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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高校学生和教师了解太极拳文化的人很少，参与者更是稀少。本研究以高校太极拳文化传播的现状，归纳高

校太极拳文化传播的特点，总结出适合高校太极拳文化传播的方式，提升高校太极拳文化传播效果，为打造高校太极拳文化

传播新路径作出贡献，为太极拳健康工程的实施提供借鉴和启迪。

Abstract: At present, few college students and teachers know about Taijiquan culture, and there are even more few participants. 
This research i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ai chi culture communication,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ai chi culture 

communication, summarizes the way of tai chi culture communication, improve the effect of tai chi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ntribute to build a new path of tai chi culture communication, and provide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ai chi health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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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以“健康中国 2030”和“太极健康工程”为背景，探

讨太极科学健身工程中太极哲学发扬的真正意义，进一步发

扬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悠久历史孕育形成的优点传统文化在

国际站起来，为健康养生事业贡献力量。在一个随着现代社

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飞速发展的社会中，人们的健

康问题十分突出。太极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文化，注

重内外修炼，为促进人们的健康作出贡献，为传播太极文化

做出贡献，有益于中国的健康，具有重要的保健价值。现今

高校素质教育的飞速发展，文化知识强国意识已经走进了我

们每个人的心理，而太极拳这项富有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项体

育运动更应该得到发展和普及，使太极拳成为我们人生中的

重要部分。太极拳能引导我们形成正确的健身方法和健康的

思想，传承民族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文通过对发展高校太极拳健身问题的研究与探索，对

高校太极拳健身的发展和影响的因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

分析，并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高校太极拳的思路和对

策 [1]。因此，在建设和发扬我国民族传统文化大背景下，本

次研究成果对我市加快太极拳的发展和普及有着理论上的

依据和实施。

2 太极拳在高校的开展意义及健康探索的价值

2.1 太极拳在高校开展的意义
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人们的收入不断增加，但现在

压力越来越大，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快节奏生活下，导致

了各种富贵病的产生。而当代大学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

源，是民族的希望。拥有健康的身体，掌握科学的健身方法

是大学生在未来社会的基石。有多少具有才华的年轻人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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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逝，这对高校的实施者来说是一个警告。世界遗产申报成

功扩大了太极拳的影响力。与中国元素作为一个文化符号，

我们相信太极可以进一步提升在下一步中，并且希望更多的

人可以分享太极和健康。在太极拳发展的今天，更加注重发

挥太极拳的文化内涵，融入时代元素，创新太极拳的健身内

容，扩大太极拳的受众，积极吸引更多年龄段的人。太极运

动，避免太极运动群体“单极化”的趋势，这也是太极未来

的发展方向 [2]。

2.2 高校太极拳健康价值探索

2.2.1 健身价值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民在满足自身物质需

求以外，也开始关注自身的健康问题，养生运动成为当下生

活的主题。“养生会所”“健身房”等各类养生活动受到大

众的青睐，《养生堂》《健康之路》《健康大智慧》等各类

养生栏目活跃于大众荧屏。而太极拳以其独特的运动方式

和养生功法，被越来越多的受众认可。太极拳讲究精、气、

神的锻炼，对外强调手、眼、身、法、步的协调统一，将太

极拳的健身价值指向延年益寿。杨露禅八十三岁、陈长兴

八十二岁等人是最好的证明。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已将太极

拳研究于人类慢性病治疗中，并应用于临床恢复治疗。太极

拳练习讲究静心、放松，戒骄戒躁，有助于陶冶情操、修身

养性，并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无论老人、小孩、妇女、病

人都可以练习，其已成为当代“养生运动”的代名词，受到

越来越多人的喜爱。也有人认为心喜、肝怒、肺悲、脾思、

肾怕。人的情绪的异常变化会导致气与脏腑的不协调，从而

导致脏腑的功能障碍和损伤。

根据研究，大脑皮层摔跤体育中心在激发态势，其他领

域的相对抑制，这相对静态的意义的工艺，使人都繁杂想法

背后，全神贯注地拳击，摔跤后尅让人神清气爽。太极拳文

化在高校的推广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长期锻炼太极拳能有

效防治各类生理及心理疾病，可提升人们的健康水平，由此

可见在高校推广太极拳文化是很有必要的，它的给人们带来

的健康价值也是不容小视的。推广太极文化的运动在世界各

地蓬勃发展，在中国有超过 1 亿人练习太极，并传播到世界

各地 [3]。

2.2.2 文化价值
太极拳是我国的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具备雄厚的文

化底蕴。太极拳自身的“天人合一”“和谐”内涵与“一

带一路”倡议的“和平发展、开放包容”理念不谋而合，

其蕴含的儒释道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太极拳所

主张的“舍己从人”“避实就虚”“快慢相间”“刚柔相

济”等原则符合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随着太极拳

在当今世界的传播普及，太极文化也被世人所熟知。因

此，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太极拳国际化，太极拳对传

播我国传统文化、塑造中国大国形象与传播大国显得尤为 

重要。

2.2.3 人文价值
太极拳除自身独具特色的文化外，在传播过程中更需要

的是彰显其人文情怀，从而迎合“民心相通”政策的推进。

习练太极拳时主旨在于身心放松，静心沉稳，长久练习能让

练习者消除内心的浮躁，解除戾气，以理服人，点到为止，

在处理国际矛盾争端问题时，中国所持和平态度，这二者

是一致的。“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中华文化必定与西

方文化产生矛盾与分歧，太极拳“和”的中心思想和“以

人为本”的人文情怀在人与人的层面，在国家层面，会对

复杂的国际关系产生新的启发，同时，也符合中国提出“一

带一路”倡议的“和平发展，开放包容”的初心理念。因

此，太极拳传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体现出很高的人文 

价值 [4]。

3 高校开展太极拳的实施现状调查
3.1 高校太极拳健康工程开展实施现状

现阶段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们对太极拳的认识都比较淡

薄，大部分大学生的第一认识就是广场上广场舞旁边的爷爷

奶奶锻炼身体的娱乐项目，又或者是网上的人拍的一些视

频，就这样大部分学生认为太极拳不符合大学生的学习范

围。但事实上，太极拳对身体的要求程度很高，刚刚接触的

和手脚不协调的学生就会快速放弃太极拳的学习。练师资力

量方面也是比较缺乏，许多高校开设了太极拳课，因为师资

的短缺，都许多非专业太极拳老师都来教授太极拳，大多数

都在自己所授的课程外兼差了太极拳的课程，造成了多数教

师对于太极拳的理论知识掌握不多，动作掌握不规范，导致

许多教授太极拳的教师不了解太极拳的拳理和拳法或者了

解不够全面，怕耽误学生，向学生教授这方面的知识寥寥无

几，只是为了讲授完课程而教，而不是学生学透彻而教，期

末考核只需要学生完成完整套动作就成，造成了许多学生在

学习太极拳时只会指葫芦画瓢，体会不到太极拳的意义而对

太极拳的学习丢失了兴趣。

3.2 高校太极拳健康工程实施中出现的问题

3.2.1 学生缺乏学练太极拳的兴趣
太极拳是一种动作轻灵柔和的运动，有其自身的特征，

但对于这些青年的学生来说，有着浓厚的血液，柔和的太极

拳并不适合大多数年轻学生，也不能引起他们练习的兴趣。

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感觉花里胡哨的，没有太大价值。对于学生来说，

他们认为套路都是花架子，每节课的运动量远远没有达到体

育锻炼的要求。

二是影视艺术的影响。作为中国影视剧的主角，武侠剧

和动作片不仅在全球闻名，而且对中国武术的推广传播也起

到了积极的作用。其中，艺术化的搏斗场面往往成为大家理

想中的场面，但学生在实际练习中发现与其理想场面相差甚

多，对学生来说要求过高，从而放弃 [5]。



228

教育科学发展·第 4 卷·第 3 期·2022 年 3 月

3.2.2 缺乏专业的太极拳教师
在目前的太极拳普修教学中，由于大部分学校将太极拳

作为体育与健康的必修课，学生按年级排列，导致专业教师

短缺，其他特殊教师不得不重新学习太极拳运动技能，以保

证太极拳有足够的教师。在这些老师中，体操、舞蹈、健美

操等项目通过学习和训练可以胜任教学任务，但对于田径、

大球、小球等老师来说，自学太极拳非常困难，再教就更难

了。有第一次教《太极传》的老师调侃，“周一现在学教，

周二边教边想，周五熟了就完了”。影响教学质量的比较麻

烦的问题是，体操老师和球类老师都只学过太极拳的姿势，

却不知道太极拳套路的用法。难免有一些非专项老师们的示

范动作不协调。此外，这些非武术专项教师对太极拳的练习

和学习并不感兴趣，而是更专注于自己的专项，致力于自己

擅长的运动技术的教学。

3.2.3 教材编排的拳术套路与大学生身心发展阶段不

相符合
自太极拳进入校园以来，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

期的武术套路化倾向，还是目前提倡技击与训练相结合的武

术段位模式，其太极拳教材、教学和考试内容都以套路运动

为主，如邯郸大学公共体育课程中的杨式太极拳套路和河南

大学的孙式太极拳段位套路。《太极传》中温柔缓慢的运动

方式更适合中老年人，并且太极拳的练习人群主要是中老年

人。但是对于阳气上升、身体运动功能较强的青年学生来说，

其各项身体素质已逐渐成熟，是人体生理机能释放能量的年

龄阶段。太极拳的运动模式对学生身体能力的释放起着束缚

作用，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发展。

另外，在实际考核中，无论是教师考核制还是教考分离，

都没有办法摆脱学生成绩由常规练习熟练程度决定的模式。

学生的太极拳学习只是为了记忆套路和获得学分，对学生的

身心锻炼影响不大。虽然有学者指出，高校开展太极拳运动

有利于学生体验传统文化，实现身体动作的多样性和灵活

性，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实现身体动作多样性的方式和手段

有很多，就广大青年学生而言，积极、娱乐性项目更受他们

的欢迎和喜爱 [6]。

3.2.4 服饰、场地等因素的影响
在目前校园中的太极拳教学中，虽然没有规定学生在课

堂、教学比赛等相关的活动中穿太极服，但也有很多学生认

为理当如此，导致部分学生对太极拳的认识不够深入。实际

上，传统社会和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太极拳练习对服饰并没有

什么特别的要求。此外，场地器材的限制也形成了部分高校

开展太极拳教学的固定模式，要求学生按照现代竞技太极拳

的学习模式进行学习。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以上所描述的是高校公体太极拳文化的开展、推广与

传播时存在的问题与因素，针对这些进行分析得到了以下

结论：

①兴趣先导，提升学生学习太极拳的乐趣和积极性。高

校中的太极拳开展，除了课堂教学之外，还应当通过举办太

极拳教学比赛，辅以成立校园太极拳社团、参加各种社会活

动等方式进行配套跟进，使学生感受到获得感，以营造良好

的校园太极拳氛围。

②强化对相关师资培训、提升太极拳方面教师的教学能

力，采用多种措施教授并鼓励教师学练太极拳，改进高校太

极拳健康教学的开展方式，在人才引进方面精益求并根据实

际情况提出适当的要求。以便教师在进入职位前就掌握太极

拳的一些基本技术，并更好的教导学生。

③针对高校太极拳教学长期以来以的教学模式，改革教

材，编创适合高校学生身心特点的太极拳文化传承的系列书

籍是一种方式，改变太极拳教材内容、教学方式与考核方式，

通过改革教材，引领教学方式改革，进而改变太极拳学习效

果的考核内容与方式。 

④优化场地设施和教学手段，增加学习的便利与普适性。

同时与时俱进，利用现代科技为高校在太极拳的练习方面提

供便利。

4.2 建议
为增强学生学习太极拳的兴趣和热情，改进教师在太极

拳的课堂教学方法，致力于学生太极拳文化内涵的教学，学

以致用，为学生参与各种活动创造条件，可以进一步激发学

生的学习动机和热情。对于高校太极拳的学习，应采用多样

化的方式，以便教师在进入职位前就掌握太极拳的一些基本

技术，并更好的教导学生。改革教材，编写适合大学生身心

特点和传承太极拳文化的系列图书。了解学生对练习太极拳

所需要的基本器械、服饰等方面的认识程度。同时与时俱进，

利用现代科技为高校在太极拳练习方面提供便利。太极拳可

以引导我们形成正确的健身方法和健康的思想，对传承民族

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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