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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武术必修课开展情况的研究与调查①

——以西北民族大学为例

陈戈
(西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摘  要：武术不仅是我国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体育项目，更是我国璀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通过对西北民族大

学体育教育专业武术必修课开展情况的研究与分析，找到制约武术必修课发展以及学生武术水平提高的因素，从中得到

启示并给出建议，为西北民族大学的学科建设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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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民族大学作为一所综合性院校，学校体育学院设
有武术必修课作为体育教育专业本科生要学习的学科，
由体育学院武术老师负责授课，所学内容有太极拳，初级
拳，初级刀，初级剑，以及长拳等武术项目。学生总成绩的
组成及其所占百分比分别为平时成绩20％、期中考试成绩
20％和期末考试成绩60％。每位学生的总成绩必须达到
及格要求才能获得武术必修课的学分。

1  研究目的与意义
1.1 研究的目的

武术是我国的传统运动项目，是我国璀 璨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因此，我们要继
承和发扬武术，必须要有优秀的武术人才为基础。体育
教育专业以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为目标，对体育
教育专业学生来说武术必修课是大学四年学习过程中的
重要学科，是以提高体育教育专业学生武术水平为目标
的学科，所以希望通过对西北民族大学体育教育专业武
术必修课的开展情况的调查研究，来找出武术必修课开
展过程中的问题并解决问题，提高武术必修课的教学质
量。
1.2 研究的意义

本文通过对西北民族大学体育教育专业武术必修课
开展情况的调查研究，根据对体育教育专业学生的调查，
找出影响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学习武术必修课的问题，分析
问题并找出解决方案，以此来提高武术必修课的教学环
境与教学质量，使体育教育专业学生获得更高质量的武术
训练，让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在武术必修课的课堂上能够提
高武术书水平并学到更多的知识，帮助他们在日后工作中
培养更多的武术人才，发扬我国武术项目。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现如今许多中小学武术教师的武术基本功底都非常

薄弱，有的甚至只了解一些皮毛就去给学生教授武术技
能，这种现象降低了教学质量的同时也严重浪费中小学生
体育学习的时间；国外有关学者谈到美国高校的体育教育
人才培养主要提倡多种教育计划实行，培养在多种运动
技能方面都具备教学能力的人才，并且已经形成一个系统
化、科学化的体系。

3  研究对象与方法
通过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分析法、访谈

法，对西北民族大学体育学院2017级体育教育专业一班学
生40人进行研究。

4  结果分析
4.1 武术必修课的场地与设施情况

4.1.1 武术必修课的场地情况
西北民族大学榆中校区武术馆内现有训练地毯三块，

其中两块为专业训练地毯，一块为全国标准武术比赛地
毯。经过调查，学生对武术馆的场地情况基本满意，认为
武术馆场地能够有效的为武术必修课服务，但有个别学生
认为武术场地灰尘大，长时间不清理，加之老师不要求学
生上课换鞋，对学生健康以及学习有一定影响。

4.1.2 武术必修课的设施情况
武术馆现有武术器械包括：刀(45把)剑(45把)棍(55根)，

这些器械能够满足武术必修课以及其他武术课程的需要。
但还是存在损坏问题以及不能够及时修理或更换的问题。
4.2 武术必修课的开展情况

4.2.1 课堂学习内容的情况调查
在授课过程中授课老师会根据课时计划的安排来教

授学生内容，例如慢跑热身、柔韧练习、基本功练习、套
路学习。通过调查，学生们基本对于课堂学习内容感到满
意，认为能够在武术必修课课堂上学到知识。

4.2.2 学生学习态度及练习情况的研究
经调查，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在武术必修课课堂上的练

习态度不端正，在课堂存在讲话、打闹、不认真听授课老
师讲解示范等现象较为严重，还存在趁机偷懒，说话打闹
等情况，因此练习强度与练习质量达不到课时计划标准。

4.2.3 武术必修课课时安排的情况研究
根据调查，体育教育专业学生每周的武术必修课为两

个课时，而不足之处在于武术必修课之前是田径、足球、
排球、篮球等这些相对比较消耗体能的学科，这使得学生
在上完前一节专业课后再来上武术必修课就存在体能不
足、消耗过大、注意力不集中的现象。

4.2.4 学生课后练习的情况研究
调查中发现，多数体育教育专业的学生在武术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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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从未练习课上所学内容，只有在临考时才会突击考试套
路，所以我认为，体育教育专业的学生在武术必修课后的
的练习情况不乐观。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在调查中发现，能够发现西北民族大学足够重视武术
运动，配备有专业的武术场馆和比赛场地，但学生反映武
术场地灰尘较多较脏，课前不换鞋，对学生上课的健康与
教学质量造成了影响；馆内的武术器械虽然能够满足武术
教学需求，但存在器械损坏以及损坏器械不能够及时修
理或更换问题，在一定程度会影响武术教学质量并增加
学生运动损伤的几率；学生对武术必修课缺乏重视，欠缺
自觉性，常有迟到早退、偷懒打闹、注意力不集中等不良现
象发生，严重影响课堂秩序和教学质量；通过学生反应及
实际调查，总结出学生练习武术的时间较为短暂。另一方
面的问题是课间时间较为短暂，学生的时间和精力全都浪
费在上课途中，导致学生不能够及时到达武术馆做课前准
备，没有足够的体能应对武术必修课上的消耗，导致精力
不集中，眼到手不到的现象，直接影响着武术必修课的教
学质量。
5.2 建议

针对上述所发现的问题，建议武术馆管理人员以及武
术授课老师做好定期清洁和保养武术场地的工作计划，保
证在上课过程中学生的安全和健康；其次建议武术馆管
理人员以及武术授课老师加强针对学生进馆上课换鞋的
监督工作，保证武术馆的干净清洁；针对武术器械损坏问
题以及损坏的武术器械不能够及时修理或更换的问题，

建议授课老师在课前仔细检查武术器械的完好程度，一
旦发现有损坏的武术器械应及时更换。同时也要加强学
生使用武术器械的规范，指导学生保护武术器械、爱惜公
共财物的意识；针对上述在武术必修课堂中出现在各种问
题，建议授课教师在今后的授课过程中若发现此类现象
的发生应该及时提醒警告，加强学生的课堂管理工作，提
高教学质量；各班级班委积极配合授课教师管理；授课教
师应与表现不好的学生沟通交流，找出问题所在，及时解
决问题，保障武术必修课程保质保量进行；针对上述调查
研究结果，建议老师与学生互相配合，尽可能的在上课过
程中争取更多宝贵的时间用于教学，同时建议各位专业课
老师互相配合，在不影响教学的情况下多为学生保留出课
间，督促学生争取及时赶到场地，不要在路上浪费时间影
响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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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教师也因当要不断地充实自己专业素养，在教学素材的
基础上，创造出更加有有趣且实用度高的东西出来，便于
提高学生参与度。使体育游戏有更加显著的效果。
4.1 锻炼性原则

体育游戏不仅仅是具有娱乐性，同时他也具有锻炼的
规定。体育游戏和才能游戏有着飞车本质性的差别，多数
体育游戏是动态的或者其他什么组别形式开展的，存在竞
争性。这种模式就有点像我们生活里的劳动、劳作，对人
的生理和心里有着一定的锻炼价值。
4.2 教育启发性原则

体育游戏它不单单是一项娱乐性活动，同时更是它学
校教育里不可或缺模式之一。在教学过程开始的时候前面
准备部分总是以游戏的模式作为开始活动，体育课前的开
始活动。我们常常选与本节课上课内容相同的游戏切入教
学和开展。
4.3 趣味性原则

兴趣是提升体育游戏成果的重要路径，如果体育游戏实
在单一无味，将从根本上使学生失去注意力以及吸引力。为了
提升体育游戏的兴趣和娱乐特点，而且我们还可以换一种形
式去开始游戏可以让它加入一些的难度和技术手段。
4.4 安全性原则

在创编体育游戏的过程中当中，我们一定要要特别的
注意游戏实施过程中的的安全性，对于游戏而言每一个
各环节都要做一个充足的安全工作。在上课之前我们要
积极的检查学生的衣物是否适合体育活动随身带的物品
是否会成为危险物。避免伤害事故的发生。在课后，我们
可以看一下场地安排情况以及的周围是否有其它障碍物

或者危险品，防止和四周的障碍物发生撞击。

5  创编体育游戏的方法和步骤
5.1 确定游戏的目标和任务

从加入游戏的参加人员来说，参于游戏的意义在于娱
乐身心，参加的人员大部分是为了从游戏里获得快乐。创
编体育游戏的时候，最主要的是应该明白游戏的意义是什
么，然后我们的创编才可以顺利进行。
5.2 制定游戏的规则

体育游戏的规则是游戏是否能够进行的关键，只有完善
规则才可以带动参加者的参与度。一套完备的游戏规则同时
也是评定游戏胜负的关键依据所在。起码规则应该保障游
戏的公平。规则一定要细化，尽可能完备制定出每一个可能
会发生的情况。奖罚分明，从而让参加者明确规矩的重要。

体育游戏的创编规定，要使规则具有的统一性，使各
个规矩能够互相促进，互相加强。另一方面要注重理清各
个细则间互相对立、互相制约的关系。最大程度地减轻它
们间的互相干预。要从提升游戏的全局质量，决定自己的
应该如何取如何舍，重实效，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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