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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

　　一、导论。
主要论述选题依据、研究目的、意义以及创新点、相关研究文献综述、研究方法、以及武术教育相关
概念。

　　二、中国武术教育历史嬗变。
先秦至汉唐时代，　中华民族的性格表现出了张扬的、外向的一面；宋以降，　中华民族的性格由张
扬转入内敛。
近代中国社会给传统文化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冲击，直至今天，这种文化冲击的余绪还在影响着我们。
1949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开始了中国发展的新纪元。
作为文化存在的武术及武术教育也由此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基于以上的历史轮廓，本研究以时间为轴线，将武术教育大致分为五个时期，它们分别为源起期武术
教育、夏朝至唐朝尚武背景下武术教育、宋朝至清朝质文背景下武术教育、近代中西体育文化冲突与
交融背景下武术教育、现代武术教育。
　
　　三、中国武术教育思想。
武术教育思想是指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武术教育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对武术教育现象和问
题的认识、看法：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有不同的武术教育思想。
葛兆光先生认为，思想史存在一种连续性思路，“真正绵延至今而且影响今天生活的是不断增长的知
识和技术：以及反复思索的问题及由此形成的观念。
”基于这个学术观点和武术古今教育实践，本研究将武术教育思想总结为五部分，技击：亘古不变的
武术教育主导思想；武德：矢志不渝的武术教育思想；教育媒介：中国武术教育方法论；学生与老师
：　中国武术教育主体论；武术“强种救国”和“健身强体”教育思想。

　　四、中国武术教育制度。
在教育学原理中，教育制度通常是只研究教育的各种施教结构系统，其中最主要是学校教育。
本章研究认为，中国最早学校武术教育可以推到夏、商朝。
西周形成了以“六艺”为内容的文武兼备教育。
整个封建社会官学中，几乎没有武术教育。
私学对武术教育中师徒传承方式和教法方面影响较大。
书院对武术教育开展很少，但也有个别学者在书院传播武术教育，如清初教育家颜元。
在冷兵器时代，军队是武术教育重要“阵地”。
武举制破天荒第一次给广大习武者有7奋斗的目标，给古代习武之人一个进仕之阶。
吸引广大民众习武，民间结社推动7武术教育的民间传播。
近代中国武术开始迈入学校，1915年教育部指示“各学校应添中国旧有武技”。
同时出现精武体育会和中央国术馆这两人民间和官方专门武术教育机构。
现代武术教育制度以存在形式而言，大致有以竞技武术职能为主的武术教育系统、学校武术教育系统
和社会武术教育系统，
　　五、中国武术教育区域性。
中国复杂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武术文化区域多样性。
本文以不同物质生产方式区域力基点，将武术教育区域分为以农耕经济文化背景为王的武术教育区、
　以游牧经济文化背景为主的武术教育区。
中国武术教育区际共享是指两个或者多个武术文化区域在教育上共同拥有一种武术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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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传统武术教育和现代武术教育为视角，本研究将武术教育的区际共享分为传统和现代两种类型。

　　六、2l世纪的中国武术教育。
在全球化背景下，剖析武术功能、教育媒介以及武术教育者面临的挑战。
汤一介先生认为，“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在受到外来文化的挑战时，不仅不会拒绝外来文化，而是欢
迎它，以便使自身文化更快更健康地发展。
”21世纪中国武术教育应该坚持国际化和民族化“两条腿”走路，站在武术教育民族化的基础上，传
承民族优秀武术文化。
同时迈出国际化步伐，使武术文化借助全球化的“东风”，在全球得到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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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中华民族是长时期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人们在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一个民族共同体。
在浩瀚的历史进程中，经过众多人们的辛勤劳动，中华民族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
同时，民族传统文化的发生、发展也成为维系中华民族的命脉。
武术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朵奇葩，它包含、融摄了中华民族众多关于人体和生命探究的文明
果实，形成了丰厚的文化体系。
与民族传统文化相同，这一文化体系的传承发展也同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这一历程的发生、发
展无一不是伴随着教育这一重要的手段而进行的。
完全可以说，是教育使武术能够成为今天这样丰满而曼妙的身躯，教育是武术发展的最大推动力。
时至今日，作为传承民族文化和弘扬民族精神重要任务的武术教育更是值得我们探究的重要课题。
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是无论成败，都无法重来。
因此，在荆棘遍布的社会前进道路上，我们所走出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在历史轨迹中寻求相应的经验
和教训，使我们走出的每一步都尽量能避免曲折与艰辛。
武术与武术教育自然也都不能例外。
所以，我们对武术教育所进行的深入探讨只能从历史入手，从历史学视角观察武术教育所走过的每一
步，从中汲取教训，以修正我们前行的步伐。
克罗齐和柯林伍德告诫我们：“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我们对中国武术教育历史的探讨，对武术教育历史嬗变的规律性进行分析，都是围绕当下的形势展开
的。
本研究试图通过对武术教育的历史性分析，为中国武术如何在当今国际文化教育背景下进行民族化和
现代化的构建提供借鉴参考，为中国武术的重新构建和走向世界提供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和实践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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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学视野下的中国武术教育》：现代体育文化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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