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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武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具有强身健体、修身养性等功效。本文在“武术进高校”的

大背景下，分析现有武术俱乐部教学模式存在的不足，提出武术俱乐部的提升路径，为武术教育的可

持续发展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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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ushu, with a long history in China, has the effect of physical fitness and self-cultiv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ring Wushu int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existing 

Wushu club teaching mode, puts forward the promotion path of Wushu club,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ushu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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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高校教育模式的转变，武

术作为一项课程进入高校，但武术俱乐

部得不到高校的重视，其教学效果极其

有限，无法发挥真正的作用，对弘扬我

国传统文化也有一定影响。 

1 武术俱乐部教学现状 

当前高等院校的教学组织形式是从

学生的角度审视当前的体育教学组织形

式,与学生不同的兴趣爱好相结合进行

分班授课制。但是,学生的技能水平存在

着本质性差异,这不仅加大了教师的教

学难度,同时还使武术教学效果大打折

扣。武术俱乐部的教课模式，教师先对

动作进行示范，进而讲解技术要领，几

乎不学习基本理论。结课考试中，笔试

部分极其简单，实操部分学生做几个动

作示范即可，这种做法收效甚微，使得

高效的武术俱乐部课程流于形式。从教

师的角度来讲，这种模式不但不利于学

生掌握动作技巧，还增长了学生应付了

事的心态，导致了教师课堂上实践难度

非常大，从而影响了武术课程的效果和

学生掌握技能的进度。 

1.1学生对武术俱乐部兴趣不高、参

与度低 

目前武术俱乐部的主要项目仅有太

极拳、三路长拳两项，虽然来俱乐部咨

询的同学很多，但留下的却寥寥数人，

大部分同学反映课程项目太少，引不起

学生兴趣。数据表明，器械类在学生心

目中会更受欢迎。这也能看出选择项目

的不同，与学生个人性格也有着一定的

关联。武术俱乐部在选择项目时应该多

注意创新，多开展一些深受学生喜爱并

且实用性很强的项目，引起学生兴趣。 

1.2学生接受程度不同、学习效率低 

相较于传统的教学模式，武术教学

与其有着很大的区别，教学元素更丰富，

也更有针对性。很多学生在课程前半段，

通常都是热情高涨情绪饱满的状态，随

着课程的深入，学生慢慢进入了疲劳期，

技术动作不容易掌握，大多出现了厌学

的状态。其原因主要在于学生自身的身

体素质和协调性有很大差异，运动细胞

比较好的一部分同学接受动作很快，练

习起来很有成就感；而身体协调性一般

的同学，就会出现动作不标准等情况，

练习起来不连贯，成就感很低，学习效

果不理想。 

1.3场地、器械不理想 

高校的体育场馆，通常没有正规的

武术教室，教学场地只能选择排球场或

羽毛球场，这就导致了教学经常与其他

项目教学场地冲突的现象发生。尤其是

遇到恶劣天气，室外不能参与教学，所

有课程每个项目都要挤在体育馆内，教

师和学生的情绪都受到很大影响。另一

方面，教学器材非常老旧，学生参与武

术俱乐部的积极性本就不高，器材和场

地的影响，使学生的爱好和兴趣大打折

扣，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持之以恒。

因此，想要从根本上提升武术教学的质

量，就必须建立专用的场地，购进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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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器材，给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气氛。 

1.4师资力量不足 

各高校体育部均配备了武术专业的

教师,很多高校武术教师的教学水平还

在呈现增长趋势。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文

化的精髓,传统武术教育非常强调师徒

制的传授模式,由于传统武术强调口传

心授,在授课时多是一对一，大班状态教

师无法做到口传心授,实战指导。从教师

的角度来说，武术的教学与教师的知识

体系和教学思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从事武术教学的教师，多以男性为主，

年龄大多是30左右，武术的专业水平有

限，全部都是本科毕业的讲师，没有良

好的学术钻研气氛，缺乏科研能力，立

项项目不多，外出学习交流的机会更是

少之又少。 

2 武术俱乐部提升思路分析 

2.1重视“武德”及武术文化宣传、

创新武术项目提高学生参与度 

武术的教学有其特殊性，对传统武

术文化的宣传，可以极大地促进教学质

量的提升。“武，止戈为武。武是停止干

戈，消停战事的实力。德，以仁、义为

核心理念、以上、止、正为行为操守的

言行举止。”从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延展

开，宣讲武德，利用一些中国传统武术

大师的故事，丰富课堂内容，让教学更

加生动多彩。每月一次武德讲坛学习，

理论知识，提高学生的武术修养。 

学生对于武术俱乐部兴趣不高还有

一个原因，就是课程设计上都是一些太

极拳之类的传统常见的武术项目，学生

普遍觉得枯燥乏味。从事武术教学的教

师应该多开发一些新的武术形式和项

目，让课程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吸引

更多的学生选择武术俱乐部课程。让课

业压力较大的学生，能够在武术俱乐部

放松心情、愉快学习，达到德智体全面

发展的教学目的。 

2.2因材施教提升学习效率 

每个学生的身体素质、学习能力和

协调性都各不相同。在实际教学中，无

法形成完整的体系，多数时候需要因材

施教。应该针对不同接受层次的学生，

差异化教学，还要在每个单项上设置不

同的层级，区分出基础级别和专项级别，

方便教师设置不同层次的教学内容。避

免了学生接受不了、听不明白、动作完

成困难，从而产生厌烦情绪，学生可以

根据自身能力情况选择不同层次的班学

习，提升学习效率。 

2.3丰富器材、增加场地 

场地的限制和器材的老旧、种类单

一等情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武术俱

乐部的发展。俱乐部管理人员应该与学

校做好沟通，将各体育学科时间合理安

排，把每个运动项目、各个班级、比赛

等因素综合考虑进来，从学校编课管理

的角度解决场地冲突问题。也可以与校

外第三方场馆合作，还可以将一些闲置

区域利用起来，改装成教学场地，从本

质上解决场地限制问题。器材问题上，

由于长短器械会经常被使用，应当重点

保管，多进行器材保护的宣讲，养成学

生爱惜学校教学用品的习惯。 

2.4完善考评制度，提升师资力量 

名师出高徒，充分说明了高水平的

师父对徒弟的影响，现在的高校教师基

本是研究生出身，我们在关注自己名头

的同时，更要关注自己的学习。武汉体

育学院武术学院的院长马世坤教授如是

说：“能够教好学生的好教师，理论水平

和自身的实际水平，至少占一样水平比

较高，否则不可能教出好的学生来。”所

以我们教师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等水

平，争取在教学上精益求精，对于学生

来说，更需要一个会教学的老师。要想

切实的提高武术俱乐部的教学实力，师

资力量是重中之重。现有的教师队伍无

法满足学生的需求，尤其是新兴的武术

项目，多数需要专业人士。学校应该注

意人才的培养和聘用，适当聘请一些在

新兴项目上有建树的武术人才，来学校

兼职授课，提高教学团队的整体实力，

让武术俱乐部的教学实力更上一层楼。 

随着我国新课程改革的深入开展和

提高国民核心素养的政策提出,高校武

术教师应注重学生的综合素养和核心素

养的发展,注重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的

提升。就我国武术教学实际情况而言,

武术教学评价偏重于理论知识的讲授和

武术套路的演练,教学评价模式较为单

一,无法真实反映学生武术技能水平。因

此,有必要建立完善的武术教学评价体

系,加强对学生身体素质的综合测评及

教学活动参与程度的过程评价,使武术

课程评价真实反映学生的课程参与程度

与综合身体素质,融入对学生应变能力

和技术动作的考核评价,充分利用学生

自评、小组互评与教师过程评价等多种

评价形式,提高武术评价体系的公平性

和有效性。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目前的教学状态不利于

武术俱乐部的长期发展，需要从师资、

场地、器材等方面全方位提升，才能达

到既让学生强身健体，又能弘扬我国传

统文化的 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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