

（三）校园内民族体育培训基地的创建，加强专项教育和培

训工作

目前，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民族体育项目训练基地建设上，

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

纲要》明确提出要“要充分发挥校内、校外各类运动场地的作

用，并对其进行合理布局，对其进行有效的物质、资金的有效利

用。”根据《条例》的规定，以及学校体育设施建设的实际需

要，各高校可以与体育局、社会组织进行合作，共同打造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示范基地，为学生们进行民族体育项目的训练提供专

用的场地 [12]。

在校园内建立了专门性的民族体育训练基地的高校，要按照

民族体育课程建设的需要，对其配套设施进行进一步的改进，把

民族体育项目充分地运用到课堂上来，也可以组建一个民族体育

项目运动队来基地进行训练，为当地的民族体育事业输送更多的

人才。若校园内空间有限，可以利用校外的机构、运动场馆等单

位的设施开展民族体育项目训练 [13]。总之，合理布局校内场馆设

施是民族体育项目开发的必要内容，高校要本着开放性的态度建

设体育场馆设施，为教师开展高质量的民族体育项目训练，提高

民族体育项目课程质量奠定基础。

（四）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师资培训，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具有较强的专业性特点，做好民族传统体

育项目课程开发工作，高校必须建设一支适应当前民族传统体育

教学需求的专业性的教师队伍。高校要加强教师培训工作的针对

性，选拔具有相关学科背景、训练经历、研究经验的教师参与课

程建设，尽可能选择民族地区体育人才，以增强课程底蕴 [14]。对

于已上岗的民族体育项目课程教师，高校要开展常态化的教师培

训工作，丰富教师的民族体育项目知识，扎实其民族体育项目技

能，并引导教师们交流民族体育项目教学经验，不断提高课程的

专业化程度。

高校可组织教师进行考察学习，了解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起

源，了解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参与民族传统体育赛事、节日活

动等，以深化教师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背景、社会基础、文

化价值、传承发展等的认识 [15]。如在芦笙踩堂舞项目课程中，组

织体育教师前往芦笙踩堂舞盛行的苗族自治县开展调研，教师在

当地对居民展开访谈，了解芦笙踩堂舞项目的群众基础和文化底

蕴；与当地苗族舞者共同开展舞蹈，练习基本舞步。深入当地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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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调研，强化了教师对芦笙踩堂舞的认识和理解，增强教师的民

族体育文化底蕴，进而使他们更科学、系统地开展民族传统体育

技艺训练，为学生呈现民族优秀文化的魅力。

三、结束语

总之，在高校建设民族体育项目课程中，可以丰富学校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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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课程，给学生们提供更多的健身方式，也可以宣传民族体育文

化，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从而

提升他们的整体素质。高校要本着开放性教学态度，将现代体育

运动和民族传统体育结合起来，打造优质课程体系和配套设施，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