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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地处河西走廊西段 , 辖地分祁连山

区和马鬃山区两块 , 中间隔着敦煌、安西、玉门 3 个县市。县城

位于祁连山区的党城湾镇。总面积 55 000 平方公里。根据第五

次人口普查数据 ,全县总人口 13 046 人 , 其中蒙古族人口约占

人口总数的 40%。这里也是藏传佛教文化、儒道文化、伊斯兰文

化等多元文化交汇和长期共存的地区。三种文化在不断交流、

冲突、融合中得到发展。因此,根据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多民族、多

文化的背景,结合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学生发展的特殊需求,

开发适合于民族地区的校本课程,对于落实“三级课程”管理体

制,提高教育质量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众多学校内 , 学生往往来自不同的

民族, 这些未成年儿童在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社会背景中学

习、生活。然而 , 长期以来 , 他们面对的课程和课堂生活却以主

流文化背景为特征 , 他们所在学校的课程照搬内地发达地区的

课程 , 对他们本民族丰富的多元文化鲜有提及。研究表明 , 对儿

童有意义且适合他们兴趣的知识并不局限于主流文化的范围 ,

相反所属亚文化的内容更能激发他们学习的动机 [1]。在少数民

族学生的观念中,一旦意识到自己的文化不受重视时 , 便可直接

导致他们学业的失败。当学校教育中主流文化下的亚文化被忽

视时 , 文化的冲突往往在儿童幼小的心灵里产生作用 , 这就必

然导致学校中的跨文化教育。因此,在肃北蒙古族中小学校本课

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中 , 传承蒙古族优秀传统文化 , 结合实际

开展多元文化教育 , 以激发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中小学生对课程

的兴趣 , 增强学校对学生的吸引力 , 使基础教育课程更具适应

性便成为肃北蒙古族中小学校本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 重 要

任务。在此基础上 , 将肃北蒙古族养生健身文化引入学校体育

教学中 , 对于提高该地区学校体育教学水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

1 研究方法

1.1 文献资料法

本文的研究参阅了有关肃北蒙古族民俗、民情方面的书籍

及相关的科研论文。

1.2 访问调查法

访问了肃北蒙古族民俗学者僧格博士 , 实地调查并与肃北

蒙古族部分体育工作者及部分群众进行了座谈。

2 肃北蒙古族养生健身文化

2.1 肃北蒙古族饮食生活民俗中的养生健身文化

( 1) 酥油奶茶 : 蒙古族每天离不开茶 , 除红 茶 外 , 所 有 蒙 古

族人几乎都有饮奶茶的习惯 , 他们每天早上要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煮奶茶 , 煮奶茶最好用新打的净水 , 烧开后 , 冲入放有茶末的

净壶或锅 , 慢火煮 2~3 分钟 , 再将鲜奶和盐加入 , 烧开即可。蒙

古族的奶茶有时还要加黄油 , 或奶皮子 , 或炒米等 , 其味芳香、

咸爽可口 , 是含有多种营养成分的滋补饮料。有人甚至认为三

天不吃饭菜可以 , 但一天不饮奶茶不行。蒙古族还喜欢将很多

野生植物的果实、叶子、花用于煮奶茶 , 煮好的奶茶风味各异 ,

有的还能防病治病。

( 2) 蒙 式 点 心 : 将 青 稞 洗 净 晾 干 , 炒 熟 , 磨 成 粗 粉 , 拌 上 酥

油 , 再加上蕨麻、葡萄干、白糖等 , 用手搅拌 , 捏成块状 , 谓之糌

粑 , 又称蒙式点心 , 味道鲜美 , 别具一格 , 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

( 3) 奶制品: 奶制品种类较多, 常见的有甜奶、酸奶、奶皮子、

酥油、奶果子、焦奶豆腐、奶油、稀奶油、奶油渣、酪酥、奶粉等。奶

制品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其不仅是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重要来源,

还能补充大量优质的钙, 是老少皆宜的营养佳品。

( 4) 马奶酒: 多用马奶、山羊奶、骆驼奶酿制。蒙古族等民族

古代过着“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为防饥渴 , 常在随身携

带的羊皮袋中装些马奶。由于整天颠簸 , 马奶的乳清和乳渣分

离开来 , 乳渣下沉 , 乳清上浮并成了具有催眠作用的奶酒。其制

作方法是将马奶倾入羊皮袋或其他容器中 , 不时用木棒搅动 ,

数日后待其发酵变酸便可饮用。马奶酒通常色白而味浊,微酸而

略有膻味。若搅拌 7~8 日乃至更长时间 , 则色清而味甜且无膻

味 , 谓之“黑马奶”。马奶酒有滋补强身、健胃补肾和治疗肺结核

的功能。

可以在学校卫生课或体育理论课上( 因天气原因无法上户

外课的时候) 增加蒙古族饮食文化科学性的讨论 , 以及营养与

运动及健康的关系 , 使蒙古族青少年从小保持本民族这些良好

的饮食行为习惯。

肃北蒙古族养生健身文化与校本课程建设研究

任 渊 1, 王润平 2, 张建华 2, 任 涵 2, 陈 青 2

( 1.甘肃政法学院 , 甘肃 兰州 730070; 2.西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 : 存在于饮食生活、竞技游艺、信仰民俗中的肃北蒙古族养生健身文化内容丰富 , 有许多内容适合被列入校本教材 ,

这对蒙古族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及提高民族地区的办学效率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 肃北蒙古族 ; 养生健身文化 ; 校本课程

中图分类号 : G632.3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1671- 1246( 2008) 02- 0025- 03

基金项目: 2006 年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甘肃省少数民族养生健身文化与校本化课程建设研究”; 甘肃政法学院 2005 年度科研资助项目“西北地区少

数民族宗教民俗中的养生健身文化研究”

25- -



2.2 肃北蒙古族信仰民俗中的养生健身文化

肃北蒙古族崇 尚 自 然 , 讲 究 爱 护 一 草 一 木 , 忌 讳 随 意 拔

草、折木和挖石 , 忌砍伐或连根拔除独立的树木。狩猎讲究避开

野生动物繁殖期 , 忌猎哺乳的动物。讲究水源的清洁 , 忌在泉眼

里洗手脚 , 倒入污物 , 在其附近堆放污物 , 禁止随地大小便。讲

究山川、河流的清洁,忌乱堆污物或向河湖中倒入有害的东西。

他们认为鹿是有福气的动物 , 猎鹿是封杀福气 , 忌讳猎鹿。他们

认为熊有知人祸福的灵气 , 绝不轻易害人 , 忌猎杀熊 , 若猎杀 ,

要请喇嘛念经消灾[2]。

在“世上万物以天地为根”的自然本体价值意识导向下,游

牧人感悟到自己的一切( 包括物质财富、精神享受及人本身) 都

是天父、地母赐予的,没有大自然,游牧人一天也不能生存。一旦

明确了自己对自然的依赖关系后,他们崇拜自然 , 发自内心地热

爱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界,爱山、爱水、爱草、爱树、爱原野上自

生的动物( 野生动物) , 用诚实的心灵和自觉的行动回报大自然

的恩泽。肃北蒙古族崇尚自然 , 爱护自然 , 达到人与自然的和

谐、平衡 , 这有利于他们的养生健身。

因此 , 肃北蒙古族学校建设体育场地时 , 也应因地制宜 , 充

分利用原有的绿色草皮 , 这样既能很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 又能

降低办学成本 , 节约资金 , 也不失为解决民族地区经济相对落

后、办学困难的手段之一。

2.3 肃北蒙古族竞技游艺民俗中的养生健身文化

( 1) 赛马 : 肃北蒙古族很久以前就有赛马的传统 , 多数是结

合祭敖包、祭神时群众自发地进行竞赛。如一年一度祭敖包、祭

泉水、祭山川时 , 驮上“甘久尔”( 经卷) 绕牧场一周。此时 , 有许

多年轻人跟随前往 , 他们在路上往往进行赛马。赛马的过程中

自然涌现出许多好马 , 大家公认夺魁的马为骏马( 冠军马的意

思) 。现在每逢大的喜庆活动如那达慕大会等必须有赛马活动。

参赛的马要从马驹就开始训练 , 所以肃北民谚有“骏马从驹就

驯起 , 做人从小就教起”之说。赛马根据马匹的体质和速度分为

远距离赛、近距离赛和走马赛 3 种类型。

( 2) 摔跤( 搏克) : 肃北蒙古族青年男子历来喜欢摔跤 , 他们

在放牧、出外打猎有空时就摔跤 , 在大的喜庆节日以及剪马鬃、

拔牛毛、剪羊毛、擀毡的劳动之余也常常进行摔跤比赛 , 先后涌

现出了许多优秀的摔跤手。

( 3) 踢 毽 子 : 从 内 容 上 看 有 跳 、蹦 、踢 、抛 、接 踢 、对 踢 等 动

作。从踢毽子的形式来看 , 有用踢得多与少比胜负的 , 这种形式

主要在 2~3 个人之间进行 ; 有分人踢毽法 , 即把所有参加踢毽

子的人分成 2 组( 每组 5~10 人) 进行对踢赛。比赛时 , 各组派 2

人面对面站立 , 另有一人在他们中间抛一个毽子让 2 个人争 ,

谁先抓住谁先开始踢 , 哪一组先踢完 , 以踢得多少决定胜负( 踢

毽子时各组每人出场一次 , 一个人在踢的过程中踢完多少是多

少 , 不重复踢) 。毽子有马鬃做的、布袋装沙子做的、羽毛做的 3

种。踢毽子的活动在肃北蒙古族中比较普遍 , 是中青年特别是

青年在冬季进行的一项传统健身活动。

( 4) 跳绳 : 跳绳运动主要在青年人中进行 , 由两个人拉一长

绳 , 各抓绳头站立 , 先把绳子放在腰部试跳( 实际上是跳高) , 再

根据跳的情况逐步把绳子往高处拉 , 然后让其他人跳 , 比谁跳

得高。这是一种游戏性的体育健身活动形式。

( 5) 拔河 : 拔河这种体育活动在肃 北 蒙 古 族 中 主 要 是 结 合

生产劳动进行的。新绳搓成后 , 拧力还不太均匀 , 由 2 个人将绳

两头抓住 , 用力往各自的方向拉 , 这样一方面把新绳拉匀了 , 另

一方面也达到了体育锻炼的目的。新毡擀成后也进行拔河 , 当

每一块新毡擀成后 , 都由几个人将新毡的两头抓牢 , 对坐在地

上用力拉平新毡 , 这也是一种拉绳( 拔河) 形式的健身活动。

以上这些独特的蒙古族体育文化 , 适合学校开展的项目是

摔跤( 搏克) 、踢毽子、跳绳、拔河 , 尤其是摔跤( 搏克) 。2004 年 7

月 28 日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举行的 2 048 名摔跤手参

加的搏克比赛将蒙古族的 传 统 体 育 项 目———搏 克 载 于 吉 尼 斯

世界记录。吉尼斯世界记录申报中心见证官吴晓红女士对挑战

吉尼斯世界记录的西乌珠穆沁旗 2 048 名摔跤手参加的搏克大

赛进行了全程见证 , 并现场颁发了英国吉尼斯世界记录有限公

司授权颁发的证书。这次由 2 048 名成人男子参加的搏克大赛

是有史以来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参赛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

搏克赛事。已经被列入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的搏克运动正在走

向全国 , 并逐步走向世界 ; 2004 年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规定 : 搏

克为现代蒙古族首选体育项目 , 并将搏克列为全区中、高校体

育比赛的正式项目[3]。在这种形势下 , 甘肃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应

规定中、小学校体育课开设搏克课程 , 传授有关搏克等蒙古族

传统体育项目的理论知识和技术技能。这样才能把蒙古族的体

育文化融入到学校体育教学中 , 使蒙古族的传统体育项目更具

时代性。蒙古族传统体育项目是一笔文化财富 , 必须利用教育

的渠道来聚敛。学校是体育的摇篮 , 是传统体育走向规范化、科

学化、普及化的必由之路,不仅可以继承和发扬传统体育文化资

源 , 而且可增进民族团结 , 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 增强民族

凝聚力 , 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民族体育文化氛围和创造富有地区

文化特色的体育项目。

( 6) 蒙古族舞蹈:蒙古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蒙古族舞蹈的

特点是节奏明快、热情奔放、语汇新颖、风格独特。动作多以抖

肩、翻腕来表现蒙古族姑娘欢快、热情、开朗的性格。男子的舞

姿造型挺拔、豪迈 , 步伐轻捷、洒脱 , 表现出蒙古族男子剽悍、英

武、刚劲、有力之美。肃北蒙古族舞蹈主要有酿酒舞、敬酒舞、鹰

舞、安代舞和筷子舞等。

可以将其中的酿酒舞、鹰舞、安代舞和筷 子 舞 纳 入 到 中 小

学体育课教材中( 添加在健美操中或准备活动中) 。因为蒙古族

舞蹈是蒙古族人民创造的文化、艺术遗产 , 应将其中经典的内

容自然地融入课堂教学,使其成为学生成长的文化养分。在施教

中 , 通过引导学生对一些基本舞蹈动作、手势、步法的学习 , 使

学生了解舞蹈是用美的身体动作和形象来反映生活的 , 舞蹈动

作 是 提 炼 、加 工 、条 理 化 了 的 身 体 动 作 , 理 解 舞 蹈 与 生 活 的 关

系 , 得到多角度、多方面、多渠道的情感体验 , 既能体现蒙古族

舞蹈的健身价值 , 又能体现其娱乐价值 , 从而使学生的身心得

到锻炼。

3 结论

( 1) 肃北蒙古族养生健身文化中的许多内容适合进入学校。

将其引入学校体育校本教材中有利于对蒙古族民族文 化 的 传

承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民族文化传承是文化全球

化和多元化发展的必然走向,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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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是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少数民

族地区学校教育传承民族文化的目标, 主要是使学生在了解和

掌握本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形成对本民族文化的情感、态

度和价值观。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民族文化传承实 为 必

需。这是因为要使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获得国家认同和民族认

同,确定自己最佳的发展方向,学校有必要在传承国家主体民族

文化的基础上,传承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4]。

( 2)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如向搏克项目开展得好的地区学

习 , 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有目的、有计划地安排教师参加

各种培训 ; 也可邀请专家学者来校讲学授艺,进行跨地区的广泛

交流,提高师资队伍的业务素质。

( 3) 加强教材建设力度。配合肃北蒙古族地区中小学校本

课程开发的大环境 , 积极组织民族地区的体育专家进行体育教

材校本化的研究 , 以期为提高民族地区的办学效率及该地区的

全民健身水平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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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 , 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教师是

教育理念向教育实践转换的主体 , 是教学改革的实施者和教学

质量的保证者。骨干教师是教师队伍中最活跃、最具生命力的

力量 , 是 21 世纪基础教育振兴的中流砥柱。为贯彻《面向 21 世

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与《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

育的决定》, 实施“跨世纪园丁工程”, 从 20 世纪末开始 , 全国各

级教育行政部门都在积极开展骨干教师的选拔和培训工作。一

些专家、学者也开始关注中小学骨干教师的成长与发展问题。

近年来 , 我们运用问卷调查和追踪访谈的方法 , 对甘肃省庆阳

市、平凉市 2003 年以前评选出来并参加过省级第一、第二次培

训的百余名骨干教师的成长与发展情况进行了调查。通 过 调

查 , 初步了解了西部地区中小学( 重点是农村中小学) 骨干教师

成长与发展的基本情况。我们认为了解这些情况 , 可以为骨干

教师进一步成长提供帮助 , 同时也可以为其他非骨干教师的成

长与发展提供借鉴作用。

从调查结果看 , 西部地区中小学骨干教师成长与发展的基

本情况如下。

1 学历达标率高 , 任教时间长

从调查结果来看 , 被调查的骨干教师学历达标率较高 , 其

中 , 中学骨干教师的学历基本上是本科 , 还有 2.4%的骨干教师

学历在本科以上 ; 小学骨干教师的学历基本上是大专 , 只 有

4.5%的骨干教师学历在大专以下。无论中学还是小学 , 骨干教

师的任教时间都比较长 , 其中 , 任教 15~20 年的教师占被调查

教师总数的 34.6%; 任教 21~30 年的教师占 52.5%; 还有 11.6%

的教师任教时间在 30 年以上 ; 任教时间少于 15 年的教师仅占

1.3%, 所占比例很小。

2 忠诚于并热爱教师职业

调研结果表明,虽然有一部分教师是因为“没有其他更好的

选择”或 考 虑 到“ 教 师 的 工 作 稳 定 才 报 考 师 范 院 校 的 ”,但 选 择

“喜欢教师这个职业而报考师范院校”的教师明显多于选择其

他 2 个选项的教师。这说明他们在选择当教师的时候 , 就对教

师这个职业有着特殊的、朴素的感情。对于教师职业 , 93.1%的

骨干教师表示他们“很喜欢这个职业”, 其中 , 89.3%的骨干教师

认为当教师能时常体验到一种幸福和快乐 , 只有 6.9%的骨干教

师表示他们对这一职业“不抱什么希望 , 是不得已而为之 , 但在

位的时候 , 会尽力做好”。这说明无论出于什么原因 , 选择了教

师这一职业以后 , 大多数人都会热爱这一职业并能从这一职业

中寻找并获得幸福感。

3 有坚定的职业信念以及可供借鉴、学习的榜样, 成就动机强烈

在被调查的骨干教师中 , 有 55.2%的教师有明确的、长期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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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百余名骨干教师的调查 , 我们发现西部地区中小学骨干教师成长与发展的基本情况是 : 学历达标率高、任教

时间长; 忠诚于并热爱教师职业 ; 有坚定的职业信念以及可供借鉴、学习的榜样 , 成就动机强烈 ; 能够自觉学习并尝试运用教

育教学理论开展教育教学改革 ; 喜欢钻研 , 善于向有经验的同行学习 ; 师生关系和谐 , 容易与学生交流和沟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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