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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根据北海艺术设计学院二年级学生在体育公共选课的时候,学生对武术认知程度进行了

调查表明和结果显示：①大部分学生喜欢武术,对于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武术课程开设的必要性,大部分大

学生对此十分认同；②当代大学生对武术的认知及其相关知识的途径,不仅是通过影视武侠剧(功夫片、

动作片)、武术的电视节目、还通过武侠小说、武术表演节目及武术书籍或者视频等形式,认知渠道较为

多样化；③当前高校武术教学目标基本吻合,但是大学生对于通过学习武术,了解中华武术的认知程度也

较低。④我们应该通过教师专业素质和考核评价机制等因素,提高学生对学习武术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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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目的 

1.1武术练习对学生的作用 

武术练习的健身功能是所有体育项

目功能的共性,同时武术活动本身就蕴

含着非常丰富的开发智力和培养创造力

的内容,学生对武术信息和技能的获得

主要是通过课堂教学来实现的,所以武

术的教育是我国各学校教育中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的积极努力下,武术

运动在未来的发展将会越来越好。 

1.2武术学习目标的基本要求 

武术教育的实施主要为培养全面发

展人才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把学习武术

与学习德育、美育等结合起来,确保武术

运动在学习中对学生具有一定的锻炼作

用,使学生在学习武术中得到快乐的成

长,提高他们的健康发展水平。 

武术运动在课内和课外要有机的结

合,上好每一节武术课是老师的职责,在

老师的辛勤指导下,学生的武术观以及

武术知识的链接都会得到整体进一步的

提升,加强武术学员从事技术难度创新

的积极性,使学校的武术工作更加科学

化。保障学生能顺利的学习武术,让学生

身心健康得到良好的发展。同时学校要

重视学生的武术保健知识,进行安全、健

康的学校教育。 

2 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北海艺术设计学

院二年级公共选课的大学生,了解他们

对武术的认知情况作为研究对象,通过

北海艺术设计学院二年级公共选课的学

生对于武术的认知这样一个切入点进行

研究,以及对当前武术发展在北海艺术

设计学院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合理

的分析和探讨。 

2.2研究方法 

2.2.1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 

本研究是通过北海艺术设计学院的

学生亲自进行面对面交流,以及对武术

专业的老师进行了访谈和大二学生体育

选课的调查期间,得到很好的了解。同时

根据本研究所需的内容进行了问卷调查

设计,也征求了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武术

专业老师的意见,并对问卷内容的可实

行度、以及内容和结构有效度进行了检

验修改与调整。研究选择抽取北海艺术

设计学院大二1956名在校学生进行问卷

调查。在规定的时间(7天内)完成发放和

回收工作,共下发问卷1956份,收回1738

份问卷,回收率88.9％；收回的有效率达

到本次问卷调查的要求。 

2.2.2逻辑分析法 

我们运用了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

合、利用现代数理等进行快速推理,迅速

做出判断的方法,对调查问卷数据统计

结果和走访时获得的各类讯息进行全

面、正确、深刻理解分析。并认真对信

息分析与预测研究过程中所搜集的大量

文献资料,同时采用定性方法对信息进

行分析,再根据前期研究成果的需要进

行梳理,大大增强了体育教学的目的性.

然而体育教学的辨证逻辑分析方法难以

实现对大量教育学领域实践价值的对策

与建议信息的相关性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分析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学者对

武术认知的水平 

3.1.1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学生对武

术的认知渠道 

调查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学生通过何

种途径认知武术,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内

容,通过调查表明全校二年级学生对武

术的认知差异显著,了解和认知武术的

情况大体一样。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学生

了解武术的途径有很多种,同时可以看

出,武术的发展在学生心中得到了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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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可。 

3.1.2北海艺术设计学院二年级学

生参与武术锻炼情况调查 

北海艺术设计学院二年级学生参加

武术锻炼的情况都是体育课和社团,可

以得出,二年级学生锻炼武术方式比较

少,武术学习的渠道比较单一,在课余时

间锻炼武术的次数很少。学校通过体育

课程改革,实行二年级学生选课方式,开

设多项课程,让学生选自己喜欢的体育

项目课程,同时也可以选自己喜欢课程

的老师,还可以选自己合适的上课时间,

第一学期的选课情况。第一学期选武术

课的学生分别(武术长拳基础班148人,

太极拳基础班243人)只占全校二年级学

生比例22.5%。 

3.1.3北海艺术设计学院二年级学

生参与武术,其能力培养及认知分析 

北海艺术设计学院二年级学生通过

第一学期的武术课,学生逐步对武术的

认识和了解、同时通过武术课程学习提

高了学习的兴趣和学习的热情,第一学

期的武术课是有很大的关系,学生对武

术课教学的认可和喜欢上武术这门课

程。第二学期选武术的同学明显增多。

第二学期选武术的学生增加到597人,分

别为(武术长拳基础班143人、太极拳基

础班182人、散打272人),第二学期比第

一学期增加了206人,增加11.85%。 

3.1.4武术练习对大学生的心理发

展作用 

大学生在学习武术的过程中,对心

理状态起到一定的作用,在承受着一定

的心理压力和积累各种压力的情况下,

通过学习武术及时释放紧张的情绪,还

可以很好地松弛和宣泄,使大学生压抑

和不平衡的心理得到释放,杜绝扭曲的

综合表现,避免,积极性不高、精神萎靡、

注意力分散、思维呆板,错误动作多,而

且易发生伤害故事。 

3.2北海艺术设计学院二年级学生

参与武术效果分析 

北海艺术设计学院二年级学生在体

育选课中,选武术基础班的学生,通过一

个学期武术学习的同学,基本领会了学

习武术的特点和学习的方法,提高了学

习的兴趣,在学习中即讲求形体规范,形

神兼备的民族风格,又讲求精神传意、还

要懂得内外合一,明白内指精、气、神,

外指筋、骨、皮的整体观,也是中国武术

的一大体色。在教学中让学生明白了解

所谓内,是指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

力合的运行。要求做到形答神皆备,阴阳

协调。心意一启,浑身俱谐,内外齐动是

互相联系统一的整体,形成了独具民族

风格的练功方法和运动形式。同时也鼓

励学生按照内外合一的要求,发挥想象

能力编排创造新自己的武术套路。 

3.3北海艺术设计学院二年级学生

通过对武术学习和认识达到的目标和水

平 

二年级学生通过一年的学习要掌握

初级长拳,懂得内外合一的整体观,外在

要求做到手、眼、身法、步的协调配合,

内在也要做到精神、呼吸、意志、劲力

等的要求。掌握长拳的基本手型和基本

步型,如长拳练习,要求舒展大方、快速

度有力等一系列的动作必须到位。 

加强武术的基本功和基本动作的练

习要求内外结合和动静结合。内外结合,

也要“静中有势,动中有法”,在练习过

程中一定要掌握基本的手型、手法、步

型、步法、平衡等的基本动作和练习方

法。 

4 结论与建议 

(1)加强武术的文化意识传播和武

术文化的传承。进一步提高武术教育在

高校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高校体育

课应当开设武术课程,弘扬中华武术精

神,武术专业教师应当从专业的角度、通

过专业技能和理论、提高教学理念和教

学能力承担起武术传播者的使命,以强

烈的责任心积极的投身到高校武术的教

学工作中,为武术教学工作的实施和开

展做足充分的储备。 

(2)依据当代大学生的主观需求,培

养大学生对武术的兴趣,作为高校武术

教育的工作重点。为了更好的弘扬中华

武术精神高校武术专业的教师应当充分

发挥主动性,通过先进的教学设施和教

学手段、合理的安排教学任务、形式多

样教学方法和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等,

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激发学生学习热

情,使学生真正的喜欢上武术课,能够积

极主动的投入到武术的学习中,最终做

到学有所成。 

(3)提高和完善认知程度,武术教师

在教学中不但要弘扬中华武术精神,使

学生对武术套路的基本动作有所认知,

懂得内外合一的整体观,外在要求做到

手、眼、身法、步的协调配合,内在又对

精神、呼吸、意志、劲力等有不同的要

求,通过武术课程学习形成终身武术锻

炼的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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