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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体育原理”“体育教材教法”研究引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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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体育是依据“洋体育”打造的“土体育”，即本土体育。体育是培养学生在体质、

品德、智力等方面全面发展的教育。作体育教材的运动是用来育的，确切地说，是用来培养学生

在体质、品德、智力等方面全面发展的。从“体育原理”“体育教材教法”的角度审视传统体育，

认为“本土体育不宜作为传统体育来呵护”“传统体育不宜作为运动而作体育的教材”“传统文化

中的身体文化应该作为传统文化来呵护”“本土体育应该作为体育中的中国元素来呵护”“本土体

育应该作为体育教材中的中国元素来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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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sports is "native sports" based on "foreign sports", that is local sports. Physical education 

is an education that cultivates student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 physical fitness, morality and intelligence. 

Sports used as teaching materials for physical education are used to educate students. To be precise, they are used to 

cultivat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 physical fitness, morality, and intelligence. Examining traditional 

sport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ports principles" and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eaching 

method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local sports should not be used as traditional sports to protect", "traditional 

sports)is not suitable for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materials as sports", "the physical culture should be taken care 

of as traditional culture", "local sports should be taken care of as a Chinese element in sports" and "local sports 

should be positioned as a Chinese element in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materials". 

Keywords: traditional sports；local sports；Chinese elements；sports principles；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each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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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中的体育一词有两种解释，体育运动亦称体

育。也就是说，“教育、科技、文化、体育”中的体育

与“德育、智育、体育”中的体育不是一回事，一个

是与教育并列的体育，一个是作为教育组成部分的体

育，即学校教育中的体育，与教育并列的体育译作

sport(s) ， 作 为 教 育 组 成 部 分 的 体 育 译 作 physical 

education。 

在研究中，“体育原理”中的体育，是与教育并列

的体育，即 sport(s)；“体育教材教法”中的体育，是

学校教育中的体育，即 phys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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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体育一词可谓耳熟能详，但它却不是学术意

义上的概念，而是为呵护“本土体育”，也就是“土体

育”而使用的术语。本土体育相对于“外来体育”“洋

体育”而言，是体育中的“中国元素”。 

关于传统体育，在体育原理和体育教材教法的研

究中发现，存在“本土体育不宜作为传统体育来发展”

“传统体育不宜作为运动而作体育的教材”的问题。

为此，于 2021 年 9—10 月对某省的 3 个“中国武术之

乡”进行 2 次考察，发现确实存在“把本土体育作为

传统体育来发展”“传统体育作为体育教材的定位不

清”的问题。 

从体育原理和体育教材教法的角度审视传统体

育，围绕“本土体育是否应该作为传统体育来呵护”

“传统体育作为体育教材应该怎样定位”两个问题展

开研究，阐述了“传统文化中的身体文化应该作为传

统文化来呵护”“本土体育应该作为体育中的中国元素

来呵护”“本土体育应该作为体育教材中的中国元素来

定位”的观点。 

 

1  传统体育发展面临的困境探析 
1.1  对体育和传统体育的认识 

1)体育起源于游戏。 

在我国，体育起源有诸多学说，如“劳动产生体

育说”“体育产生多源论”“需要产生体育论”等[1]25-33。

这些观点显然都站不住脚。如果说“劳动产生体育”，

那么就一定要有充足的证据，证明体育产生于“何时”

“何地”“何种劳动”，否则，是不能下这样的结论的。

与“劳动产生体育说”一样，“体育产生多源论”“需

要产生体育论”等也都缺乏充足的证据。 

体育起源为何没有确切的结论，究其原因，就是

脑子里没有体育要素的概念，不知道应该怎样去追根

溯源。“原理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2]。如果从原理

的角度去诠释体育起源，那么就会清楚应该怎样去追

根溯源，探究体育起源。Sport(s)，即体育是具有游戏、

竞争、身体锻炼要素的身体活动(运动)。很显然，游

戏、竞争、身体锻炼是 sport(s)的 3 个要素。回溯 sport(s)

概念就会发现，它从眼下的“游戏、竞争、身体锻炼”

3 个要素减少到最初的只有“游戏”一个要素。Sport(s)

的最初要素是游戏，这意味着体育起源于游戏，如果

认同长江起源于沱沱河，那么就得认同体育起源于游

戏。Sport(s)最初是指游戏，即娱乐活动，这是共识，

恕不赘论。 

提出的“体育起源游戏说”与前人提出的“体育

起源于游戏”的观点有着本质区别。“体育起源游戏说”

不是凭空想象，而是依据“河源唯远”原则，通过分

析 sport(s)要素的变化而得出的结论，既不同于前人所

说的“体育起源于游戏”的观点，也不同于《体育概

论》中所阐述的“体育起源需要说”[1]25-28。 

有必要提一句，“汇入”与“起源”是两回事，不

能混为一谈，嘉陵江和汉江汇入长江，但这并不意味

着嘉陵江和汉江的源头也是长江的源头。 

2)竞技运动的产生是体育诞生的标志。 

Sport(s)3 个要素的相继出现不仅诠释了体育起

源，而且还诠释了体育诞生及体育体系形成和发展阶

段——体育起源于游戏；体育诞生的标志是竞技运动

的产生；有了身体锻炼的要素之后，体育才形成体系；

体育发展经历“游戏的活动”“游戏和竞争的活动”“游

戏、竞争和身体锻炼的身体活动”3 个阶段。 

竞技运动的产生是体育诞生的标志。在竞技运动

产生之前，游戏，即娱乐活动就已经在许多国家存在。

《两千年来的那些游戏》显示，在 sport(s)，即体育传

入前，蹴鞠、角抵、围棋、斗鸡等许多游戏，即娱乐

活动就曾在我国盛行[1]25-28。竞技运动不同于游戏，二

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竞技运动是竞争胜负的运动，

游戏则是娱乐活动；竞技运动是具有竞争要素的运动，

竞争是目的，游戏则是娱乐活动，竞争是形式。 

竞技运动的产生不仅是体育诞生的标志，而且还

是确定体育起源于哪个国家的游戏的依据。竞技运动

是具有竞争要素的运动，产生于英国。在竞技运动产

生之前，许多国家都有游戏，但是从这些国家的游戏

中却并没有产生竞技运动。很显然，竞技运动的产生

不仅是体育诞生的标志，而且也是确定体育起源于哪

个国家的游戏的依据——体育诞生于英国，体育起源

于英国的游戏。 

关于体育起源和诞生，不妨用水与游戏、沱沱河

的水与竞技运动作进一步的解释。水犹如游戏，沱沱

河的水犹如竞技运动。长江的源头是水，但是沱沱河

的水，而非其他地方的水；竞技运动产生于游戏，但

是产生于英国的游戏，而非其他国家的游戏。体育起

源于游戏，但是起源于英国的游戏，而非其他国家的

游戏，因为竞技运动产生于英国。说白了，有水的地

方很多，但是只有沱沱河的水是长江的源头，并不是

有水的地方就是长江的源头；有游戏的国家很多，但

是只有英国产生了竞技运动，并不是有游戏的国家就

能产生竞技运动。这便是体育为何诞生于英国和为何

起源于英国的游戏的最好解释。 

竞技运动的产生促使 sport(s)迈出了从活动向身体

活动脱胎换骨的第一步，由此来说体育诞生的标志是

竞技运动的产生并无不妥。 

3)体育并没有悠久的历史。 



 
98 体育学刊 第 29 卷 

 

体育产生于游戏、竞技运动的产生是体育诞生的

标志，这意味着游戏有悠久的历史，而体育则没有。 

嘉陵江水和汉江水在未汇入长江水之前，作为嘉

陵江水和汉江水而存在，但是在汇入长江水之后，就

作为长江水而存在了。很显然，将嘉陵江水和汉江水

与长江水，即将 physical culture(传统文化中的身体文

化)和 sport(s)混为一谈，是我们误认为体育有悠久历史

的问题所在。 

其实体育并没有悠久历史，在体育诞生，即竞技

运动产生之前，physical culture 并不是作为 sport(s)而

存在的。 

4)传统体育是根据“洋体育”打造的“土体育”。 

嘉陵江水和汉江水在未汇入长江水之前，作为嘉

陵江水和汉江水而存在，但是在汇入长江水之后，就

作为长江水而存在。有嘉陵江水和汉江水一说，也有

长江水一说，但是没有嘉陵江长江水和嘉陵江汉江长

江水一说。同理，未成为 sport(s)的 physical culture 依

然作为 physical culture 而存在，而成为 sport(s)的

physical culture 则作为 sport(s)而存在了。很显然，有

传统文化中的身体文化一说，也有体育一说，但是没

有传统体育一说。 

其实并不存在所谓的传统体育。武术是传统体育

的大头，阐述传统体育，不妨拿它来说事。在体育传

入之前，武术是“打拳和使用刀枪剑棍等兵器的技术”，

作为传统文化中的身体文化而存在；在体育传入之后，

武术或作为体育(具有游戏、竞争、身体锻炼要素的身

体活动)或作为传统文化中的身体文化而存在。很显

然，眼下作为体育而存在的武术并不是传统文化中的

身体文化，而是根据“洋体育”打造的“土体育”，即

本土体育。说白了，眼下的武术并不是“打拳和使用

刀枪剑棍等兵器的技术”，而是“具有游戏、竞争、身

体锻炼要素的身体活动”。 

5)传统体育既不是管理意义也非学术意义上的体

育分类。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中，体育被划分为

社会体育、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 3 个组成部分。体育

(sport(s))中的运动不是比赛，就是身体练习，非此即彼。

比赛是竞争胜负的运动；身体练习是比赛以外的运动。

作体育(physical education)教材的运动，不是游戏，就

是身体练习。游戏是竞争胜负的运动；身体练习是游

戏以外的运动。 

把体育划分社会体育、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 3 个

组成部分是管理意义上的体育分类；把体育中的运动

划分为比赛和身体练习是学术意义上的体育分类，把

作体育教材的运动划分为游戏和身体练习也是学术意

义上的体育分类。很显然，传统体育既不是管理意义

上的体育分类，也不是学术意义上的体育分类。也就

是说，在机构设置上，体育并没有划分为传统体育与现

代体育或本土体育与外来体育进行管理；在体育活动

中，不论是 sport(s)还是 physical education，其中的运动

(身体活动)也没有比赛(游戏)和身体练习以外的分类。 

1.2  作体育教材的运动是用来育的 

1)运动与体育之间的关系。 

“培养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

“培养学生在体质、品德、智力等方面全面发展。”《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

少年体质的意见》中的这一规定诠释体育的概念和性

质——体育是培养学生在体质、品德、智力等方面全

面发展的教育，而不是让学生掌握体育的基础知识、

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的教育；体育是“育”(所谓育，

是指培养学生在体质、品德、智力等方面全面发展)

不是“教”(所谓教，是指让学生掌握体育的基础知识、

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 

明确体育的概念和性质之后，运动与体育之间的

关系便一目了然——体育中的运动(作体育教材的运

动)是用来育的，确切说，是用来培养学生在体质、品

德、智力等方面全面发展的。 

前滚翻、鱼跃前滚翻、前空翻是技巧运动中 3 个

由易到难的运动技术动作，将这 3 个运动技术动作作

体育的教材，并不是因为这些身体练习是学生必须习

得的，而是要在其中发展学生的身体和培养学生的道

德意志品质，让学生体验运动的乐趣。同样，将篮球

运动作体育教材，也不是因为这个游戏是学生必须习

得的，而是要在其中发展学生的身体和培养学生的道

德意志品质，让学生体验运动的乐趣。也就是说，作

为体育的手段，技巧运动和篮球运动可以用来发展身

体和培养道德品质；作为体育的目的和内容，技巧运

动和篮球运动可以用来体验运动的乐趣。 

跑是人应具备的一种能力，不仅要跑得快，还要

在跑的过程中能够应付突如其来的各种变化。发展跑

的能力，身体练习有助于发展跑得快的能力，游戏有

助于发展在跑的过程中能够应付突如其来的各种变化

能力。勇敢和机智是两种不同的道德意志品质，掌握

技巧运动中的运动技术动作，需要克服恐惧心理，有

助于培养勇敢；篮球比赛瞬息万变，需要果断应对，

有助于培养机智。 

作体育教材的运动，身体练习和游戏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发展身体也好，培养道德意志品质也好，

仅用身体练习或仅用游戏是不行的。发展跑得快的能

力，用身体练习更有效；发展在跑的过程中应对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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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来的各种变化的能力，用游戏更有效。培养勇敢，

用身体练习更有效；培养机智，用游戏更有效。发展

跑得快的能力和培养勇敢，凸显身体练习对身心两方

面的教育作用；发展在跑的过程中应对突如其来的各

种变化的能力和培养机智，凸显游戏对身心两方面的

教育作用。 

2)作体育教材的运动的分类。 

教材是有教育作用的材料，体育的教材是运动(身

体活动)。 

在梳理运动教育作用的过程中发现，运动具有以

下两个特点：一是任何一项运动的教育作用都体现在

身心两方面，而不是其中某一方面；二是身体练习和

游戏的教育作用各不相同。 

明确运动的教育作用及其特点之后，对作体育教

材的运动便有了以下两点认识：一是作体育教材的运

动是由身体练习和游戏构成的，也就是说，作体育教

材的运动，除身体练习就是游戏，非此即彼；二是运动

的教育作用是通过身体练习和游戏发挥出来的，作体

育教材的运动，身体练习和游戏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作体育教材的运动应该怎样分类，主张将其划分

为身体练习和游戏。游戏是竞争胜负的运动，身体练习

是游戏以外的运动。放眼望去，体育中的运动(作体育

教材的运动)不是游戏就是身体练习，非此即彼。 

之所以将作体育教材的运动划分为身体练习和游

戏，主张用身体练习来育、用游戏来育，完全是基于

对体育的概念和性质及运动与体育之间的关系和运动

的教育作用的认识。 

3)体育教材的选择。 

将作体育教材的运动划分为身体练习和游戏后，

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身体练习和游戏从哪

些体育项目中选择。 

选择体育教材要遵循一定的原则。依据体育的性

质、眼下体育的目标、运动与体育之间的关系和作体

育教材的运动的分类，认为在选择作体育教材的运动

时应遵循 3 个原则，即：教育性原则、可操作原则、

少而精原则。 

教育性原则。选择的运动要有教育意义，要有助

于达成体育目标。运动的教育作用有大小之分，在选

择作体育教材的运动时，要考虑它的教育作用，要选

择那些教育作用大的。 

可操作原则。在选择作体育教材的运动时，还要

考虑能否付诸实施，如是否具备相应的场地器材、师

资等。 

少而精原则。既然作体育教材的运动是用来育的，

那么它就宜少不宜多，这也是出于师资培养、场地器

材配备等考虑，其实作体育教材的运动少，反而更易

于达成体育的目标。 

教育性原则划定选择运动的范围，可操作原则在

教育性原则划定的范围内选择运动，少而精原则再在

可操作原则划定的范围内选择运动，这 3 个原则环环

相扣，选择的运动层层递减，可以筛选出作体育教材

的运动。依据这 3 项原则筛选作体育教材的运动的具

体步骤如下。 

第 1 步，各类运动(身体练习和游戏)的教育作用

有所不同，而且运动之间还有大小之分，要依据体育

的目标，将教育作用大的运动筛选出来。 

第 2 步，对依据教育性原则筛选出来的运动，哪

些可以付诸实施，再筛选出来。 

第 3 步，对依据操作性原则筛选出来的运动，在

保障各类运动都有的情况下，各种运动不必过多。 

依据这 3 个原则，认为适合作体育教材的运动有

4 大项，即：体操、田径、球类和舞蹈。也就是说，

作体育教材的运动，即身体练习和游戏选自于这 4 大

项运动。 

有必要提一句，舞蹈虽然是体育的教材，但它却

不是体育项目。因此，在表述体育的教材时，如果其

中有舞蹈，那就不能用“作体育教材的体育项目”，而

只能用“作体育教材的运动”来表述。 

体操的定位是身体练习，既可以用来促进身心健

全发展(发展身体、培养道德意志品质)，也可以用来

培养终身体育能力(体验运动的乐趣)，以技巧和器械

体操(单杠、跳箱、双杠等)为主。 

田径的定位是全方位的，既可以用来促进身心健

全发展，也可以用来培养终身体育能力。也就是说，

田径既可以以身体练习，也可以以游戏的形式出现，

但主要以身体练习的形式出现，以跑和跳为主。 

球类的定位是全方位的，既可以用来促进身心健

全发展，也可以用来培养终身体育能力。也就是说，

球类既可以以游戏，也可以以身体练习的形式出现，

但主要以游戏的形式出现，以篮球和足球为主。 

舞蹈的定位是身体练习，它虽然不是体育项目，

但是作为身体练习，可以用来培养“韵律感”“节奏感”

“想象力”“表现力”“鉴赏力”等。舞蹈所具有的这

些独特的教育作用，恰恰是体操、田径、球类等体育

项目所欠缺的。 

从这 4 大项运动中选择出来的两类运动，即从体

操、田径、球类、舞蹈中选择出来的身体练习和游戏，

足以达成眼下的体育目标。要知道，作体育教材的运

动是用来育的，在思索体育教材时，始终不能忘了这

一点。可作主食的粮食很多，但是我们的主食却是以



 
100 体育学刊 第 29 卷 

 

大米白面为主。同理，可作体育教材的运动很多，但

是适合作体育教材的运动却是田径、体操、球类和舞

蹈这 4 大项运动。 

4)传统体育作为运动不宜作体育的教材。 

如前所述，体育是培养学生在体质、品德、智力

等方面全面发展的教育，体育中的运动(作体育教材的

运动)是用来育的，确切地说，是用来培养学生在体质、

品德、智力等方面全面发展的。很显然，要依据“运

动的教育作用”选择体育的教材，也就是说，某一运

动能否作体育的教材，取决于其教育作用是否大，是

否独特，这就是为何田径、体操、球类和舞蹈 4 大项

运动适合作体育的教材及体育教材为何要由这 4 大项

运动构成。 

基于“运动的教育作用”选择体育教材，最有说

服力的证据就是：明明是体育项目的武术没有作体育的

教材，而恰恰不是体育项目的舞蹈却作了体育的教材。

舞蹈作了体育的教材，是基于它可以用来培养学生的

“韵律感”“节奏感”“想象力”“表现力”等，这些教

育作用则是体育项目如田径、体操和球类等所欠缺的。 

基于“运动的教育作用”，传统体育不宜作体育的

教材，因为它所具有的教育作用，田径、体操和球类

有过之而无不及。作体育教材的运动是用来育的，在

选择体育教材时不能忘了这一点。既然作体育教材的

运动中已经有了田径、体操、球类和舞蹈，那么就无

需再有传统体育；既然运动的教育作用有大小之分，

并且有些还相重叠，那么在选择作体育教材的运动时，

就一定要把教育作用小且相重叠的运动排除在外。 

体育的教材是运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是运动

就都可以作体育的教材，既然作体育教材的运动是用

来育的，那么它就宜少不宜多，这便是传统体育作为

运动为何不适合作体育的教材。 

5)传统体育作体育教材的定位不准确。 

以往选择体育教材，都是基于“运动的教育作用”。

也就是说，武术之所以作体育的教材，是因为它具有

“强筋壮骨”“防病祛病”“锻炼意志”“修身养性”等

教育作用。 

如前所述，作体育教材的运动是用来育的，确切

说，是用来培养学生在体质、品德、智力等方面全面

发展的。如果基于“运动的教育作用”选择体育教材，

那么就轮不到传统体育。 

很显然，以往对传统体育作体育教材的定位并不

准确。传统体育不宜作为运动而作体育教材，引发对

作体育教材的运动应该怎样定位的思考——作体育教

材的运动的定位不能都基于“运动的教育作用”。传统

体育是体育中的中国元素，如果基于“体育中的中国

元素”，那么它就可以作体育的教材；游泳是必要的生

存技能，如果基于“必要的生存技能”，那么它就可以

作体育的教材。 

不过，作体育教材的运动的定位应该以“运动的

教育作用”为主，兼顾“体育中的中国元素”“必要的

生存技能”，毕竟作体育教材的运动是用来育的。 

其实以往传统体育作了体育的教材并不是基于它

作为运动的教育作用，而是基于它是“体育中的中国

元素”。基于“体育中的中国元素”，这才是传统体育

作体育教材的真相。 

 

2  对传统体育发展出路的思考 
2.1  传统文化中的身体文化应该作为传统文化来呵护 

嘉陵江水和汉江水在未汇入长江水之前，作为嘉

陵江水和汉江水而存在，但是在汇入长江水之后，就

作为长江水而存在了。 

以上这段文字可以用来诠释体育传入之后的传统

文化中的身体文化的应有状态，拿武术来说，它或者

作为传统文化中的身体文化，即“打拳和使用刀枪剑

棍等兵器的技术”而存在，或者作为体育，即“具有

游戏、竞争、身体锻炼要素的身体活动”而存在。 

在体育传入之后，把本土体育作为传统体育来呵

护，这是令人费解的。一方面，传统体育并不是真正

意义上的传统体育，而是在体育传入之后根据“洋体

育”打造的“土体育”，这样的土体育并不是传统文化

中的身体文化，而是体育；另一方面，在体育中呵护

传统体育，名不正言不顺，传统文化需要呵护，而体

育则不需要。不问青红皂白，定位不清，不论是传统

文化中的身体文化，还是根据“洋体育”打造的“土

体育”，都作为传统体育来呵护，这便是目前传统体育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传统文化中的身体文化应该作为传统文化来呵

护，说白了，就是做好传承。传统文化中的身体文化

作为传统文化呵护，名正言顺，顺理成章。传统文化

不属于体育的范畴。至于传统文化应该怎样传承，已

经有成熟的做法。 

2.2  本土体育应该作为“体育中的中国元素”来呵护 

体育是具有游戏、竞争、身体锻炼要素的身体活

动，由身体练习和游戏两类运动构成。不论是体育项

目，还是锻炼身体的运动，哪些发展的好，哪些发展

的不好，都是“看不见的手”作用的结果。对于普通

百姓来说，有趣、锻炼身体的效果好等，是他们选择

体育项目和锻炼身体的运动的一把尺子。一方面，我

们并不缺乏体育项目和锻炼身体的运动；另一方面，

人们大多依据有趣、锻炼身体的效果好等来选择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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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和锻炼身体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必要

再在打造体育项目和锻炼身体的运动上花大力气。 

但是，体育中一定要有“中国元素”，就是体育中

一定要有中国的体育项目或锻炼身体的运动。如果基

于“体育中的中国元素”“人们大多依据有趣、锻炼身

体的效果好等来选择体育项目和锻炼身体的运动”的

认识来打造“体育中的中国元素”，那么显然宜少不宜

多。也就是说，如果打造“体育中的中国元素”，那么

少数几个体育项目和锻炼身体的运动足矣。 

日本的柔道、韩国的跆拳道等成为体育项目，走

向世界(奥运会比赛项目)，印度的瑜伽作为锻炼身体

的运动风靡世界，这些都启发了我们应该怎样打造“体

育中的中国元素”。打造“体育中的中国元素”，不必

拘泥于体育项目，锻炼身体的运动也是值得推崇的，

就像印度的瑜伽一样。打造“体育中的中国元素”，把

太极拳打造成锻炼身体的运动，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2.3  本土体育应该作为“体育教材中的中国元素”来定位 

体育是培养学生在体质、品德、智力等方面全面

发展的教育。体育中的运动(作体育教材的运动)是用

来育的，确切地说，是用来培养学生在体质、品德、

智力等方面全面发展的。 

如前所述，在育的逻辑下选择体育教材，只有田

径、体操、球类和舞蹈 4 大项运动适合作体育的教材。

但是，这并不意味其他运动就不能作体育的教材，而

是基于对体育及运动与体育之间关系的认识，既然“体

育是培养学生在体质、品德、智力等方面全面发展的

教育”“作体育教材的运动是用来育的”，那么作体育

教材的运动就宜少不宜多。 

以往传统体育及武术作体育的教材，都是基于“运

动的教育作用”。在 2000 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

级中学体育与健康教学大纲》中，“中国武术崇尚武德、

以礼待人，它以独特的技艺和攻防自卫等特点，强筋

骨，防病祛病，锻炼意志。”在相关体育专业教材中，

“民族传统体育以独特的运动形式、健身方法和民族

风格，使学生强筋壮骨，防病祛病，锻炼意志，激发

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自豪感。”[3]“武术的功能有三：

一是强身、健体、提高抗病能力及应变能力的功能；

二是有针对性地治疗各种疾病，康复身体的功能；三

是作为养心、修性、怡情手段，以提高个人精神境界

为目的的功能。”[4] 

很显然，传统体育及武术作为运动所具有的教育

作用，体操、田径、球类等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基

于“运动的教育作用”而选择作体育教材的运动，那

么根本轮不到传统体育及武术。 

如前所述，舞蹈不是体育项目，但它却作了体育

的教材。舞蹈作体育的教材是基于其作为运动所具有

的独特的教育作用——培养韵律感、节奏感、想象力、

表现力和鉴赏力等。舞蹈所具有的这些独特的教育作

用，恰恰是体操、田径、球类等体育项目所欠缺的。 

如果基于体育中一定要有“中国元素”的认识，

那么传统体育及武术便可以作体育的教材。也就是说，

传统体育及武术作为运动，如果基于“体育教材中的

中国元素”，那么就可以作体育的教材。 

 

体育是培养学生在体质、品德、智力等方面全面

发展的教育。体育中的运动(作体育教材的运动)是用

来育的，确切地说，是用来培养学生在体质、品德、

智力等方面全面发展的。本土体育或者回归传统文化

中的身体文化，作为传统文化中的身体文化来呵护，

或者作为“体育中的中国元素”来呵护，但是决不能

作为传统体育来呵护。或者作为传统文化中的身体文

化，或者作为“体育中的中国元素”，目前的传统体育

必须在二者之间作出抉择。作为“体育中的中国元素”

来呵护，如果基于这样的认识，那么所要呵护的本土

体育就宜少不宜多。关于呵护“体育中的中国元素”，

一方面，要在少数几个体育项目和锻炼身体的运动上

作出抉择；另一方面，还要对可作体育教材的运动重

新进行定位，选择体育教材除了要考虑“运动的教育

作用”外，还要考虑“体育中的中国元素”“必要的生

存技能”。如果不是基于“运动的教育作用”，那么既

不是体育项目又不是发展身体的运动的舞蹈就不会作

体育的教材；如果不是基于“体育中的中国元素”，而

是基于“运动的教育作用”，那么传统体育及武术就不

宜作体育的教材；如果不是基于“必要的生存技能”，

而是基于“运动的教育作用”，那么游泳也不宜作体育

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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