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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双重维度”需要的学校武术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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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主体和本体的关系视角出发，“学生和武术”的发展需要是决定学校武术教育成败的关键。针对学校武术教育存在

武术发展与学生需要互不匹配的现实困局，通过文献资料法、专家咨询法等，对我国学校武术教育使命进行了历史性梳理，并

提出了基于“学生和武术”双重维度需要的实施策略。研究认为：学校武术是武术的子体，应承担起“武化教育”的重任，从需要

层面将学生和武术置于平行关系的同等地位，以满足二者的发展需要。提出应采取“理论和技术”双修的教育模式，满足武术

自身发展需要——即技术层面把握传统武术和竞技武术多样性并存，理论层面贯彻落实武德文化教育；依功能划分对武术实

施分层利导，满足学生成长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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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form of School Wushu Education Based on 
Double Dimensional Needs
SHEN Chengxun1， CHEN B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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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arting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 and noumenon，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nd Wushu” is the 
key to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school Wushu education. Aiming at the realistic dilemma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Wushu 
and students' needs do not match each other，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school Wushu education in 
China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expert consultation， and proposed an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based on the double 
needs of “students and Wushu”. Conclusions： School Wushu education is a subsection of Wushu culture， and it should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of “Wushu culture education”， placing students and Wushu on a par relationship to meet the de⁃
velopment needs of both； to achieve this， the education mode of “theory and practice” should be adopted to meet 
Wushu's own development needs， i.e.， the technical aspect of co-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and competitive Wushu and 
the theoretical aspect of all-round execution of Wushu moral culture education； and Wushu education should be imple⁃
mented based on its functional divisions and students' actual situations so that the growth needs of students can be met. 
Keywords: school Wushu education； Wushu culture； educational mission； Wushu education reform； double dimen⁃
sion； subject need theory； subject and noumenon.

0 引言

教育改革的实施在于顺应社会、政治、经济、文

化发展的客观需要，而这种社会需要所折射出的潜

在制约性，又直接影响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及国家意

识形态下的价值旨归。马克思将人的合理需要视

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社会需要）的前

提条件，体现出社会需要与个人需要的统一［1］。依

此逻辑，学校武术教育作为满足“人”的合理需要，

进而满足社会和个人双重维度需要的价值追求，充

分体现出“教育的根本是对人的成全”［2］的深刻内

涵。当然，武术因其特有的文化属性，促使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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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教育并非仅限于满足学生的发展需要，还倾向

于“传承武术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等寄予自身发展

需要的目标追求，主体（学生）和本体（武术）双向发

展需要才是学校武术教育改革的方向。

学校武术教育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学生

和武术二者关系及需要的议题。审视以往研究发

现，学者们普遍站在武术立场，探究学校武术教育

问题的根源，未能厘清武术与学校武术的本质区

别，从而导致对诸多问题的看法缺乏说服力。至于

“育人”问题，学校武术教育是否将学生需要作为唯

一的衡量指标，也未能经得起实践的考验。事实证

明，学生和武术任何脱离彼此的单一维度考量，都

是不可取的。因为，从发展需要的视角看，学生和

武术属于相互依存的关系，且处于动态平衡的发展

过程。故此，本研究将目光聚焦在学生和武术双重

维度之上，从发展需要的视角对我国学校武术教育

问题进行深度剖析，提出协同推进的实施策略，为

学校武术教育改革提供理论参考和借鉴。

1 双重维度需要的理论解析

1.1　武术与学校武术的概念认知

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3］，是进

行逻辑分析和判断的起点。关于武术概念的探讨，

必须明确人们对武术概念的认知是基于社会发展

需要的变化使然。一方面，事物本身处于不断地自

我否定和自我更新的过程中；另一方面，一定的历

史条件限制着人们对事物发展的思维认知。虽然

不同的社会背景有着形色各异的武术称谓及定义，

但普遍反映出武术存在的历史和现实。如以时代

划分的“古代武术、近代武术、现代武术”，以功能划

分的“健身武术、竞技武术、技击武术”，还有以习武

群体划分的“民间武术、学校武术”等，这些外延性

语词代表着武术的客观存在在人们主观认识中的

反映。但大多数只是运动形式的外在表现，并没有

体现出其本质属性。因此，加强对武术概念的认识

与理解，首当其冲是认识武术的属性，这是区别于

外延性语词的关键所在。

“表现是事物本质属性的表现，离开了本质属

性，事物的表现便失了存在的基础和意义”［4］。但并

非所有事物都是如此。武术属性包括体育属性、技

击属性和文化属性。其中，技击属性是武术的本质

属性，这是人们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根据自身需要

对武术做出的一致性判断和认可。体育属性和文

化属性则是在技击属性的基础之上，才得以表现，

由此被纳入非本质属性范畴。虽然武术属性有本

质和非本质之分，但这些属性往往根据人们不同时

期和范围的需要，呈现出“因需而生，随需而变”的

特性。正如传统武术的发展是为了满足“保家卫

国、健体防身”的需要，注重技击属性的表现；而竞

技武术的发展则是为了“武术进奥运”的专业化需

要，注重体育属性的表现。所以，要辩证地看待武

术的属性，因为存在即是合理的。

就武术与学校武术的关系而言，首当其冲是要

厘清他们之间的概念关系，没有明确的概念，就不

可能存在合乎逻辑的推理与论证［5］。武术强调以攻

防格斗为主要内容，以套路演练为运动形式，其表

现是以技击属性为主，以体育属性为辅。相比较而

言，学校武术以武术内容为手段，注重学生健康体

质的培养和民族精神的传承，其表现是以体育属性

为主，以技击属性为辅。二者在教育层面上，既存

在着共性，也存在着个性。共性在于：都是通过身

体教育来传授武术技能，致力于主体（人）的全面发

展需要。个性在于：虽然学校武术教育以武术内容

传授为主，但学校武术教育属于学校体育教育的组

成部分，注重体育属性的表现，而并非技击属性。

因此，可以将二者关系理解为，学校武术是根据社

会对武术教育的需要因需而生的，学校武术是武术

的子体，二者属于下位概念与上位概念的关系。

1.2　主体和本体双重维度需要示意

关于维度的定义，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的诠释，

哲学范域将其定义为人们思考、观察和表述某事物

的思维角度。双重维度则是从 2个思维角度对事物

加以描述，且维度与事物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联

系。马克思将“平等”视为双重价值维度的衡量指

标，体现出平等需要的工具性价值。换言之，双重

维度的价值体现必须建立在平等需要的基础之上，

抑或处于平行关系的同等地位。就学校武术教育

而言，学生和武术在需要层面上构成了平行关系的

2 个维度——即主体需要和本体需要，共同依附于

教育实现学校武术的价值追求，如图 1所示。其原

因在于，学校武术教育作为武术文化传承的桥梁，

是工具理性需要的结果，无论武术技能抑或武术理

论的传授，都体现出其本质在于促进学生和武术自

身的发展需要。因此，学校武术作为武术的子体，

不仅要服务于主体（学生）生物学意义上的身体运

动需要，还要服务于本体（武术）文化传承的需要。

从教育出发，将学生需要和武术需要置于同等地位

的平行关系，从双重维度视角探究武术教育存在的

问题和症结，更有利于解决当前学校武术教育的

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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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双重维度视角探索学校武术教育困境

2.1　学生维度

2.1.1　学生对学校武术的认知存在明显缺位

学校武术作为武术的下位概念，具有教育和武

术的双重属性［6］，一方面有着与武术相同的教育共

性（传承武术文化），另一方面则有着与武术不同的

本质特征，即教育目的是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但武术最初的教育目的是传授防身自卫的本领。

学生对武术的认知与学校武术的教育目的不相匹

配，是导致学生不喜欢武术课的根本原因。所以，

当前学校武术教育的主要任务，在于如何把握学生

认知与学校教育之间的关系。从现实情况看，我国

学校武术教学中普遍充斥着初级长拳第 3路、24式

太极拳等内容，此类项目注重学生体质的健康发

展，未能突出攻防技击的实用性内容，以至于被学

生称之为与体操无异的“花拳绣腿”式武术。武术

的本质属性是攻防技击，也只有技击性的动作内容

才称得上是中国武术，这是大众普遍存在的认知缺

陷。武术是学校武术的本体，而学校武术源自武术

的竞技化，如果仅从技击的层面进行单一界定，则

是人为否定了学校武术与武术的同根性。

从学生认知视角看，学生对武术的认知源自武

术影视作品留下的深刻印象，认为能打、会打才是

武术的代名词，其动作的每一招每一式，无不体现

出攻防格斗的实用技巧，而不是所谓的“只注重其

外表，不注重其内涵”的套路运动形式。学校武术

教学项目只不过被冠以具有攻防格斗含义的动作

名称，并不能体现出实质性的技击需要。显然，这

种观念意在突出武术的技击作用，而忽略其健身价

值，属于典型的认知缺位。武术的健身和防身价值

都是学校武术教育的功能体现。学校武术注重学

生身心健康发展，从而淡化攻防意识培养的教育模

式，从根本上讲，是对武术概念片面化解读的结果。

学校武术应树立学生技击需要与学校健身供给双

向共赢的教育理念，以教学实践改变学生对武术的

认知。

2.1.2　教学内容的一致性违背了学生的成长规律

教育应满足学生成长规律的需要，这是一切教

育活动开展的前提和基本条件。现阶段的我国学

校武术教育，在教学内容设置上未能做到遵循学生

的成长规律，反而采取全学段“一刀切”的做法，是

导致学生普遍不喜欢武术课的主要原因。为何如

此说呢？因为，不同年级、不同学段学生伴随着知

识的积累和心智的不断成熟，对武术的认知和追求

也必然存在显著性差异。初级长拳第 3路、24式太

极拳等作为初级教学套路，是针对初级习练者而创

编的教学项目，却被我国大、中、小学普遍视为通用

教学内容。此种做法，显然违背了学生成长的需

要。近些年，虽有部分学者提出“整合拳种、优化套

路、强调应用”［7］抑或“一校一拳、打练并进、德艺兼

修”［8］的改革思路，但仅限于将目光聚焦在教学内容

及方法层面的探讨。当然，从教学内容本身“就事

论事”的做法本不为过，但撇开主体（人）需要谈武

术教育，则背弃了“教育的根本是对人的成全”［2］的
育人宗旨。

从学生成长视角看，学生对武术的掌握是递进

式或循序渐进的，针对难易有别的动作技术，并非

即学即会。在某种程度上，采取全学段一致性教学

内容，可有效促进学校武术教学全面普及、处处开

花，但违背了不同年龄学生对武术的认知和追求，

也不利于学生动作技能的提升。因为，小学生对武

术的认知——“好玩”即真理，无关教学内容的好与

坏或竞技与传统，而大学生则关注所授内容的文化

底蕴如何？能否勾起他们由衷的喜好才是关键。

学校倡导以武术套路项目为先导的通用性做法，无

非是想通过技能传授，从而达到文化传承的目的。

但学生的年龄增长并非一成不变，需要选择与之匹

配的教学内容，方可契合。如果仅仅考虑教学项目

因素，而忽略学生的成长规律因素，只会让学校武

术教育显得毫无意义，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2.2　武术维度

2.2.1　学校武术教学项目偏离了武术的本质属性

自武术进入学校以来，武术教学项目的设置便

以增强学生体质为依归，同时兼顾传承武术文化的

教育使命。现阶段的我国学校武术课程，通常安排

以初级拳械为基本教学内容，在类属划分上分别代

表着“外家”和“内家”2 种不同风格的武术流派，彰

显出独有的文化底蕴。但无论是太极拳，还是长

拳，抑或棍剑术等，均属于传统武术异化而来的产

 
双重维度需要示意 

本体需要

（武术） 

学校武

术教育 

主体需要 

（学生） 

内容互借 

平行关系的双重维度 

图1　主体和本体双重维度需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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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对动作的演练过于追求“唯美”而偏离了其固有

的本质属性，这种“只注重其外表，而忽略其内涵”

的套路运动形式，并未体现出实质性的技击功能。

虽有部分学校教授最基本的攻防技击内容，但仅停

留在意义讲解的表浅层面，未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

集打练于一体。当然，学校武术倡导以套路运动为

主的教育模式，对学生体质的提升是无可厚非的，

但脱离其本质谈文化传承的武术教育，无疑是“王

婆卖瓜”式的自我嘲讽。

从武术项目视角看，学校武术套路项目有着自

身的功能体验和价值追求。拳械类项目主“动”而

太极类项目主“静”，“一动一静”的项目特点呈现出

不同的功能与价值。以动作演练为主的学校武术

套路教学，将动作规格、演练水平等作为评价技术

水平高低的标准，其目的是通过套路项目教学，一

方面使学生掌握最基本的武术运动技能，多一种锻

炼身体的手段；另一方面使学校武术尽可能朝竞技

体育的方向发展，满足武术进奥运的夙愿。学校武

术教学项目安排的本意，在于表现武术的体育属

性，而并非技击属性。体育属性和技击属性都是中

国武术不可或缺的内部属性，这种将技击属性视为

武术唯一属性的认知，是对武术概念和内涵的曲

解，不利于武术在学校范围内的推广。

2.2.2　重技术轻理论的教育模式扭曲了学校武术教

育的原本之意

学校武术的教育意图是通过技能传授达到文

化传承的目的，这是武术固有的身体文化特性所决

定的。然而，针对“学生喜欢武术，不喜欢武术课”

的现象，我国学校武术教育普遍采取提升技能水平

的单一作战模式，即动作技术不断朝“高、难、新、

美”的方向发展，而忽略了作为“身体符号”的内在

意义诠释。在教学中，教师仅仅是围绕着教学大纲

的要求教套路赶进度，以竞技武术套路的评判标准

来衡量学生完成动作的好与坏、优与劣等，根本无

暇顾及动作技术背后所蕴含的文化精神，乃至个人

感悟等深层次解析。据相关调查，目前我国仅有少

许或专业性院校，在武术教学中注重与理论相结合

——即讲解动作的攻防含义及背后故事，但仅限于

个别动作的浅显讲解或兴致突起的闲暇聊天，并非

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和实践”一体化教学。可想，这

种仅限于技术教学而忽略其理论的教育模式，只会

使学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地被动接受，故而采

取避而远之的学习态度。

从文化传承视角看，武术作为一种特有的身体

文化，包括格斗技术、武德、服装礼仪、身心感悟等

多维文化内容，是借助身体运动来传递民族文化精

神的有效载体［9］，其本然属性决定了学校武术教育

务必以技术教学为先导，在技术教学中倡导多维度

教学模式［10］，传授包括武术技能在内的身体文化、

武德礼仪等文化内容。但现实中的学校武术教育

并未实现多维度教学，而是将武术技术教学视为学

校武术教育的全部。其原因在于：（1）武术以技能

为主导，学校武术教育的开展必然侧重于技能教

学，同其他体育教学一样采取单一教育模式；（2）武

术文化渗透于武术技术之中，掌握了武术技能就等

于掌握了武术文化，从而习得武术的精髓。这种以

偏概全的教育模式，不仅摒弃了武术文化的真正内

涵，而且扭曲了学校武术教育的原本之意。试想，

如果我们仍然坚持弃武术文化于不顾，一味追求动

作技术的专业化、竞技化，只会使学校武术教育的

改革目标愈加遥不可及，还谈何“文化传承”！

3 学校武术教育使命的践履与定位

教育的根本是“育人”，这是教育应承担的责任

和义务。朱永新在《教育的使命》中写道：“没有使

命感的教育是盲目的，没有责任担当的教育是轻薄

的”［2］，可以说教育自诞生之始便被赋予“育人”的终

极使命。在国家意识形态体系中，以培养服务国

家、社会和时代发展的需要型人才，抑或说教育作

为自然人通往社会的中介与桥梁，所承担的责任和

使命无疑是重大的。教育的使命随着时代的变迁

而嬗变，作为不同时代背景下国家工具理性的需

要，学校武术教育使命的践履同样离不开“育人”的

价值诉求。

回眸历史可梳理一二，清朝时期的武术教育，

因“武举制”被废黜而沦为封建君王维护其统治的

工具，伴随新式学校（军事学堂）武术教育的诞生，

开启了基于“自改革”［11］导向的“求强求实、振兴实

学”的育人之路，以服务于“为君御侮”［12］价值取向。

20 世纪上半叶，武术被视为“救国要途”［13］，正式纳

入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体系，其初衷是为了通过

加强对人的“武”化教育，激发和重塑中华民族之

“尚武”精神，进而达到“拯救文化、拯救民族”［14］的
目的。毫无疑问，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学校武术教育

主要服务于一代君王抑或一党政权，富有浓厚的政

治色彩，其教育模式也充分体现出实用、实利的价

值取向。新中国成立伊始，一方面武术作为国家对

外文化交流的政治工具，服务于国家形象和地位的

提升。另一方面武术的竞技化内在规定着学校武

术教育的育人使命，服务于民族体育振兴。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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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叶，学校武术教育在经历短暂的“控制规模使

之有节制的发展战略”［15］之后，便开启了武术进奥

运的育人之路，成为“奥式武术”［16］教育的核心，其

目的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所需要的竞技武术人才。

直至“入奥”失败，学校武术教育才逐步从工具理性

向“知识理性”转变，服务于“文化复兴”，成为学校

武术新的教育使命。

21 世纪的学校武术教育使命应定位在健身和

文化传承两个方面，与之对应的是“人和武术”。

2018年 9月 10日，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新

时代教育改革应“坚持立德树人，以人民为中心，把

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17］。
从宏观层面上讲，该言论是对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提

出的战略方针和部署，深刻阐明了“人”在教育事业

中的中心地位，这符合当前我国教育发展实情。从

微观层面上讲，指出了学校武术教育的基本使命在

于增强学生体质和传承武术文化，通过实施“以武

立人、以武树人”的基本举措，培育广大学生以德服

人、刚健有为的尚武精神。因此，学校作为育人和

文化传承的主场域，势必担负起“武化教育”的重

任，同时满足学生和武术双重维度的发展需要，并

贯彻始终。如此，才是学校武术教育应尽的责任和

义务。

4 基于双重维度需要的学校武术教育改革

路径

学校武术教育的职责在于，尽可能以自我属性

满足主体（人）和本体（武术）的发展需要。针对学

校武术教育存在学生与武术发展需要互不匹配的

现实困局，学校有必要合理利用传统武术和竞技武

术的比较优势，按项目功能和难易程度划分，分门

别类服务于不同学段学生和武术自身的发展需要，

使学校武术真正做到履行教育的基本使命。

4.1　采取“理论和技术”双修的教育模式，满足武术

自身发展需要

4.1.1　技术层面，把握传统武术和竞技武术多样性

并存

学校武术教育采取传统和竞技相结合的教育

模式，更有利于武术自身的发展。从传统武术视角

看，传统武术项目不仅具有极强的攻防含义，还富

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内涵，如太极拳、五形拳等项

目，每个动作均可阐述一段完整的背后故事及哲

理，是武术文化传承的极佳代表。将其纳入学校教

育体系，能够很好地消解学生对武术动作知其然而

不知其所以然的困惑，进而提高对武术课程的学习

兴趣。但需要注意的是，传统武术“形意相融”的身

体感悟和外在意义呈现，并非所有学生都能理解至

深。相对于专业学生而言，非专业学生因自身技能

水平尚浅，很难体悟到其中的意蕴。正如武术泰斗

蔡龙云先生曾言：“武术的关键在于练‘意’，意到劲

到，劲随意走，使意力游走于全身……”，这便是高

水平习练者与初学者之间的区别。相比较而言，竞

技武术则讲究动作的标准化和规范化，“高、难、新、

美”的动作技术追求，不免让非专业学生望而却步，

更难以实现全民推广。故此，学校武术教育应采取

传统和竞技并存的教育模式，“因校制宜”地发挥传

统武术和竞技武术的比较优势，选择适用于不同学

段学生心智水平的武术项目，确保学校武术教育

“自下而上”可持续推进。

具体实施路径如下：将学校武术教育按学段划

分，依次进行武术技能的传授和传承，如图 2所示。

小学阶段的主要任务在于“打基础、定标准”，俗话

说“功夫练得好不好，关键得看基础打得牢不牢”。

在此阶段的教学中，可少量安排简化竞技武术项

目，多安排柔韧和跳跃性动作练习，以培养学生身

体的柔韧性和灵敏性，规范技术动作的方向、路线

和协调能力等。到初中阶段，在保持原有动作练习

的基础上，加大竞技武术项目教学的投入比例，进

一步提升学生动作技术的规范度和标准度。因为，

从初中阶段后期到高中阶段初期，学生的武术动作

基本处于定型阶段，“失去意义系统”［18］且“唯套路

化”［19］的教学内容，已无法满足他们对武术的进一

步追求。加上心智发育已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富

有“内涵式”的武术项目更能唤起他们内心的学习

欲望。所以，进入高中阶段，应适量安排具有身体

感悟和攻防含义的教学内容，通过固定式攻防组合

动作练习，使学生了解简单的拳法和腿法攻防技

术，把握进攻的时机、节奏和距离等。体悟每个技

术动作的内在意蕴，如内三合——“心与意、意与

力、力与气”之间的配合。待进入大学阶段，便可通

图2   基于武术自身发展需要的学校武术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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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变异式攻防组合动作和复杂的传统项目教学，进

一步提升和强化学生的攻防技能和身体感悟能力，

以满足武术课程安排的需要。

4.1.2　理论层面，贯彻落实武德文化教育

武术除自身固有的身体文化外，还包括武德等

外延文化内容。武德作为儒家伦理思想重义、礼

让、诚信等道德含义的浓缩与映射，其核心要义

“仁、义、礼、智、信、勇”等内容，已被习武人群自觉

信守为习武、传武、用武的行为规范［20］。人无德不

立，“习武先习德”的目的，就是要求习武者在道德

准则的约束下，懂得“武以成人、武以化人”的习武

之道。武术礼仪作为武德的外在表现形式，则是提

高学生武德修养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使学生养成知

礼、行礼、守礼［21］的行为习惯，如抱拳礼、持械礼、注

目礼等，无不体现出恭敬、礼让、谦和的武德修为。

故此，学校武术教育不仅要传授包括武术技能在内

的身体文化，还要传授武德文化。因为，武术是以

身体为核心载体的“活态”文化，而武德则是为载体

注入民族精神的“意象”，且不可背弃任何一方，而

追求单一的价值体现。

为解决学校武术教育“重技轻德”的现实困局，

必须做到以下 2个方面：首先，将武德教育纳入全学

段教育体系是现阶段的当务之急。武德教育的目

的是传授习武者“人之为人”的道理，使其养成良好

的行为习惯，树立良好的道德观念，绝非只传技术

不传“理论”的偏科教育模式。同样，武术道德观念

的养成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学生不可能做到

通过技能学习而达到武德修养的自然提升，这不符

合常理。只有将武德教育纳入不同年级、不同学段

的武术课堂，形成与武技教育相伴而行的双重格

局，才是学校武术教育改革的正确路径。其次，制

订武术行为准则，并运用于实践。学校武术行为准

则的制订，关键在于落实，以规训习武者的行为，使

学生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具备习武人应有

的责任和担当。但这种行为的养成，必须依附于学

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师生的协同配合，以打持久战

的心态，一以贯之地执行，方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

果。学校武术教育将“立德”视为习武者“为人处

世”的基本要求，其目的是为了规训学生崇德、践

德。当然，对于传统武德，我们也应当秉持扬弃的

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良好的武德品质契合

于时代发展的需要。

4.2　依功能划分，对武术实施分层利导，满足学生成

长需要

健身、防身、养生 3大基本功能是基于武术整体

范域的功能呈现和价值追求，并非某一拳种兼而有

之，人们习惯于将不同门派的拳种项目概括性称之

为“中国武术”，却忽略了不同拳种因彼此技术特点

的差异而存在功能之别，如以少林为代表的“外家

拳”强调“防身”功能，而以武当为代表的“内家拳”

则注重“养生”功能。将武术项目按 3大基本功能划

分，选择或创编具有代表性的拳种项目，并分层实

施于学校武术教育，更符合学生成长规律的需要。

因为，不同学段学生的知识储备和心智发育存在区

别，对武术的认知和追求必然存在显著差异，这归

因于学生自然成长规律的兴趣使然。正如法国教

育家卢梭所言“人们之所以有兴趣干某件事，是因

为它符合自身利益或有利所图”［22］。所以，学校武

术教学项目的选择，务必与学生的成长规律性相

呼应。

鉴于小学生正处于直观和形象思维主导的非

理性阶段，对事物的认知仅限于浅层的机械化记

忆，且以情绪主导的多动、好动现象是他们兴趣产

生的外在表征。教学中为防止武术内容的“成人

化”，可选择能够充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且以健身

功能为导向的教学内容，如各种跳跃性和柔韧性动

作，并穿插简化竞技武术套路项目予以配合练习，

如图 3所示。待进入初中阶段，适量增加竞技武术

套路项目教学，进一步提升学生对动作掌握的标准

和质量，而非急于进行徒手或器械攻防教学。主要

原因在于：初中阶段的学生身心发展处于非平衡状

态，即心智发育明显滞后于身体的成人化，虽然对

事物的认知已逐步从感性向理性思维过渡，但具有

的批判性思维是他们争强好胜的主要心理特征，且

自我控制能力较差。此时增加以防身功能为导向

的攻防格斗内容，只会助长他们内心争强好胜的欲

望，提高滋生事端的概率。进入高中阶段，此时的

学生具有较强的求知欲，能够根据外部事物的变化

做出理性的判断和分析。在此期间适当增加攻防

格斗（如拆招、喂招）教学内容，可有效培养他们对

攻防动作的分析和理解能力，提升攻防技击的效

率。但需要注意的是，武术攻防格斗教学内容的实

施必须与武德教育相伴而行。步入高校的大学生

已趋向身心成熟，因多年的武术锻炼和知识积累，

具有较强的身体感悟意识和辩证分析能力。在保

持原有攻防格斗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将赋有养生功

能的传统武术项目引入教学，可有效促进学生对传

统武术文化的认知和身心健康的发展，养成终身锻

炼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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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基于学生成长需要的学校武术教育改革

5 结语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是由主要矛盾和

次要矛盾引起的，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

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对于学校武术教

育存在学生成长需要与武术发展需要互不匹配的

问题，我们应当秉承严谨的态度，寻找问题的关键

所在，而不是堂而皇之地将“技击即文化”等片面看

法视为改革方向的指引。学校武术教育的关键是

学生和武术本身，因为人的发展需要是武术教育的

原点和归宿，而武术教育则是以人的身体为核心载

体的文化实践和传播过程。只有同时满足了二者

的共同利益诉求，才算得上真正达到了标本兼治的

目的。当然，我们也不可以此论断学校武术教育的

未来发展，毕竟武术教育能否良性发展，还需要政

策支持、学校执行、教师能力等多重因素的协同配

合，方可实现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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