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进一步发展高校武术运动，弘扬民族精

神，我国部分地区的一些高校逐渐将“中国武术段

位制”引入高校的武术课程改革中，并逐步推广到

体育教学过程中[1]。有学者认为武术段位制的推广

与试行不仅丰富了高校的武术课程体系，还有助于

高校的武术教学改革；同时，也为高校武术运动的

开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2]。经过查阅资料发现，目

前传统武术由于受到其它运动项目的冲击，大学生

武术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参与人数比例也非常低。

本研究旨在探索武术段位制融入高校体育教学过

程中，对提高大学生运动参与的积极性是否有良性

影响，从而为武术段位制在高校的推广提供理论依

据[3]。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从安徽大学、安徽农业大学、合肥工业大学、中

国科技大学四所高校中选取 320学生，每所高校 80

人，男女比例为1:1，并且他们均为2014级武术选项

班的学生。每所高校选取2个平行班分别作为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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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与对照组，所有学生的年龄分布均18～20周岁。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根据本研究目的从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等，

以武术段位制、大学生、运动参与为关键词，搜索与

其相关的期刊、学术论文；此外还阅读了与“武术段

位制”相关的图书等。对其相关知识内容进行阅读

分析，寻找武术段位制方面的研究缺失点及创新

点，并以此为题确定本文的题目。

1.2.2 问卷调查法

根据本研究的研究目的，设计运动参与积极性

的调查问卷；对受试学生进行实验前后的运动参与

积极性标准量表的调查，收集并且整理相关数据。

1.2.3 实验法

实验分为教学内容实验对照和教学评价实验

对照 2个部分。根据选好的实验分组，对实验组进

行武术段位制教学方式的教学，对对照组进行武术

传统模式（以长拳和太极拳为主）的教学。对所有

学生进行2个学期的实验教学，具体时间为2015年

2月-2016年2月。

在实验前后，对教学实验的对象发放运动参与

的调查问卷进行多维度评价；通过学校体质测试对

研究对象进行身体素质评价；同时，邀请3名达到武

术六段，并具有武术段位制考评员资格的专业教师

组成专家组，对研究对象的武术技术水平进行评

价。

1.2.4 数理统计法

采用 SPSS17.0 对收集和整理的数据进行分析

对比。

2 结果与分析

2.1 武术段位制教学对学生课内运动参与的影响

由表1可知，经过1 a左右的武术段位制相关内

容的教学之后，实验组的学生在参与行为状况、参

与的主动性、参与的情感、参与的认识等方面与对

照组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M段位教学组>

M传统教学组，段位教学组优于传统教学组）。实

验组学生的课堂表现主要体现在课上学生认真进

行准备活动，认真听讲，积极参与体育游戏，努力进

行基本功练习，认真理解分析武术动作；这些表现

反映了学生对武术段位制等内容具有较高的认知

性，并且同时表现出较高的参与行为状况和参与的

主动性。相反，对照组学生则表现出参与积极性不

高，不愿意学习武术套路，组织游戏没有兴趣，跑步

热身活动敷衍了事，天气稍恶劣，对体育课就表现

出厌烦，想方设法从事与武术课程无关的事情，认

为武术课程没用，学的都是花拳绣腿。实验组学生

参与积极性高，主要是课程内容选择的全面并且有

一定的挑战性，武术教师专业技能水平较高，课程

组织形式多样，教学方法多变，评价方式更注重以

人为本，注意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注意激发学生

的好奇心、探索意图和探索欲望，学生能够切实获

得益处，短期内不断地自我提升，久而久之，形成良

好的武术锻炼习惯，其参与的主动性自然提高。

2.2 武术段位制教学对学生课外运动参与的影响

由表 2可知，经过 1 a的武术课教学后，我们发

现实验组学生比对照组学生在参与课外活动方面

表现出较高的参与行为状况、参与的主动性、参与

的情感、参与的认识（M 段位教学组>M 传统教学

组，段位教学组优于传统教学组），说明实验组课外

运动参与的积极性显著提高。经过一段时间的武

术段位制教学之后，有的学生课后练习武术的频率

和时间都有极大的提高，甚至有些学生还积极组织

参与武术俱乐部，主动学习更多武术段位制方面的

内容，有的学生还积极成立不同武术项目的学习兴

趣小组，比如武术协会、双节棍兴趣小组、健身气功

锻炼小组、运动养生俱乐部等。俱乐部活动时间在

早上或晚上，每次锻炼早上持续1 h左右，晚上能够

持续 2 h左右，其中双节棍兴趣小组的学生每天都

在 3 h左右，持续到晚上 10:30以后，每天都在校园

广场上锻炼和练习。武术运动参与文艺活动的频

率也明显增加，经调查进行实验的几所学校，在试

验期间和实验后，每次文艺活动中武术表演项目逐

渐增多，其表演的项目有刀、剑、枪、双节棍、拳术

等，这些项目受到学生的欢迎，表演学生也获得了

极大的成就感，实现自我价值，课外活动参与的积

极性越来越大。受试几所学校运用武术作为锻炼

方式的学生数目明显增加，经统计，几所学校参与

武术活动的学生比之前增加数倍，部分学生清晨带

领老年人进行锻炼，受到周边健身锻炼群体的好

评，每周锻炼的频率明显增加，由实验前平均不到

每周一次，到现在平均每周 2次课外锻炼。学生课

下进行武术知识学习的积极性增加，在武术理论考

试中，84%的学生改变了以前对武术的看法，认识到

表1 实验前后课内活动参与情况方差分析

前后测

组别

交互作用

F

9.68

9.43

0.50

Sig

0.02**

0.02**

0.48

参与行为状况

F

11.38

15.00

0.78

Sig

0.01**

0.00**

0.35

参与的主动性

F

12.34

13.25

0.67

参与的情感

Sig

0.01**

0.00**

0.51

参与的认知

Sig

0.01**

0.00**

0.42

F

12.11

13.02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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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武术文化的博大精深。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武术段位制对大学生的课内、外运动参与具有

积极的影响，具体表现在显著增加了学生课上和课

下参与武术等体育活动的参与行为状况、参与的主

动性、参与的情感、参与的认识，显著增加了他们体

育活动参与的频率及锻炼时间，有利于学生终身体

育意识的形成。

3.2 建议

3.2.1 创新武术教法形式

将更多的现代教学技术（如多媒体、拍照摄像

等技术）应用到武术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尽快地

建立视觉表象，更直观地了解动作和了解自己，有

利于改正错误动作和形成正确动作[4]。一些能够增

加学生运动兴趣的手段应当应用在教学当中，比如

各类沙袋、护具的应用，学生可以放心地进行练习，

动作发力可以尽全力[5]，这样不仅练习效果好，而且

能够培养学生的练习兴趣。

3.2.2 加强武术课程和武术段位制之间的研究

武术课程和武术段位制是两个对立统一的系

统，要将段位制融合到武术课程中，需要进行大量

科学研究，探寻两者科学的结合点，同时根据各个

高校自身的软硬件和学校环境基础进行创新和自

身制度的完善，形成校本教材和制度体系，形成完

善的长效机制[6]。

3.2.3 加强对武术段位制的宣传

武术段位制是在借鉴韩国跆拳道的优点基础

上为了武术自身的发展而设立的；完善的段位制度

对韩国跆拳道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韩

国也非常注意跆拳道的宣传，在韩国的电影、电视、

书籍等都融合有对跆拳道的宣传[7]，并且韩国的跆

拳道作为韩国中小学的必修课程、俱乐部等发展繁

荣的必然选择，在国内经大力宣传已发展成熟。所

以中国武术段位制应当加强宣传，形成好的武术文

化氛围，以促进武术段位制课程的发展[8]。

表2 实验前后课外活动参与情况方差分析

前后测

组别

交互作用

F

11.18

10.11

0.48

Sig

0.01**

0.02**

0.50

参与行为状况

F

12.43

15.01

0.73

Sig

0.01**

0.00**

0.40

参与的主动性

F

13.45

12.31

0.60

参与的情感

Sig

0.00**

0.01**

0.53

参与的认知

Sig

0.00**

0.00**

0.50

F

13.42

14.00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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