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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江苏省南京市中小学舞龙运动开展现状及可行性调查,为全国中小学舞龙运动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理论支持。从理论应用和

实践验证的角度出发,探讨阳光体育下中小学校舞龙运动推广与发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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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feasibility of the dragon dance movement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nanjing, jiangsu province, it provides the necessary basic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ragon dance movement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cross the countr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etical application and practical verific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ragon dance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under sunshine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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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阳光体育运动,结合体育课教学,确保在校学生平均每个学习日

有一小时体育锻炼时间。舞龙运动项目的加入,将不断丰富学生体育锻炼

的形式和内容。 

舞龙运动在高等院校的开展日渐成熟,很多高等院校有了专业的教练

员和舞龙运动队,形成了学校特有的名片。将舞龙运动推广到中小学校,

可以进一步推动舞龙运动的发展。同时,舞龙运动作为优秀民族传统文化

的载体是向中小学校推广与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大部分中小学校都具

备了一些开展舞龙运动的基本条件。 

1 研究意义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

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意见》提出：要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按照一体化、分学段、有序推进的原

则,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

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个环节,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

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以幼儿、小学、中学教材为重点,构建

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 

舞龙运动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民俗文化活动,也已发展成为了以锻

炼身体、传承龙文化的现代竞技舞龙运动。 

开展阳光体育活动,将舞龙运动这一项集体项目加入,不仅强健学生

身体素质,同时还让学生们从小树立团结协作,坚韧不拔的品质。 

舞龙运动作为优秀民族传统特色的体育项目之一加入到中小学体育锻

炼,不仅可以改善当前体育课的现状,还可以起到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作用。 

2 文献综述 

从可检索的资料来看,舞龙运动是中华历史悠久的传统体育项目,对

其研究起步较早,目前国内研究主要侧重于对各地舞龙运动开展现状的研

究；舞龙运动在高校的开展情况研究；舞龙运动本身的技能技巧的发掘研

究；舞龙表演套路的编排及创新研究,以及少数舞龙商业化表演的市场营

销的研究。国外这方面的研究资料可查的较少。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青少年的体质健康问题也成

为了社会热点问题。2015年3月,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

通过教育部新闻办官方微博进行了微访谈中以“少年强则国强”为题,直

面广大网友提出的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同时强调除了加强课外运动,培

养锻炼兴趣,也需要创新体育教学的形式,让学生喜欢的项目进入课堂。学

生的体育活动和体育课应该遵循“凡是学生喜欢、凡是能达到锻炼效果的

项目,百无禁忌”的原则。舞龙运动应加大步伐的走进中小学校园。 

近些年一些学者以不同视角就舞龙运动与大学生身体机能的方面进

行了研究。如牛晓梅等利用实验法,探究了舞龙运动对大学生身体素质方

面的影响；王军建等实验分析了舞龙运动对大学生心肺功能的影响,得出

了舞龙运动将会对学生身体机能方面有显著性促进作用的结论。基于这些

研究可以看出大学生身体机能的变化与舞龙运动总体上呈现趋利显著性

变化。在国家高度关注青少年体质健康发展的背景下,舞龙运动是一项以

有氧供能为主、无氧供能为辅的集体运动项目必然以其特有的锻炼价值而

受到中小学课内外锻炼青睐。 

3 南京市中小学舞龙运动推广路径 

江苏省许多地方拥有“龙狮运动之乡”称号,具有良好的的龙狮文化

基础。南京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之称,有着深厚

的民族文化底蕴。同时,南京是国家重要的科教中心,自古以来就是一座崇

文重教的城市,有“天下文枢”、“东南第一学”的美誉。舞龙运动作为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南京市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目前为止,

高校是推广舞龙运动进校园的主力军,中小舞龙运动发展的相对较晚。根

据目前所掌握资料来看,南京市发展舞龙运动的中小学有50多所。 

2017年,由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发文,江苏省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江苏

省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研究中心,江苏省龙狮运动协会等多家单位、高校、企

业共同承办的江苏省龙狮项目一线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再培训在全省十

二个市展开,每站培训人数均超过一百人,覆盖全省各地市的1300名中小

学体育教师。这极大的推动了江苏省舞龙运动的发展,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作为江苏省省会的南京市将起着带头作用。2018年江苏省舞龙舞狮裁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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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员培训班在江苏农牧学院举行,接受培训的100多名学员主要是中小

学体育教师。2019年全国舞龙舞狮教练员培训班在徐州工程学院举行,此

次培训中江苏省中小学体育教师将近30多名(总人数不超过100)。 

竞赛是推动舞龙运动发展的最直接动力。目前南京市教育局将龙狮项

目纳入南京市青少年阳光体育节校园联赛已成功举办了两届,参赛队伍由

最初的30多支代表队近900名中小学发展到现在50多所中小学校近1500名

体育社团学生参加比赛。竞技水平显著提高,显示出中小学生传承和发扬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恒心。秉承了南京青奥会“体育与文化教育活动

同等重要,同样精彩”的办赛理念。由江苏省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江苏省

学生体协高校工作委员会、江苏省龙狮运动协会主办的江苏省首届青少年

龙狮锦标赛在2019年5月举行,共有13支中小学队伍分别参加了中小学组

舞龙自选项目和舞龙传统项目。全面体现出了阳光体育“人格培养、技能

发展、精神塑造”的宗旨。 

南京市教育局和体育局为了促进广大中小学生健康成长、丰富广大中

小学生课后服务内容,真正树立“以人名为中心”的教育、体育理念,进一

步增强教育、体育服务能力,根据江苏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关于做好中小

学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文件和江苏省教育厅等三部门《关于利用优

质体育与科技教育资源开展中小学生课后服务试点工作的通知》文件,决

定在南京市选择66所学校利用优质体育资源开展中小学课后服务试点。舞

龙舞狮作为其中项目之一,由江苏省龙狮运动协会推荐教练员,南京市教育

局和体育局进行考核,分配到各个学校进行教学。教学效果明显,各学校的

舞龙舞狮社团经过两学期的训练,已经参加了南京市青少年眼光体育节联

赛的比赛,以及各校的校运会、校庆。舞龙运动的开展主要就是为了丰富其

校园生活,培养学生团结协作能力,同时也增强了中小学生的身体素质。 

4 中小学推广舞龙运动的影响因素 

根据全国舞龙舞狮教练员培训班的实地调查,很多学校还是有开展舞

龙运动的想法,针对这些学校遇到的困难进行研究分析,找出制约其发展的

因素,从而得出解决对策,使中小学舞龙运动更加全面、广泛的推广发展。 

中小学开展舞龙运动的时间较短,当前限制中小学舞龙发展最突出的

原因就是师资缺乏,大多数没有开展舞龙运动的学校缺少舞龙教师,而已经

开展这项运动的中小学因为师资问题限制了他们的进一步发展。根据对已

开展舞龙运动学校体育组负责人访谈调查显示,大多数学校都是以课后训

练课的形式来开展舞龙运动,中小学生一般一周上三节舞龙舞狮训练课。 

当前中小学舞龙的教学方法还比较单一,主要采用的还是传统的教授

式教学方法,而像启发式教学等能激发学生思维力和创造力的教学方法使

用的较少,学生主动参与教学不足。在教学内容上,绝大多数学校将主要精

力放在舞龙技术的学习上,中小学生对舞龙文化内涵的理解还比较欠缺。

对中小学生其他方面的发展中小学生的自主创编能力,中小学生的表现力

等缺乏关注。此外,由于舞龙运动是集体项目,再加上需要场地器材,中小

学生很难像其他体育项目一样在课后进行练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训练效果。 

舞龙运动进入中小学校园,首先要得到相关领导的支持与重视,开设

相关课程或开展舞龙课余活动,这样中小学生才有机会接触到舞龙,舞龙

运动才能在学校发展推广。据目前现状来看,只有少数领导非常重视舞龙

项目,多数学校还是以现代体育项目为主导进行教学,相对来说,现代体育

项目普及率高,活动多,教师更加熟知容易教学。更何况舞龙运动器材较贵,

一条普通九人布龙要2000元起,且中小学生对器材耗损大,又很难维护,导

致发展停滞。中小学经费不充足,对器材投入较大,形成恶性循环,使其面

临的重大挑战。 

5 中小学推广与发展舞龙运动的对策 

5.1创编中小学舞龙专用大纲、教材,制定中小学生规定套路动作 

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是课程的主导,有了较统一规范的课程标准或教

学大纲对规范中小学舞龙课程的开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课程标准为龙

狮课程的教学目标、内容、组织实施、评价等方面提供了参考依据,也为

不同学校舞龙运动的相互交流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平台。应筹建中小学舞龙

课程标准教学大纲的编委,组建专家小组进行汇编,定期举行全国中小学

舞龙课程的学术交流与探讨,加强专业技术学习,总结不足,不断对课程标

准进行完善,使舞龙课程的能更合理、更科学,更规范,真正地让中小学体

育课中有舞龙运动这一集体项目。 

规定套路是根据舞龙技术发展的方向,所选定具有代表性的舞龙基础

动作和技巧动作,经过精心编排的套路。规定套路要求动作规格、顺序、

方向、行动路线均不得改变,其作为舞龙竞技项目之一,具有鲜明的代表性,

明确的方向性,是竞技舞龙发展路上的指明灯。由中国龙狮运动协会组织

龙狮专家和学者,经过长时间的调研,创编出了一套舞龙舞狮青少年比赛

规定套路,综合考虑中小学生身体素质状况和龙狮特征,为广大中小学生

进行龙狮运动提供了学习参考的规范教程。提高舞龙运动在少年儿童中的

竞技水平,有利于舞龙运动在广大中小学校园中的推广和发展。2019年10

月17日-21日在浙江奉化体育馆,来自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的43支龙狮

代表队参加了舞龙、南狮、北狮的比赛。 

科学设计舞龙课程,创新教学方法。由于中小学生正处于身体发育生

长的关键时期,高年级和低年级同学身体素质差异较大,需要更加合理的

设定教学内容。舞龙教学内容的选择策略：低年级选编侧重于舞龙基本动

作,中年级侧重于持龙合作练习,创编舞龙韵律操每节韵律操编排一个舞

龙动作变换不同方向,让学生有节奏的进行练习,高年级侧重于套路与组

图,用简单的套路以及形态各异的组图,使老师更容易教,学生更容易学。

中小学生的好奇心强,想象力丰富,应采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如情景教

学法、拓展教学法、气氛渲染法等。 

5.2将发展校园体育文化为切入点,提高舞龙运动在中小学的影响力 

舞龙是我国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汲取了中国古老文化的精华,

凝结了国人千百年来的智慧,其文化渊源不容小觑,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步

具备了自身特有的文化底蕴。从而发展成为一项中华民族世代相传、具有

内在文化积淀的精神力量的集体项目。校园体育文化是学校教育的一个关

键环节,只有让学生拥有良好的身体素质,才能将其培养成对国家和社会

有用的人才。 

校园体育文化不仅仅能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并且在提升教育水平、开

发多样化教学、加速其他学科教育教学效率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同

时,校园体育文化有着社会文化所没有的资源优势,这样为其更好地传播

和发扬奠定了基础。因此,要在学校环境下大力弘扬龙狮精神。重点是加

强对舞龙运动项目的宣传,提高传统运动项目的知名度。让更多的学生了

解并积极参与其中,让中小学师生们形成良好的舞龙舞狮观念,同时让学

校领导、教师、学生接受并参与到实际运动中去。 

5.3利用高校人才,实现共赢 

高校作为培育人才的主要阵地,对培养舞龙专业人才起着重要的作

用。关于对高校学生的探究,其素质高、科学文化知识丰富、见识也比较

广,相对而言接受力也比较强。因此,利用其较高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研究的

素养,能对舞龙文化进行明确阐释,培养其团队协作精神,让未来舞龙教师

的素质能更好的推广舞龙运动。同时,对于现有的教练员们,也要提高自身

的教学素养,在教学的进程中,把理论跟实践相结合,提高对舞龙专业人才

的培养。 

6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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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高中英语写作困难的成因及对策 
 
徐爱玲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左旗高级中学 
DOI:10.32629/er.v3i1.2399 
 
[摘  要] 许多高中生存在英语写作困难的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学生不会运用英文句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现在的高考作文越来越趋向

于考实事热点,学生对这方面素材积累不足。为此,本文就高中英语写作困难的成因和解决对策进行了分析,旨在推动我国英语教学的革新。 

[关键词] 高中英语；写作困难；成因；对策 

 

当前,我国部分高中生仍需要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固定的模式进行

英语写作,再加上教师在实际英语课堂教学中,采用填鸭式的授课模式,忽

略东西方文化存在的差异以及学生的个性差异,导致学生在英语学习中处

于被动地位,不利于学生的未来发展。 

1 高中学生英语写作困难的定义 

通常情况下,我们将高中生英语写作困难界定为英语学习困难,指的

是在学生感官能力和智能都正常的前提下,在英语写作中表现出低于其应

有智力和感官能力,且成绩未符合及格要求的学习现状。 

2 高中英语写作困难的成因 

针对学生存在的英语写作困难问题,高中英语教师应针对性的进行教

学分析,找出英语写作困难的主要原因,然后对症下药。 

2.1教学上的困难成因 

笔者在前文提到过,我国高校对英语写作重视度不足是导致学生写作

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教师在英语课堂教学中,没有留下足够的时间对学

生的英语写作进行详细讲解和课堂训练,又或教师对英语写作的教学方式

和训练方式不恰当,逐渐使学生对英语写作失去兴趣。其次,英语写作是一

个循环渐进的过程,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培养语感和

语言默契,但在实际的英语教学中,教师并没有太多的时间留给学生用来

学习英语,学生只能靠上课的有限时间来学习英语,因此常会出现教师很

耗力,但学生的英语写作水平却没有明显进步的情况,并且还会导致学生

陷入“教”与“学”的恶性循环。 

另外,站在教师的角度,因为要求让学生进行简单的英语课文朗诵和

背诵,而枯燥的教学模式会消磨学生的积极性,所以降低了学习英语的乐

趣。虽然部分教师意识到这一问题,但却不知如何矫正,如何充分调动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单纯的是为完成教学任务而进行英语教学,并没有站在学

生的立场来分析当前英语教学的弊端。甚至还有部分教师为教学成绩的好

看,按照学生的成绩来对学生进行区分对待,这进一步降低了学生对英语

的学习兴趣,加大了英语写作的教学困难。这是学校盲目追求升学率指标

的结果,而升学率又与学校的地位和形象挂钩,教师受聘于学校,学校为自

身的升学率要求教师将指标凌驾于教学之上,迫使教师强迫学生学习英语,

进而导致学生为应付考试,只能将英语写作停留在简单的借鉴上,并不会

用心写作,体会不到英语学习的乐趣。 

2.2学习上的困难成因 

由于学生对英语的学习积极性不足,导致学生对英语学习提不起兴趣,

从而造成英语写作在学习上的困难。兴趣是最好的教师,如果一个学生对

某门学科失去兴趣,则将不会主动去学习某门学科,进而导致学生该门学

科学习效果和学习成绩的不理想。我们的母语是汉语,英语与汉语在写作

语法和用法上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会对英语写作产生一定的干扰,学生会

在实际的英语写作中,按照汉语的书写习惯和遣词造句方式进行英语创作,

如此就导致写出来的英语作文存在很多不恰当、且与英语表达习惯不相符

的语句问题。 

再者,学生对英语写作兴趣和写作动机的缺乏,使学生英语写作变得

像是在给教师学习,为完成任务而学习。加上教师功利性的教学习惯,导致

部分学生认为英语写作可有可无,对英语写作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度,这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谈到中国传统文化,表达了自

己对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价值体系的认同与遵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指明了正确方向。在中小学弘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继承与弘扬优秀

民族文化、发扬传统美德和适应社会发展与教育改革的需要,符合素质教

育全面发展的理念。舞龙运动随着发展日渐正规化、科学化、合理化,已

成为一项国际化竞技体育项目,如今国家大力推广群众体育,舞龙运动又

逐渐回归其群众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文化认同感越来越重要的

今天,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发扬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要从娃

娃抓起,舞龙运动走进小学校园是大势所趋。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

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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