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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培养学生全方面发展的意识也越来越普遍。中小学阶段的武术教学，有利于加强学

生的身体素质，同时也能够培养学生的德育素养。在武术教学中加入德育课程是中小学学生德育教育的必然要求，论文从武

术教学的角度切入，深刻分析武术教学对学生德育的培养途径，培养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

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it is more and more common to cultivate students’ awareness of 
all-round development. Wushu teaching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s conducive to strengthening students’ physical quality 

and cultivating students’ moral quality. Adding mo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to Wushu teaching is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moral education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cultivation ways of Wushu teaching on 

students’ mor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ushu teaching, so as to cultiva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morality, 

intelligence and phys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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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中国在教育事业提出的要求越来越全面化。目

前，中小学的教育教学中，我们积极弘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素质教育，并落实到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旨在加强学生

文化基础知识的学习，同时培养学生在体育、艺术等其他方

面的技能，加强学生的身体素质，促进学生思政觉悟的提高，

培养学生成为一个全能型的优秀人才。

2 武术教学的德育内容

2.1 武术教学中的德育理念

在武术教学中，德育内容是其实就是指“武德”，对于

修习武术的人来说，武术应该是有原则、有底线的行为艺术，

是建立在规范的言行举止上，通过武术修身养性，加强身体

素养的同时也获得他人的尊重。在中小学武术的教学过程

中，教师应注重对培养学生“武德”教育的渗透 [1]，在平时

的教学训练中，对学生形成耳濡目染的德育教育，使学生能

够切身领会到“武德”的魅力所在。

2.2 武术教学中融入德育教育的必要性

2.2.1 培养学生德育实践的意识性

俗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在武术课程的

锻炼学习中，学生只有打好基本功，才能在后期的武术学习

中，拥有质的飞跃。因此，武术课程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学生

要具备坚强不息的意志，只有坚持不懈，才能成为在武术方

面有所造诣。例如，在蹲马步的基础练习中，教练引导学生

进行 30s 的蹲马步训练，并且对每一位学生进行倒计时，观

察有几个学生能够坚持到最后，然后再陆续把时间加长，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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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s 到 1min，再从 1min 到 2min，通过磨练学生的意志力，

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工作，告诉他们：坚持就是胜利，能够

坚持下来的学生，即使感到辛苦也能够无所畏惧地坚持到最

后，因此他们获得了成功 [2]。让学生明白，付出不一定有回

报，但不付出，一定得不到回报。结合每一位学生的武术锻

炼情况，教练要让学生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促

进学生德育时间的意识，让学生在经过武术锻炼之后，明白

成功来之不易，要敢于坚持付出，促进学生德育教育的可持

续性发展 [3]。

2.2.2 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新课改以来，广大教育工作者将德育教育融入到武术课

程的教学中，可以让学生在平衡身体机能的同时，正确认识

思想道德的发展，在武术锻炼中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促进

身心健康的双重发展；同时也能够保持学生精神抖擞的学习

状态，更好地融入到文化课程的学习中去。在武术课程的教

学中，融入德育教育，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也能

够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增强自信心，让学生有积极面对学

习与生活的勇气 [4]，并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3 目前中国武术教学的现状

中国传统的武术有少林拳、醉拳、咏春拳等，这些都是

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随着社会上对武术文化的不断普及，

越来越多的学校逐渐意识到在体育课程中加入武术教学工

作的重要性，积极引进武术文化，以此达到对学生身体健康

的增强，培养学生坚韧的意志力。然而，学校对于武术认识

浅薄，存在较为明显的形式化教学方式，教学效果甚微。就

目前来看，在中小学阶段的武术教学中还是存在许多问题：

第一，在武术课程的教学中，大部分的授课教师都缺乏

一定的专业性，教学内容形于表面。很多教师由于对武术专

业的认识不够专业，导致他们在教学中，没有选择合适的武

术教材，去正确引导学生认识武术学识，忽略了对学生基本

动作的练习 [5]，而是直接采取让学生有样学样的方式进行武

术锻炼，导致学生套路式打拳，打法上毫无灵魂，无法正确

帮助学生学会武术训练。

第二，在武术课程的教学中，缺乏培养学生兴趣的意识。

大部分教师的教学理念传统，认为武术和体育锻炼一样，只

要能够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即可，从而没有真正关注到学生

对武术课程的学习态度，没有正确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武术

的学习中，忽略了培养学生对课程产生自主学习的兴趣。

第三，学校欠缺对武术课程的重视，锻炼设备不够完善。

武术作为体育课程中的一部分，大部分学校认为，适当进行

体育锻炼有助于增强学生体质，让学生在学习疲惫之后，能

够实现劳逸结合，然而对于锻炼设备的引进上缺乏重视，器

材简单、陈旧，影响学生的使用感，无法有效促进学生的武

术学习效率。

4 武术教学对学生德育培养的具体方法分析

为了更好地提高德育教育在武术教学中的渗透，我们有

必要对如何在武术教学中，正确培养学生的德育能力进行具

体方法的分析 [1]。总结起来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具体应用。

4.1 学校和教师需引起教学重视，正确引导武术教

学方向

新时代下的中小学武术课程，注重培养学生的武术锻炼

意识，让学生在锻炼中养成良好的武术习惯，培养学生坚韧

不拔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更好地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道德观

和价值观。因此，在武术课程的教学中，无论是学校还是教

师，都要引起百分百的重视，关注学生在武术课程中的教学

成长，正确引导学生通过武术锻炼，在增强体质的同时，形

成健康规律的运动习惯，培养学生的武学素养。

4.2 构建良好的武术教学环境，将德育教育融入教

学中

教育是终生的事业，学习也是如此。对于武术教师来说，

为学生构建一个良好的教学环境，能够提高学生对武术学习

的兴趣度。

第一，教师在课堂上应积极对学生宣讲学习武术的重要

性，让学生明白，武术萌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不同于

普通的体育课程，武术的德育教育引导学生认识“仁、义、

信、敬、重”[1]，帮助学生更好地约束自身行为。

第二，教师要为学生提供充足的武术锻炼器材和武学书

籍，培养学生真正对武术的精髓有深刻地了解，帮助学生正

确使用器材设备，让学生通过思维与行为的结合，更好地培

养出健康积极的武德素养。

4.3 正确教导学生的武术行为，增强学生的武术意识

第一，在武术课堂的教学中，教师要言传身教，积极引

导学生掌握好每个环节的学习，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武德修

养。例如，注重对学生武学礼节的而培养，在上课和下课

时间，应引导学生向教师分别行上课抱拳礼和下课抱拳礼；

在开展武术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在向学生示范武术动作时，

必须行礼向学生示意；在学生进行对练中，教师要引导学生

养成相互行礼的习惯；通过培养学生在武术锻炼中的礼仪行

为，培养学生“礼貌”的武德行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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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推进中国与其他国家旅游教育标准的对接
中国校企合作高职旅游教育标准尚不完善，实践存在一

定不足，对外输出质量不高。因此，应当充分学习借鉴其他

国家优秀的教育成果，改进和完善现有高职旅游教育标准，

在保持原有教育特色基础上提高国际通用性，推动中国高职

旅游教育标准同国际接轨。

5 结语
论文对“一带一路”校企共建高职旅游教育标准实践与

输出进行 SWOT 分析发现，“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国教育

标准的通用性和校企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需为传统教育模

式和合作中注入新元素。为此，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先进

教育理念和模式，完善中国高职旅游教育标准，因地制宜，

结合其他国家的文化习俗，改革原有教育体系。同时可借鉴

其他国家成功经验，充分考虑市场需求因素，有效地进行校

企合作改革。以国外就业、文化等教育资源和科学的教育标

准为基础，有针对性对中国教育标准进行修订，从而提升教

育标准的通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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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武术课堂的教学中，教师要正确引导学生养成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武学素养。例如，在武术比赛过

程中，教师应让学生意识到，比赛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赢 [1]，

而是为了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与对手的切磋中，发

现自己的不足并加以提升，同时在比赛中培养学生团结合作

的能力，锻炼学生不怕苦不怕累的品质，促进学生全方位的

素质发展。

5 结语

综上所述，武术教学作为体育课程中的重要环节，是当

前课程指标中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因此，学校应引起充分重视，积极引进先进的武术设备

器材，丰富学生在武术课程上的学习内容，培养专业的武术

专业教师人才，实现武术课程的有效教学；教师更要以身作

则，注重对武术教学情境的构建，将德育教育巧妙融合进对

学生的教学中，正确引导学生进行武术训练，加强学生的武

术意识，促进学生全方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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