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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传统体育文化复兴路上，关键是在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和传承，传统体育文化是能够有效地将

整个社会文化的底蕴与自信提升到另一个高度。民族文化是由多个部分组成，民族传统体育是其中之一，

民族传统体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是凝聚了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的一种产物，不仅如此它还运

用了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来体现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并且民族传统体育能够促进体育事业

的进步，尤其是民族体育，还能够增强全民的身体素质。本文将从现代体育文化发展的视角出发，浅析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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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path to the revival of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the key lie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ethnic sports culture.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can effectively elevate the essence 
and confidence of societal culture to new heights. Ethnic culture consists of multiple components, 
one of which is traditional ethnic sports. Traditional ethnic sports hold significant importance as 
they embody the wisdom and creativity of diverse ethnic groups. Moreover, they employ va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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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s of expression to showcase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regions and ethnicities. Ad-
ditionally, traditional ethnic sports contribute to the advancement of sports, particularly in the 
realm of ethnic sports, and enhance the physical fitness of the general population. This paper ana-
lyze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ethnic sports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sports cultur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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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征，在多民族的背景下，56 个民族会因为地理风俗原因必然会演化出不同与

其他民族的习惯和传统，这种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习惯和传统逐渐演化出各自的传统文化，而体育文化就

是其传统文化的重要分支之一，现如今在快速发展的信息化时代之下，人们对体育的需要变得比以往任

何一个时期都要高，从国家的总体方面来看，如何提升全民健身的意识，并让国民身体素质提高的同时

又能增强社会大众的体育文化自信，渐渐的成为国家所思考方向。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大众运

动方式开始崭露头角成为新兴的受欢迎的体育运动，国家与社会大众都开始重新开始审视民族传统体育，

并逐渐地向其靠拢[1]，综合以上来再结合文化自信的角度来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然将会出现一种新

的方式继续传承与发展下去。 

2. 对于相关的概念分析与概括 

2.1.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概念分析 

民族传统体育是分布在我国广阔国土上的各个民族的体育项目以及内容，拥有着各民族不同的特色

文化，因此，它既可以彰显出各民族的文化特色，又可以突出各民族所生活的地域风貌。对于现代民众

来说，一项体育运动既可以领略他乡风情和文化，又可以了解当地的人文习俗，自然，这类体育项目就

慢慢地走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被人们所接纳和认同[2]。同时历史悠久是这类体育项目的特点之一，除

此之外，它们还有着种类丰富、广泛深刻等特点，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以及所包含的体

育文化。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受许多因素影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学认为[3]，民族体育文化形成与族群、

自然环境、文化传统以及社会环境息息相关；所以说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体育文化有相似特点也有不同

地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充分吸收了当地民族优秀的文化，并且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等种种

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 

2.2.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特征分析 

根据上文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概念分析我们知道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受许多因素影响，那么在民

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这些影响因素恰恰也反映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特征。 
民族性与地域性特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标识和地域特色。不同民族因其独特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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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发展轨迹和生存环境，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体育文化形态[4]。例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藏族的

“押加”(大象拔河)、朝鲜族的“荡秋千”等，都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同时，这些体育活动又与特定

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如南方水乡的龙舟竞渡、北方草原的骑射运动等，展现出强烈的地域性特征。这

种民族性与地域性的统一，构成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多样性的基础。 
传承性与传统性特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传承性，其技艺、规则和精神内涵往往通

过口传身授的方式代代相传。许多项目如武术、摔跤等，都形成了完整的传承体系和严格的师承规范。

这种传承性不仅保证了技艺的延续，更维系着民族文化的血脉。同时，民族传统体育还保持着鲜明的传

统性特征，其活动形式、器械使用、比赛规则等都保留着古老的传统特色，如彝族“打磨秋”使用的传统

器械、苗族“独木龙舟”的制作工艺等，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健身性与娱乐性特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显著的健身价值和娱乐功能。一方面，如太极拳、五

禽戏等项目具有明确的强身健体功效[5]，体现了“体医结合”的传统智慧；另一方面，如傣族“象脚鼓

舞”、壮族“抛绣球”等活动则充满娱乐色彩，在欢快的氛围中增进身心健康。这种健身性与娱乐性的有

机结合，使民族传统体育既能满足人们的健康需求，又能提供精神愉悦，展现出独特的文化魅力[6]。 
当然随着时代在变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形成也慢慢地受其它因素影响，从而展现出不同的特征，

这些特征相互关联、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核心价值。深入理解和把握这些特征，

对于保护和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3. 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意义 

3.1. 有助于提高全民身体素质 

体育运动的基本作用之一是有助于提高身体素质。学校体育是全民体育的基础，在学校体育当中，

开展的大多是排球、足球、篮球、田径等常见的项目，尽管这些项目的训练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学生

的体质健康，但在开展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场地设施不足、天气影响以及门槛较高等；但民

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开展则与之不同，大多数传统项目的开展不受场地设施设备、天气的影响，而且项目

的选择性也比较丰富，例如传统武术中的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等等。 
而对社会体育来说也有同样的效果：不受场地设施、天气等影响，所以民族传统体育有利于国民身

体素质的提升的同时，还能有助于全民健身的形成[7]。 

3.2. 有助于弘扬民族文化 

对于各个民族来说，一部分的民族文化就隐藏在民族传统体育当中，参与民族传统体育会或多或少

地感受到相应的民族特色，比如：彝族的达体舞；蒙古族的赛马、摔跤；土家族的摆手舞；汉族的踢毽

子；满族的珍珠球等。这些列举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民族文化，是这些民族向外

展示文化的方式。这些运动都展现了不同民族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精神，同时也反映出各民族的积极向上

和勤劳的精神品质。所以传承这些民族传统体育也就是在将各民族的文化的美传承下去，并且向外发扬

光大[8]。 

3.3. 有助于推动体育事业的进步 

根据现有的统计，现在还在民间开展的传统民族运动有数百种，种类非常丰富，覆盖范围很广，不

仅包括攀爬运动、射击和打击运动，也包括竞速类运动、技巧类运动，每个类别都有几个或几十个运动。

例如，双人舞、绳梯、赛马、达体舞、摆手舞、骆驼赛跑、格斗等传统民族运动属于传统运动的比赛类

别，木球、蹴球、石球、飞棒等属于传统民族运动的主要项目。与我国的一些常见的田赛径赛、大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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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球类等全民体育运动相比，这些传统的民族体育运动拥有这些常见项目没有的独特的特点和丰富的类

别。通过传承和发展这些传统民族体育运动，自然就可以促进体育运动的类别丰富和健康发展。 

4. 传承与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所面临的困境 

4.1. 体育商业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随着体育商业化的快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

面，全运会等世界级体育赛事的普及程度变高，这让大多数西方的竞技体育成为全球体育文化的主流的

同时也限制了传统的民族体育的发展与传播；另一方面，学校体育课程虽然添加了许多当地的特色传统

的民族体育运动，但现代西方的体育项目在我国中小学学校还是较为普及的，民族传统体育并没有成规

模的开展[9]，因此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和传承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事实上，体育商业化和经济全球化为体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顺境，大量体育项目和产业蒸蒸日上，

许多新兴体育雨后春笋般争先破土而出，整个体育界大体上呈现出一种繁荣的景象，所以导致了我们的

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与传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事物的发展总是利弊相承的，随着大信息时代的到

来，事物的传播不再仅限于亲身体验，也就是说，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有了新的媒介，人们开始逐渐认

识到这些一直存在我们历史当中却很少人参与的体育项目以及其背后的文化[5]。所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要利用好这个信息时代，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与传播路径，真正做到将自己最美的文化发扬出去。 

4.2.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局限性 

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在以前各族人民成聚居的方式生活在一起，从而就衍生出了一种社会性

的生产生活方式，人们聚集在一起相互帮助，共同生活，因此就会逐渐形成因区域不同而出现文化不同

的现象，这些文化也代表了各族人民的特点。这些文化自然而然地就会出现地域性和封闭性的特点，而

传统体育文化就属于这些文化的一部分[10]。 
首先从地域性来看，在我国的偏远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包括汉族；他们由于地域的限制、自然条

件的限制，导致这些地区经济水平较低、发展较为落后，影响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首先是资金问题，由于在民族传统体育方面资金投入的不足，就会影响到各方面，比如场地器材，

在这些偏远地区，大多都是公益性的运动设施，因此就会存在器材设备单一，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需求，更难以满足各民族的传统体育运动，所以资金匮乏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在场地设施上；之后，就是

人才短缺这一难题，人才是第一动力，缺乏人才，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就会面临灾难性问题，这就是为

什么国家鼓励现在的年轻人投入到“非遗”当中去；现如今一些民族传统的体育项目得到了大众的认可

并被列为一些赛事的比赛项目，但对于庞大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来说还远远不够，在文化自信的背景下

这些具有优秀文化的体育项目同样值得传承和发扬。 
从封闭性来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的同时，与其他的文化互动的很少，缺乏沟通和广阔的文

化视野[11]。因此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化的时代之中这种封闭的特性很难在大时代的浪潮中生存下

去并发展开来。所以我们各个民族，各级政府应当共同努力，将中华民族的瑰宝——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更好地传承下去并且发扬光大。 

5. 文化自信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办法 

5.1. 借助体育文化政策背景，加大宣传力度 

民众的知晓是传承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的最好办法，所以我们应该利用好现在的大数据平台，也借

助信息全球化的时代，大力宣扬民族传统体育，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去认识，比如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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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开设“民族体育传承人”官方账号，定期发布传统体育项目的教学视频和赛事集锦；开发“民族体

育 AR 体验”小程序，让用户通过手机就能体验不同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等等。这是第一步；接下来应

该让大家深入领略其背后的文化，并逐渐让社会大众接纳并赞同这种文化，对这种文化产生自信，那么

社会大众就会自然而然地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下去。所以说我们要加大力度去宣传，在传统节日

期间举办“民族体育文化周”活动，设置文化讲解区或者在重点旅游城市建立民族体育文化体验馆，让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优秀的部分展现到人们面前，从而吸引到更多的人自觉地参与到传承与发展当中。因

此，在文化自信的背景下要想传承好民族传统体育就要加大宣传力度，有了大力的宣传才能让更多人认

识到民族传统体育，才能使其冲破地域等限制，从而走出当地，面向全国，拥抱世界。 
那么我们在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路上就应该考虑内外两个方面，从外部来看，民族传统体育文

化应该要与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相融合并不断地开创新体育项目，更要积极地与外部展开交流与合作，

比如设立民族传统体育创新实验室，鼓励将传统元素融入现代体育项目；每年举办国际民族传统体育学

术研讨会；与国外知名大学合作开设民族传统体育研修班。而内部要保留自身的优势，确定好自身的优

秀文化并保留下来，注意这两个方面的同时还要设计好科学的发展路线。建议建立民族传统体育数字档

案库；制定传统体育技艺等级认证标准；设立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人津贴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在传承的

时候更要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贯穿到基础教育上，让国民更好地感受到其魅力。 
总而言之，在文化自信的背景下需要构建科学的发展体系，并要将民族传统体育内容融入到学校体

育当中[12]，因此可以设置相应的学科体系，编写适合不同学段的民族传统体育教材；每学期举办“民族

体育进校园”主题活动等。而要做到这些就要系统分析并整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然后向普通大众推广，

通过大力的推广和宣传提升国民大众基本的认同感和参与度。经过发展，如今许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经

过仔细的分析与挖掘，然后再推广与宣传已经冲出了当地的区域限制，面向了大众的同时也成为了相应

的赛事体育项目，例如赛马、摔跤等，这些项目已成了民运会的重要项目。 

5.2. 政府参与，社会组织共同治理 

随着全球化的步伐加快，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这项中华传统文化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想要应

对好这项挑战，光靠项目的参与者是不够的，社会组织和当地政府应该积极参与其中，而政府主导层面

要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义务设立专项发展基金，对重点保护项目给予资金支持将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纳入

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指标，建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保护区。各地政府要利用好当地的文化优势，并领

导社会的相应组织建立相应的文化区，共同构成政社协同机制，成立民族传统体育发展联盟，吸纳文化

企业、非遗传承人、专家学者等，委托社会组织开展传承活动建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数据库，实现资源

共享定期举办政企社三方座谈会，共商发展大计[13]。同时要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链并充分挖掘

各民族的文化。 
同时在政策上政府应该鼓励当地民众与组织参与其中，可以通过发放文化消费券，鼓励民众参与传

统体育活动；对从事传统体育产业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建立民族传统体育品牌认证体系举办民族传统

体育产业博览会等方式，领导市场有效运作，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提供动力和机会。 

5.3. 设置相应的民族文化学校体育课程 

我国幅员辽阔，各民族分布在不同的区域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和形式丰富的传统体育文化，而相对

应的学校体育中也或多或少地包含了这些特色文化，如果好好利用这些特点，更能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根植于学生的内心。建议：制定全国统一的《民族传统体育课程标准》，明确基础性要求；建立“3 + X”

课程模式：3 门必修基础课(武术、毽球、跳绳等普适项目) X 门地方特色选修课(各地区自主开发)；开发

数字化教学资源平台，实现全国资源共享。在四川的一些学校，就开展了有当地特色的“舞草龙”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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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运动和课程，这些项目的比赛通过网络媒体的传播让大众重新对“舞草龙”这项传统体育项目有了新

的认识，这些新的认识又推动了地方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从而反过来又促进了传统体育文化与学校体

育的融合[9]。所以在开展学校体育的过程之中，学校可以引进优秀人才，并继承地方传统体育文化，还

要引导学生共同探索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不足、优势和实际应用价值，同时不能停滞在现有的基础上，

更要积极探索其他可行的优秀元素并添加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上，从而推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元

素相结合，让现代的民众更好地接受，当然这也为学校体育项目增加了课程的多样性的选择。 

5.4. 大力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 

我国多数的少数民族大都生活在相对落后与贫困的地区，同时因为地域的限制导致了经济不发达，

所以在对待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上，这些少数民族很难有精力做好传承与发展，更不用说发展传统体育文

化产业。面临这样的问题，政府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例如：制定专项发展规划，设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建立重点项目库，实施动态管理，完善配套政策，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给予税

收优惠，提供低息贷款等金融支持，建立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投入适量的资金用来开发民族传统体育文

化产业，同时相对应的扶贫工作也要做好，让相对贫困的地区有更好精力用在发展传统体育文化产业上。

除此之外，政府还要动用社会的相关组织，让他们积极地参与到建设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上去，要扶

持龙头企业；培育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企业；支持企业品牌建设；鼓励企业创新发展模式。当然，不光要

发展现有的文化产业，更要与时俱进，将现代优秀元素融入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当中，比如在产品

创新上，要改良传统器材装备，开发时尚衍生产品，创新表现形式；在传播创新上，运用新媒体传播，打

造网红 IP，开展跨界营销[14]。 
通过以上措施，既能保护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又能促进产业创新发展，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的统一。建议选择重点地区先行试点，总结经验后逐步推广。 

5.5. 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融入到全民健身 

如果是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融入到学校体育当中是发展和传承传统文化的基础，那么将其融入到全

民健身当中则是发展和传承传统文化的最有效的方法。其一，大众的认知直接影响到民族传统体育在社

会上的普及率，也就是说大众对民族传统体育的认知越高，那么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入大型赛事的机会

越多。其二，社会大众的力量是无穷的，让社会大众参与到发展和传承民族传统体育之中，这是一个事

半功倍的办法，经过社会大众的参与会让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人的文化充分的碰撞，从而让民族传

统体育文化焕发出又新的面貌。因此在项目上建议：建立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库，筛选 30~50 个适宜全民

健身的项目并且按难易程度分级，制定大众参与标准。同时改造、建设特色场地设施，比如在全民健身

中心设立民族传统体育专区，改造公园绿地，增设传统体育设施，打造民族文化健身步道。随着科技的

进步，也要打造“智慧化体育”：开发民族传统体育智能教学终端，建设 AR 互动体验区，推广可穿戴设

备在传统体育中的应用。 
从精神层面上来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有着优秀的精神文化，从传统的“武道”精神到其他民族传

统体育的吃苦耐劳等精神，这些都值得我们现代大众去学习并传承下去。当然，在对待一些少数民族的

文化的时候，我们应当给予尊重，同时也要与时代相结合。 

6. 结语 

中国的历史像一条悠长的大河，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则是这条大河诞生的一条支流，同时这条支流

又诞生出许许多多的小河流。不同的民族孕育出不同的民族体育文化，而不同的民族体育文化又反过来

彰显出各民族的特色，这些优秀文化能够给当代人们带来与众不同的体验，又能提升社会的文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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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文化自信。随着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们对精神上的需求又更上一个台阶，优秀的中华传统

文化自然倍受重视，当然，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绝不能故步自封，在保证自身本质的同时，积极与

国际接轨、逐步创新、多元发展，要让全世界充分了解到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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