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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武化教育” 对学校体育的补给作用

晏 骏,仲亚伟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体育学院,广州 510303)

摘 要:对学校体育教育过程中的实然之境与应然之境进行研判,通过文献资料与逻辑分析对 “武化

教育”内涵进行深入挖掘,认为:“武化教育”是个体从 “术”至 “道”过程中的 “修炼”方式,它

是摆脱野蛮而对人的一种 “修饰”,注重培养对象的 “灵与肉”和谐统一,其不在于知识灌输,而在

于通过 “武”的手段达到对人生意义之 “觉”“悟”的亲切指点。“武化教育”对当今的学校体育具有

重要的补给作用:对学生的补给体现在对 “德”的培固从 “有”到 “全”,对 “智”的涵养从 “一”
到 “多”,对 “体”的养护从 “量”到 “质”,对 “美”的转向从 “外拓”到 “内聚”;对教师的补给

体现促进教育理念从 “行为主义”向 “建构主义”演进,教育模式从 “传统”向 “现代”迈进,教师

培养由 “粗放”向 “集约”转向;对体育课程补给体现在对运动认知的自明、健康行为的自省、体育

品德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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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与发展问题,提出了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的方针。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要加强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

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

相协调”。武术作为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民族传

统体育项目,与政治、教育、哲学等联系紧密,

并在社会文明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提炼

“武化”内涵,充分挖掘新时代 “武化”的教育

价值并将其用于观照当下学校教育的实然境况,

为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学校的传承传播提供创新

性举措并形成内在理路,应该成为未来重要的发

展方向。其中重要的工作就是,将 “武化教育”

作为新时代学校体育教育过程中的 “补给养料”,

为发挥学校体育的 “运动教化”功能,回归学校

体育 “追求乐趣的运动文化”初心提供新的指导

思路。

1 学校体育实然之境与应然之境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体育价值演进经历了

从 “社会本位”到 “学科本位”再到 “个人本位”

的变迁。学校体育发展至今,其总体属性为人文

学科属性[1],但从体育课程的内容设置与学生参

与后的效果来看,我们对体育学科人文属性的挖

掘远不及对运动属性的追求,教师的教授方式仍

以 “精讲多练”为主流,学生的学习效果仍以

“运动密度”为评价指标,而对学生的思想淬炼、

品格提升、态度促进等鲜有体现。德国著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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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劳厄说过:“教育给予人们的无非是当一切已

学过的东西都忘记后所剩下的东西。”我们呼唤体

育学科人文属性的回归,并不是要否定体育对增

进学生体质的价值,而是强调学校在培养完善的

人的过程中,要更加注重过程式教育。因为任何

结果式教育追求的都是一个个明确的价值点,而

过程教育追求的却是一张价值面[2]。在过程教育

中,培育学生有思想、会思考,让理性与情感同

在,身体与心灵相遇,才能促进其全面发展。

21世纪伊始,我国启动了第8次基础教育

改革,学校体育发展也逐渐摸索出一条符合中国

国情的特色道路,即由国家层面制定学校体育政

策及要求,自上而下进行改革推广普及之路。如

针对应试教育背景下学生体育锻炼被轻视、校内

体育锻炼时间被挤占,导致我国青少年体质状况

全面下降的问题[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

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关于进一

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强化学

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和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等文件,均反复

提及 “每天在校锻炼1小时”的要求。但从以上

文件颁发时间相隔不到10年,并不断使用 “确
保”等严格字眼中也可窥见其落实之难、成效之

微。我国的学校体育课程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

史,其间我们从未停止过改革,在解决既有问题

的过程中不断面临新的形势与挑战,促成学校体

育螺旋式发展,逐渐趋向理性与成熟,并在这一

过程中逐渐回归 “武化”的人文本真。

2 从 “人化”到 “武化”的层级演绎

2.1 操作层:填补 “人化教育”中实践内容的

缺失

近代中国的危难与屈辱,让有识之士认识到

“强国必先强种”等一系列人的工具性创造的重

要性,认为唯有实利的知识和技术才有价值[4]。

在某一特定时期,教育在 “工具人”的培养上发

挥了关键作用,然而面对当今全球化战略竞争的

新格局,中国教育必须实现价值观和目标观的革

新,即从铸造受人役使的 “工具人”向具有强大

人格支撑力的 “主体人”或 “创造人”转变[5]。

反观我国的学校体育课程,自1949年开始共经

历了8次改革,虽然一直倡导 “健康第一” “以
学生发展为中心”等人化教育理念,但对教学内

容和过程的审视不难发现,其对人的主体性与创

造性的观照略显空洞。质言之,学校体育的人化

教育依旧存在一定的 “名不副实”,行为操作层

亟待改善,而主动嵌入更具操作性的 “武化”内

容,如通过武术谚语和理法提升武术教育的文化

性,通过打练结合提高武术教育的趣味性,通过

创设日常生活的实际情境增进学生对武术技术的

理解和掌握等方式,用于提升教学的有效性,则

成为一条可行之路。

2.2 观念层:依靠东方文化树立 “以体育人”

的教学思维

从洋务派开办西式学堂,把体操规定为必修

内容之后,我国的学校体育就烙上了 “西化”的

印记,之后的学校体育教学内容大部分来源于西

方体育项目。凸显西方 “锦标主义”的价值及追

求 “高难美新”的特性成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

国学校体育教学内容的主流要求。加之改革开放

后,中国社会发展一度片面追求经济指标,物质

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严重失衡,那种以迎合世

俗、谋取利润为目标的 “学店式”商业文化严重

冲击了正统教育,甚至毫不留情地撕破了教育的

高尚、文明和尊严[5],学校体育的人文教育收效

甚微。众所周知,教育质量不仅包括教育的结

果,而且包括教育服务的全过程,强调教育质量

内容的全面性[6]。西方的人化教育思维强调 “始

基”“元素”“本质”的实体思维,这种思维把课

堂教学中的主客体对立起来,忽视课堂教学动态

生成性,阻碍遮蔽了学生的主体性和发展性。而

东方强调 “关系”“生成”“实践”的关系思维和

实践思维,追求的是教学准备、教学过程和教学

结果三者的动态统一,兼顾目标、过程、结果,

强调教学评价的整体性、情境性、动态生成性和

发展性。武术作为东方特殊的身体文化,将其融

入学校体育教育环节,向 “武化教育”转向是对

学校体育教学思维的革新。崇尚西方人化教育思

维的学校体育有必要去审思那些脱离实际的 “高
大上”的育人过程,以及其对传统文化因子淡化

剔除的倾向,而应该依靠东方思维实施教育,将

“关系”“生成”“实践”三个层级的锻炼,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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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高效益育人的抓手。

2.3 价值层:视 “武化教育”为 “人的全面发

展”的重要手段

仅以体育运动这个比较笼统的手段和方法来

塑造文明而野性的身体显然是不足用的,因为不

同的运动项目其锻炼功能与价值指向有较大的差

异。武术积极汲取传统哲学、中医理论和儒家思

想中的优秀成果,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文化形态与

尚武崇德、艺以显德的武学价值观。从马良创编

的 “新武术”、徐一冰倡导的学校武术、南京国

民政府及中央国术馆所教习的武术中可以看出,
武术不仅承担着 “种族不坠”的使命,更一直与

学校教育紧密联系,成为学校体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当代文化大繁荣的背景下,校园武术文化

生态发展却呈现失衡态势,武术思想内核的彰显

与发挥举步维艰。学界对 “武化教育”的界定并

未统一,张峰等人[7]认为 “武化教育”是一种体

悟教育;陈国荣等人[8]认为 “武化教育”的实质

就是倡导武术精神。笔者认为,不论是哪种形式

的 “武化教育”,均要回归对 “全面的人”的培

养这一目标,即武术不仅是身体素质的锻炼手

段,更应该成为培养人的方式。为此 “武化教

育”应涵盖教师的 “教”与学生的 “学”,其教

育过程并非以武术专业技术为中心,而是以学习

武术专业技能的人为中心,武术专业技能仅作为

一种教育手段或程序,要时刻围绕培养完善的人

这一核心来设计。教师应挖掘整理武术内容中具

有传统文化特点的育人要素并渗透到教学过程当

中;而学生通过对武术动作的体悟,深刻理解武

术动作中蕴含的修己成仁的目标追求。当下我们

不停追求科学化、现代化目标,却往往丢掉了传

统,换来的不是科学精神的发扬,而是科学工具

性的泛滥[9],因此 “武化教育”的回归是时代所

需。质言之, “武化教育”更注重培养对象的

“灵与肉”和谐统一,即武技传承、强身健体与

意志品质、自我修为的统一。可见,对 “武化教

育”价值内容的再研究,符合新时代 “以人为

本、创新发展”的时代精神要求。

3 学校体育中 “武化教育”补给的实质

意蕴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

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基础教育课程承载着

党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针,规定了教育目标和教

育内容,是国家意志在教育领域的直接体现,在

立德树人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10]。学校体育作

为基础教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独特的

“化人”功能。但目前我国学校体育的教学内容,

往往过于凸显技术,就连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武

术在学校的发展也不过从 “淡化套路、突出运

用”转向 “优化套路、强调应用”而已,其 “化
人”功能无从体现。教育工作者亟需树立一种思

想理念,用于指导当下学校体育改革。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地

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

供精神指引”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总方针,而中

华武术是构筑中国精神的必要渠道。中华武术与

其他搏击术相比,最大的优势是其所蕴含的深厚

的传统文化,即 “文化优势”[11]。武术文化包括

格斗技术所承载的武德修养、礼仪规范、传承方

式、尚武精神,以及其体现出的民族心理与民族

情感等内容,共同组成了一个全面反映中国文化

的完整体系[12]。 “武化教育”注重于个体从

“术”至 “道”过程的 “修炼”,它是摆脱野蛮而

对人的一种 “修饰”,较之于文化,武化之 “化”

不在于循循善诱和知识灌输,而在于通过 “武”

的手段达到对人生意义之 “觉” “悟”的亲切指

点[13]。它能使受教育者练就强健体魄,培养坚

毅顽强、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意志品质,将每

一个参与个体铸就成生存 “强者”、生活 “能人”

和生命 “英雄”。

4 “武化教育”对学校体育的补给作用

好的教育思想催生好的教育行动方式,好的

教育行动方式培养优秀的思想者。虽然学校体育

培养学生运动能力、团队精神、意志品质和审美

趣味的功能早已为人所认可,但落实到体育课程

实践中学生的获得感、教师成就感都大打折扣,

这与当下体育课程内容的文化属性弱化有着密切

联系,想必没有哪一个运动项目能像武术一样拥

有丰富的文化教育资源,因此完全可以利用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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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育”对学校体育的学生 (主体)、教师 (客
体)、课程 (介体)三个方面进行补益。

4.1 主体的补给:是学生 “德智体美”发展的

填充剂

4.1.1 对 “德”的培固从 “有”到 “全”
“德”代表着人的内在品质、品格或品德,

基于 “武化育人”的德育是以武术为内容展开的

对身体、道德、意志等多方面的综合修为。青少

年处在人格发展的动荡期和生理成熟与心理幼稚

并存的矛盾期,他们精力旺盛、易冲动、情绪波

动大[14],一些学校依旧基于 “锦标主义”开展

体育运动,不仅阻塞了学生精力的宣泄渠道,而

且剥夺了广大学生运动参与、获取 “运动教化”

的权利。武术在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传播民族

文化、加强道德修养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武
化教育”在民族文化中萃取 “化”的力量,通过

道德修养与行为规范对身体进行规训。基于 “武
化”思想,我们可以利用武林掌故开展感恩教

育,以爱培德;用武者 “重然诺”气节开展诚信

教育,以诚立德;用习武的 “谦恭虚己”要求开

展礼仪教育,以礼修德;用武术对抗中武技体验

开展自强教育,以技践德。

4.1.2 对 “智”的涵养从 “一”到 “多”

有关研究表明,体育锻炼对学生的智力发展

有促进作用[15],不同的运动项目对智力的培养

也各有侧重。武术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

发展过程中与军事、教育、哲学等产生了紧密联

系,如 《孙子兵法》中饱含着克敌制胜的战略智

慧,《诗经·秦风》中展现出 “尚气概,先勇力,

忘生死”的英勇气概,《太极拳论》构建了 “阴
阳对立统一”的辩证法,这些都是古人对 “超
验”存在的智慧总结,体现出中华民族的自信成

熟。全球化背景下学校体育的发展,更应立足传

统,创新转化,挖掘 “武化教育”中先民留给我

们的智慧,结合当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和方法论去指导学校体育对 “智育”的涵养,如

同陶行知在 《文武同化歌》中所写的:“文人武

化,武人文化,不文不武的文武化。文人不再相

骂,武 人 不 再 打 架! 联 合 起 来,创 造 新 天

下。”[16]全方位提升学生 “智”的水平,让 “武”

融于 “智”,让 “智”彰显 “武”。

4.1.3 对 “体”的养护从 “量”到 “质”

身体是精神的物质载体。蔡元培在 《中学修

身教科书》中指出:“凡道德以修己为本,而修

己之道,又以体育为本。”体质健康是每个人幸

福和成功的基础,是国运昌盛、民族奋进、国脉

传承的基础[17]。为此,“体质论”下的学校体育

发展成为众多运动项目争相比拟 “运动功效”的

舞台,但这又使我们忽略了 “体质健康”的实质

———不仅是行为技术层的积累,更是心理价值层

的提升。基于 “武化教育”的学校体育课程可抽

取 “武”或相关元素为教学内容,通过教师的挖

掘与学生的运动体验,在提高学生身体机能的同

时,使他们在运动过程中增进 “文化自觉”,进

而坚定 “文化自信”,让个体从体力、胆力、心

力逐级进阶促成 “三力合一”,实现体质健康的

真正内涵。

4.1.4 对 “美”的转向从 “外拓”到 “内聚”

武术具有鲜明的艺术性,最终使其发展成为

一种理想化的技击艺术。我们从技术层面审视学

校体育,身体形态、身体素质成为运动选材的内

容,由此衍生出了当下学校体育 “开、绷、直、

立”的运动姿态审美标准,如篮球、足球、排球

运动员的基本动作姿态都表现出人体努力向外部

空间伸展的倾向。而武术的动作姿态,常表现为

人体四肢沿圆形、8字形与环形等轨迹的空间运

动,将人体爆发出的力量感收聚在一个圆形空间

之中。质言之,基于 “武化教育”的学校体育运

动审美应转向为以 “拧、倾、曲、圆”为特征的

内聚形态。从外拓到内聚的转向,不仅是中国传

统文化审美的回归,也是对当代思想文化建设与

价值体系的重新省思。

4.2 客体的补给:促进教师教育观的生态建设

4.2.1 教育理念从 “行为主义”向 “建构主义”

演进

学校体育课程的具体实施者是教师,课程教

学的高效性与学生学习的获得感都根源于教师教

育的理念。我国虽然进行了多轮的体育教学改

革,但学校体育教师 “行为主义”的教育理念依

然根深蒂固,体育教师对运动项目知识和技能的

垄断式占有,使得体育教师对这种 “行为主义”

过度运用,在课堂教学中学生不仅毫无个性,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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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由敬畏产生恐惧[18]。行为主义的体育教学过

程鲜明地表现出 “教师中心”的价值取向,必然

忽视学生个体的自然成长与自由发挥,学生由此

体现出被动性、胁迫性。从传统的拜师仪式到现

今的多元化发展,武术教育过程始终凸显着师对

徒的缄默知识体系的构建以及对受教者意会能力

的培养。这一教育特点包含着师徒的双向互动

———师父领进门 (师父对传授动作的解构)和修

行在个人 (徒弟对所学动作的延展),而且将习

武者对所学内容的自我建构视为 “由术至道”提

升的必由之路。为此 “武化教育”理念强调在教

师引领下,通过创设有关情境,让学生把相关技

术知识进行延展,相关规则要求整合为日常行为

规范,进而提升教师教学效率与学生学习效果。

它是基于 “学习者中心”的 “建构主义”:即认

为学习是学习者基于原有的知识和经验生成意

义、建构理解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常常是在社会

文化互动中完成的。

4.2.2 教育模式从 “传统”向 “现代”迈进

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说:“不好的教师是奉

送真理,好的教师是叫人去发现真理”。从历史

发展的视角比较发现,我们的传统体育教学思维

自觉或不自觉地执行了某些 “工具化”教学功

能,进而造成学生身体 “异化”与驯服[19],这

种 “工具化”导向下的学校体育教育思维不断窄

化,也让学生越来越难以企及对 “真理的发现”。

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是当前学校教育的实践原

点,学校体育教育应该遵循教育自身的内在理

路,站在文化传承的高度培养国家和民族需要的

人才。我国传统的教育理念如有教无类、君子不

器、学思结合、学行结合、启发教育等等,恰恰

是反对教育功利主义、倡导人本思想的,这对于

现代社会教育的回归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

义。所以,“武化教育”理念下体育教学的 “现
代化”形塑,除了利用武术作为工具性价值外,

还应挖掘体育教育与优秀文化的契合点[20],对

学生的体育教育过程进行 “反向设计”和 “正向

施工”,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则需要从学生的角

度观察事物,站在学生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洞悉

学生的内心世界,设身处地地为学生着想,真正

提升学生的培养质量与社会竞争力。

4.2.3 教师培养由 “粗放”向 “集约”转向

经过近60年的发展,体育教育专业课程建

设和内容设置日趋成熟,但中小学体育教师的教

学能力和育人能力还存在不足,体育教师自身文

化修养和道德水准也还有提升空间,而且体育教

师队伍缺口巨大、技能老化、职业倦怠明显、对

地位待遇的反弹性高等众多问题错综复杂[21],

严重阻碍体育教学改革的深化。就当下而言,职

前教育培养的体育教师成为 “半成品”,而职后

教育虽对 “半成品”进行 “回炉再造”的效用也

不明显。此种粗放的培养方式必须改革。当下学

校武术教育提出 “一校一拳,打练并进,术道融

合,德艺兼修”的发展思路,决定了 “武化教

育”思想下的学校体育教师必须向专业化、精准

化发展,教师的培养也要进一步提升其职前的适

用性和职后的专业性。质言之,“武化教育”是

新时代学校教育理念革新的新路径,它对体育教

师职前分层培养 (专业化)与职后分类管理 (精
准化)的培养思路是集约化发展的有力抓手。

4.3 介体的补给:为体育课程核心素养完善提

供新视角

4.3.1 运动认知的自明:从 “观人”到 “观己”

核心素养是学科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是学

生通过学科学习而逐步形成的正确的价值观念、

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2017年 《普通高中体育与

健康课程标准》规定了体育与健康学科核心素养

包括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10]。学生的

运动能力 (表现为体能状况、运动认知与技战术

运用、体育展示与比赛)是学校体育发展的重要

内容和影响因素。不可否认,部分学生在参与学

校体育运动过程中体验不到快乐感、获得感,这

虽然与遗传、家庭影响等因素有关,但根源在于

当下学校体育对 “竞赛”文化的宣扬。武术不仅

是一个攻防实战的身体运动,更是一个精神修为

的过程,是一门 “知行合一”的学问[8],习练中

高度重视武德武礼的规范要求,实现 “以德统武”

的教化目标。基于此, “武化教育”的实质是在

“两两相较”的形式和运动过程中对学生个体的关

注,考察个体在学校体育活动中的进步,这样完

成了学生从 “观人”向 “观己”的认知转变,因

而实现了 “自明”,进而达到了 “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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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健康行为的自省:从 “健体”到 “健心”

学校体育开展对学生健康行为的养成理应

起到关键作用,但在体育教学实践中,对 “健
康”的理解出现了认识偏差和异化,即:学生

不生病或少生病即为健康,这影响了学生参与

运动的效果。 “武化教育”思想中所包含的习

武锻炼意识与习惯、练武健康知识掌握与技法

运用、自我情绪调控及环境适应突显了教化过

程中对 “身心合一”的哲学寻思,质言之,个

体应从运动外化 “健体”的彰显进阶到运动内

心 “健心”的涵养,从而提升学生在健康行为

中的自省能力。

4.3.3 体育品德的自觉:从 “外化”到 “内化”

学校体育大多在体育运动过程中对学生进行

“德行”的培养,如团结奋进、自强不息、永不

放弃等。如果我们仅把 “德行”作为在学校体育

运动语境之下对身体进行规训的话,显然过于片

面。如同Darling等人认为教养行为不仅包括专

门目标的定向行为,也包括非目标定向教养行

为[22]。武术的习练过程,既有身体的规训,但

最终是要由此熏陶出武者 “刚正不阿、正气凛

然”的独特气质和 “自我规训、勇敢仗义、自强

不息”的情感态度。“武化教育”引导下的体育

品德内容也应该注重非目标定向的教养,不断增

加广度与深度,全面涵盖体育精神、体育道德、

体育品格,并且能将 “武化”给予的自尊自信、

果敢坚毅、诚信自律、社会责任感、正确的胜负

观加以内化,自觉践行日常生活行为规范。质言

之,它对体育品德的补给一定是基于生活、回归

生活、指导生活。

5 结语

以 “武化教育”思想指导学校体育发展,并

不是要否定现在学校体育已有的成效,而是要凸

显当下学校体育发展过程中对主体、客体、介体

三者的观照,对其进行调试与完善,并由此进一

步牢固树立 “健康第一”的理念,帮助学生在体

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

意志,更好地发挥武术多功能价值作用,最终达

成 “形式潜移默化,效果顺其自然,目标水到渠

成”的理想局面,真正实现 “野蛮其体魄,文明

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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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Supplyof“MartialEducation”toSchoolPhysicalEducation

YANJun,ZHONGYawei

(SchoolofPhysicalEducation,GuangdongUniversityofEducation,Guangzhou510303,China)

Abstract:Thispapermakesaresearchandjudgementonthesituationof“oughttobe”and“tobe”in

physicaleducationinschoolsexploringtheconnotationofmilitaryeducationbasedontheliterature
andlogicalanalysis.“Martialartseducation”isawayforindividualsto“cultivate”intheprocessfrom
“art”to“Tao”.Itisakindof“modification”forpeopletogetridofbarbarismandpayattentionto
theharmoniousunityof“spiritandflesh”ofthetrainingobject.Itdoesnotlieintheindoctrinationof
knowledge,butintherealizationofthe“sense”and“understanding”ofthemeaningoflifethrough
“martialarts”.“Martialeducation”playsanimportantroleinthesupplyforschoolphysicaleducation
today.Thesupplyforstudentsisreflectedinthecultivationof“morality”from“having”to“all”,the
cultivationof“intelligence”from “one”to“many”,themaintenanceof“body”from “quantity”to
“quality”,andthetransformationof“beauty”from“extension”to“cohesion”.Thesupplyforteach-
erspromotestheevolutionofeducationconceptfrom “behaviorism”to“constructivism”,education
modefrom“tradition”to“modern”,andteachertrainingfrom“extensive”to“intensive”.Thesupply
forphysicaleducationcurriculumisreflectedinself-awarenessofsportscognition,self-examinationof
healthybehaviorandself-consciousnessofsportsmorality.
Keywords:martialeducation;schoolsports;supply;students;teachers;physicaleducationcurricu-
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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