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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国家体育总局在2003年10月份召开全国试行

推广四种健身气功（易筋经、五禽戏、六字诀、八段

锦）工作会议以来，经上下努力健身养气功在全国

不少地方得以推广，并造福大众的生活。北京奥运

会圆满举办后，《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第二期工程规

划（2001~2010年）即将结束之际，全民健身在我国

得到了较充分的发展，大学校园是全民健身计划实

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丰富校园文化和搞好校园

文化建设是我们应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而体育的

功能特点也决定了其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

作用。以我国传统体育项目健身养气功在校园的

推广为研究课题，无疑对建设和谐校园拓展了一种

新的思路，拓宽了构建和谐校园文化的视野，同时

对健身养气功在校园的推广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因此，对构建校园健身养气功的推广模式进行

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以川北医学院学生、教师为研究对象，对健身

养气功的多元化功能，包括健身养气功：易筋经、五

禽戏、六字诀、八段锦这四种功法对锻炼者身体、心

理、精神的功能作用；研究健身养气功在构建和谐

校园健身文化中的要求、目的和意义；研究健身养

气功在构建和谐校园文化中的有效运作模式，使健

身养气功的多元化功能在构建和谐校园中起到重

要作用。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对CNKI网站以“健身养气功”、“易筋经”、

“五禽戏”、“六字诀”、“八段锦”“校园健身”等为关

键词，检索相关文献，对健身养气功在我国全民健

身及校园健身活动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2.2.2 调查访问法

通过对川北医学院12个专业学生发放问卷，以

及走访，准确详细地得到学生对健身养气功的认识

兴趣的第一手资料。在发放问卷前，为了确保调查

问卷内容科学有效，对调查问卷进行了检验，结果

显示，有90%的专家认为研究所设计的调查问卷内

容合理，有针对性，有95%的专家认为调查问卷的

结构和问题合理，有利于调查的完成。

2.2.3 数理统计法

发放学生1000份调查问卷，回收985份，回收

率98.5%，有效率99%；发放了100份教师调查问卷，

回收85份，回收率85%，有效率100%。

2.2.4 对比分析法

通过对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进行分析，结合实

地调查的情况，和网上检索的相关资料进行对比分

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大学生对健身养气功的认识问题

大学生对健身养气功的认识问题是笔者调查

的一个核心问题。因为，大学生有关健身养气功

（易筋经、五禽戏、六字诀、八段锦）的认识决定了健

身养气功在大学校园推广的成败。从调查问卷统

计的情总来看，85%的同学对国家体育总局在全国

推行的健身养气功不了解，92%的同学误认为健身

养气功和打篮球、踢足球的健身效果是一样的。从

这些调查结果来看，健身养气功在大学校园没有得

到应有的推广。

健身养气功是我国传统健身文化的瑰宝，在历

史的长河中，健身养气功能得到流传和推广，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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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了健身养气功的内在价值和作用。大学生对

健身养气功浅显的认识水平，不利于大学生对健身

养气功的学习和认同，也不利于校园健身养气功的

推广。作为医学院校的学生，将来大多数要从事卫

生事业，他们学习健身养气功，将来向病人建议学

习健身养气功，对健身养气功作用的发挥将起到重

大的作用。因此，大学生健身养气功的认识问题能

否得到解决是其在校园推广的关键所在。

3.2 教师对健身养气功的认识问题

笔者对川北医学院部分教师对健身养气功的

认识也进行了调查访问。从调查的情况来看，老年

教师对健身养气功有较好的认识，并且有一部分还

在进行健身养气功的锻炼与学习，中青年教师对健

身养气功认知程度低。

3.3 校园健身养气功推广的制约因素

从查阅的相关资料和调查的情况来看，制约校

园健身养气功的推广主要有以下两个主要因素：

第一，广大师生对健身养气功的认识程度低，

对其健身价值有疑虑。国家体育总局现在推行的

健身养气功（易筋经、五禽戏、六字诀、八段锦），是

在挖掘我国传统健身养生功的基础上，经过科学整

理编排的，健身养气功的健身价值是得到科学和实

践证明了的。要想推广健身养气功，要改变对其错

误的认识，要改变电影、电视剧中对观众造成的错

误印象。

第二，在医学院校，因为没有武术专业的学生，

对健身养气功的推广非常不利。健身养气功的推

广要现场传授，各项运动的推广都要靠群众的参

与，众多的推广者能起到重要作用。要想使健身养

气功在校园得到推广，要培养推广员。

校园要推行健身养气功的制约条件主要体现

在师生对其认识水平不高，参与的兴趣不高等。为

推广健身养气功在大学校园的流行，除了培养一定

的推广员外，还要进行形式多样的教学，如光盘教

学、多媒体教学等多种手段。当然学校要给予一定

的经济支持，反过来，广大师生长期进行健身养气

功的练习，会使身体健康，降低医保的压力，这具有

双赢的作用。

4 结论与建议
4.1 健身养气功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研究意义

4.1.1 国内外研究现状

从古至今，健身养气功在我国民间都广为流

传，对其研究也较为深入和广泛。气功是中国传统

文化的组成部分，健身养气功是以自身形活动、呼

吸吐纳、心理调节相结合为主要运动形式的民族传

统体育项目。国家体育总局在2003年10月份召开

全国试行推广四种健身气功（易筋经、五禽戏、六字

诀、八段锦）工作会议，这对我国健身养气功的推广

起了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据相关资料表明，在国内，有关专家和学者对

健身养气功的研究多从养生的角度、生理学的角

度、心理学的角度和社会推广等方面进行的，例如，

李晓明和李金容的《健身气功易筋经锻炼对大学生

免疫系统的影响》，王凤妹，等的《有氧运动和气功

对老年女性免疫功能的影响》，都从免疫系统的角

度对健身气功锻炼者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长期

进行健身养气锻炼对提高其免疫能力具有良好的

作用[1]；再如卢红梅的《健身气功在养生保健中的应

用》，从养生学的角度对健身气功进行了研究[2]。从

笔者收集和查阅的有关资料表明，健身养气功是一

种简单易行的、有效健身运动，而在我国大学校园

健身养气功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推广，也没有建立起

有效的推广模式。

在国外，因受文化差异因素影响，国外对健身

养气功研究者不多，目前，还没有看到外国学者对

健身养气的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成果。

总而言之，健身养气功这一健身和养生俱佳的

运动形式应得到更为广泛的推广，在校园进行推广

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虽然目前在我国大

众中健身气功的推广研究较多，但是对其在校园的

推广模式研究的较少，缺乏系统性。因此，加强构

建校园推广健身养气功的模式的研究很有必要。

4.1.2 研究意义

健康是一个倍受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健康对

一个人的幸福感有着重大影响。受我国经济条件、

人口数量及人口密度等的限制，大众健身可采用的

活动形式受到了限制。因此推广简单的、易行的和

有效的健身形式（健身养气功）具有重要的社会现

实意义，具体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通过学习

锻炼健身养气功可以提高和促进人的身体健康。

第二，练习健身养气功可调节人的心理压力和精神

状态。第三，健身养气功促进锻炼者的身体健康可

缓解社会医疗保险压力。

校园推广健身养气功除了具有上述好处外，健

身养生气功的推广对学生树立终生体育锻炼的思

想有重要作用，也为师生终身体育锻炼提供了的简

单易行和行之有效的健身方式。健身养气功在校

园的推广既丰富了师生的文化生活，又可作为构建

和谐校园文化的一种效方式，提高师生的学习生活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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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健身养气功校园的推广

研究健身养气功的多元化功能，包括健身养气

功：易筋经、五禽戏、六字诀、八段锦这四种功法对

锻炼者身体、心理、精神的功能作用；研究健身养气

功在构建和谐校园健身文化中的要求、目的和意

义；研究健身养气功在构建和谐校园文化中的有效

运作模式，使健身养气功的多元化功能在构建和谐

校园中起到重要作用。

4.2.1 推广健身养气功的着力点

观念在人的行为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健身养气

功在校园的推广，应以树立终身体育锻炼思想为基

点，努力让更多的教师和学生确立终身体育锻炼

观，对健身养气功的多元化功能进行研究，对健身

养气功在构建和谐校园健身文化中所起的作用进

行研究，把健身养气功的多元化功能和作用引导到

构建和谐校园文化这一工程中，以提高教师和学生

的学习生活质量。改变广大师生对健身养气功错

误的认识，为认识水平不够的问题。

让广大师生了解健身养气功的多元化功能，包

括健身养气功：易筋经、五禽戏、六字诀、八段锦这

四种功法对锻炼者身体、心理、精神的功能作用。

笔者通过研究健身养气功在构建和谐校园健

身文化中的要求、目的和意义；研究健身养气功在

构建和谐校园文化中的有效运作模式，使健身养气

功的多元化功能在构建和谐校园中起到重要作用。

4.2.2 健身养气功校园的推广模式

为在大学校园推广健身养气功，笔者以川北医

学院为例，在川北医学院建立推广健身养气功的有

效模式：学校推动、系部联动、体育教研室拉动、师

生主动、竞赛促动的模式。

这种健身养气功的校园推广模式简单易行。第

一，对健身养气功的健身功能知识进行普通教育，通

过体育课对大学生进行相关常识的传输，让大学生

对健身养气功有正确的认识。第二，学校进行校园

文化建设过程中，加强校园健身文化的建设，这对培

养高素质人才具有重要作用。第三，健身养气功在

川北医学院的推广可以通过单位进行普及推广。第

四，健身养气功在川北医学院推广要体育教研室进

行有力拉动，进行推广。努力提高广大师生对健身

养气功的认识水平，在体育网络课堂进行专门的教

学，方便广大师生对健身养气功的学习和锻炼。第

五，广大学生和教师要提高自己学习健身养气功的

积极主动性。真正的让自己的身体得到锻炼，精神

得到调节和放松。第六，学校进行相关的竞赛，也促

进健身养气功的推广和水平的提高。

4.2.3 发挥优势促进健身养气功的推广

对健身养气功的多元化功能进行研究，对四种

功法的健身养生功能和中医学的交叉性进行深入

研究，促进学校医学专业学生对中医和传统健身养

生文化的深入了解，让科学的气功健身文化去引导

师生的专业研究和健身行为；研究健身养气功在构

建和谐校园文化中的运作和推广模式，试图构建出

其促进校园和谐文化发展的科学合理的模式，让健

身养气功这一奇葩在校园得以流传和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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