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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除奥林匹克运动之外，中国还有自己独具特色的体育——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源远流长，独具风采。
在各式各样的习俗活动叫。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几乎是不可缺少的内容。
这种现象至今还遗存在一些民族的生活中。
可以说，凡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就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存在。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促进人类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之所以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经久不衰，不仅具有民族文化内涵，而且因为它融文化
、体育为一体，不但能娱乐身心，而且还具有良好的健身作用。
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断传承下去，最好的途径之一就是纳入教育体系。
将这些简单易学、健身性强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引入体育教学活动，是我们近年来一直在探索的
问题。
但是由于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建设较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教学实践和创新还处于起步阶段
，因此，对我国少数民族民间传统体育进行系统研究，使尽可能多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成为教学科目
，而且通过实践总结，不断完善和创新，使之成为简单易学、教育功能强、锻炼价值高的课程，是我
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鉴于此，我们借助我院获得中央民族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中国少数民族艺术”学科方向
之一，“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教学创新研究”子课题——“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实践和理论创新研究
”项目的契机，特举办“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教育发展战略论坛”，为致力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教
育研究的专家、学者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
共同推动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
我们的指导思想是：1.深入探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以
直接的少数民族体育实践为引导，探索适合我国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多元性特征的民族体育教育规律。
特别是在培养符合我国民族地区当代文化建设需要的创作、管理人才的研究成果中，找到少数民族体
育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核心点，从而促进当代少数民族体育教育的发展和创作的繁荣。
2.从全方位多视角给予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实践教学和理论研究层面上的宏观指导，以便确定学科定
位、人才培养和解决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今后的发展方向，展现、总结一大批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创新
与发展的科研成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教育体系提供新思路与内涵。
本次论坛由中央民族大学体育学院发起，不仅得到了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民族传统体育分会、中央民
族大学的大力支持，而且还得到了西北民族大学体育学院、北方民族大学体育部、中南民族大学体育
部、云南民族大学体育学院、广西民族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贵州民族学院体育学院、大连民族学院
体育部、湖北民族学院体育学院、西藏民族学院体育系、西南民族大学体育系等10所民族院校的协助
。
正因为同仁们的鼎力支持与通力合作，才使我们完成该论著的组稿。
面对体育全球化的强劲走势，保护、继承、弘扬和创新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体现时代性、规
范性和应用性，建立起完善的学科发展体系，形成坚实的理论和技术基础，不断贡献具有可操作的应
用性研究成果，从而提高民族体育的整体发展水平和融入现代社会的适应能力。
我们坚信，中国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将以崭新的时代风姿继续为丰富人类体育文化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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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除奥林匹克运动之外，中国还有自己独具特色的体育——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源远流长，独具风采。
在各式各样的习俗活动叫。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几乎是不可缺少的内容。
这种现象至今还遗存在一些民族的生活中。
可以说，凡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就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存在。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促进人类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之所以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经久不衰，不仅具有民族文化内涵，而且因为它融文化
、体育为一体，不但能娱乐身心，而且还具有良好的健身作用。
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断传承下去，最好的途径之一就是纳入教育体系。
将这些简单易学、健身性强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引入体育教学活动，是我们近年来一直在探索的
问题。
但是由于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建设较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教学实践和创新还处于起步阶段
，因此，对我国少数民族民间传统体育进行系统研究，使尽可能多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成为教学科目
，而且通过实践总结，不断完善和创新，使之成为简单易学、教育功能强、锻炼价值高的课程，是我
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鉴于此，我们借助我院获得中央民族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中国少数民族艺术”学科
方向之一，“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教学创新研究”子课题——“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实践和理论创新
研究”项目的契机，特举办“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教育发展战略论坛”，为致力于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教育研究的专家、学者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
共同推动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
我们的指导思想是：　　1. 深入探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以直接的少数民族体育实践为引导，探索适合我国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多元性特征的民族体育教育规
律。
特别是在培养符合我国民族地区当代文化建设需要的创作、管理人才的研究成果中，找到少数民族体
育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核心点，从而促进当代少数民族体育教育的发展和创作的繁荣。
　　2. 从全方位多视角给予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实践教学和理论研究层面上的宏观指导，以便确定学
科定位、人才培养和解决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今后的发展方向，展现、总结一大批中国少数民族体育
创新与发展的科研成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教育体系提供新思路与内涵。
　　本次论坛由中央民族大学体育学院发起，不仅得到了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民族传统体育分会、中
央民族大学的大力支持，而且还得到了西北民族大学体育学院、北方民族大学体育部、中南民族大学
体育部、云南民族大学体育学院、广西民族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贵州民族学院体育学院、大连民族
学院体育部、湖北民族学院体育学院、西藏民族学院体育系、西南民族大学体育系等10所民族院校的
协助。
正因为同仁们的鼎力支持与通力合作，才使我们完成该论著的组稿。
　　面对体育全球化的强劲走势，保护、继承、弘扬和创新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体现时代性
、规范性和应用性，建立起完善的学科发展体系，形成坚实的理论和技术基础，不断贡献具有可操作
的应用性研究成果，从而提高民族体育的整体发展水平和融入现代社会的适应能力。
我们坚信，中国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将以崭新的时代风姿继续为丰富人类体育文化作出新的贡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文化传承>>

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教育发展战略研究新形势下中国南疆民族体育长廊与东盟邻国合作发展的
研究中国壮乡武鸣“三月三”歌圩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化发展研究广西泛北部湾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
化发展的态势研究浅析西藏民族传统体育的功能及特征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教
育事业发展现状及其对策藏传佛教文化中的藏族传统体育湖北省少数民族传统竞技体育存在的问题与
发展对策研究高脚竞速运动对体适能的影响影响民族传统体育推广普及的因素与对策研究鄂西民俗文
化与体育旅游互动发展探索张有平对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可持续发展的分析研究后奥运时
代新疆民族传统体育发展趋势新疆少数民族体育旅游产业化发展对策研究民族体育文化与新疆体育产
业的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用品营销创新对策研究大学生参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归因初探在
高校开展蹴球运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再论土家族祭祀仪式中的体育文化载体“舍巴”少数民族体
育健身舞开展现状与可持续发展的调查研究民族院校民族传统体育赛事招商可行性研究湖北省高校开
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思考论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发展对策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发展的地域体育文化研究西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资源与特色课程的开发关于民族传统体育融人
高校体育教学的思考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全民健身运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探析都市社区民族传
统体育发展现状及其对策研究少数民族女大学生体质现状分析改革开放30年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变化及展望体育游戏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高脚竞速普及的价值趋向鄂伦春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价值取向研究满族传统体育文化特征探析敦煌古代武术的社会学功能探讨非物质
文化遗产视角下的中国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策略论我国人口较少民族体育文化的传承浅谈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项目在高校中的开展西北地区宗教祭祀与武术研究中国古代蹴鞠运动起源、发展及消亡考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的形成与发展研究论西北民族传统体育的起源、现状及如何发展简论方棋的推广价值试论
贫困地区应开展毽球运动回族传统体育研究的领域、对象及其价值回族传统体育的尚武特色及其成因
民族体育与民族舞蹈的关系发展云南省特色民族体育促进当地民族区域经济发展试论新形势下如何发
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论少数民族地区村落妇女体育的发展针对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展开的学生
调查分析在现代体育的影响下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问题的思考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少数民族经
济的发展论云南省少数民族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传统武术在全民健身中的作用对中国古代女性参与体
育活动的探讨浅析珍珠球运动绚丽多彩的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秋千运动项目玉龙县石头乡农村乡镇
体育的现状及发展对策高校武术教育的探索与对策云南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体育文化及其发展研究“天
人合一”传统哲学观在中国传统体育中的反映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青海土族与云南少数民族秋千
文化对比呈现鄂伦春族成年人的抑郁和社会支持现状及相关性研究西方现代体育主导地位下的民族传
统体育文化资本的保护与发展试论影响民族传统体育推广普及的因素与对策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
承与教育研究后奥运时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前瞻确立多民族多元文化体育史观蒙古族传统体育—
—搏克的文化研究文化融合与民族健身操的发展多民族的交流与融合对我国少数民族武术传承与发展
的影响从“那达慕”的变迁谈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舞龙运动发展
诸多因素的分析与探讨武术教育在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中的价值研究现代舞龙运动的文化定位和发展
导向研究水族铜鼓文化与“铜鼓舞”第二部分 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依托精品课程建设促
进民族传统体育学科与优质资源研究“民族传统体育”精品课程建设的实践与探讨巴山舞对大学生三
维健康的影响土家族竹马球运动的应用价值分析对土家族摆手舞主要动作术语的规范研究非物质文化
遗产视角下体育院校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建设与发展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学科构建的探析⋯⋯第三部
分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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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结果与分析（一）“长廊”是构建和谐社会，传承中华民族体育文化手段之一红水河流域内居住
着汉、壮、瑶、苗等12个民族，在生产生活实践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被誉
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民族记忆的背影”，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
它不仅构成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承载着广西民族体育文化渊源的基因。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迅速，广西民族传统体育竞技文化与东盟邻国（泰国、越
南、新加坡、老挝、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合作交流刚刚起步，就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借举办“中国一东盟博览会”的东风，广西把更多目光投向了与东盟邻国的合作与交流上。
（二）打造南疆“长廊”民族体育品牌从查阅资料看，20世纪80年代始，伴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热
潮和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90年代广西已对东南亚民族体育竞赛合作交流进行研究。
如广西民族大学体育学者就东南亚体育合作交流发展模式，对广西毗邻的东南亚壮、泰民族体育进行
比较研究，通过对中国南疆民族体育长廊应用到全民健身计划与东盟邻国交流与合作，进而开展广西
与东盟国家民族体育竞技生态文化活动与旅游产业资源开发。
就广西而言，把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打造成红水河流域的中国南疆民族体育品牌“长廊”的
工作，正在处于开展中，并初步形成国际合作理论的研究系统。
广西体育史上最具规模、涉及范围最广的两项全民健身建设工程，日前在广西南宁宣告启动。
广西计划在8年时间内投入16.3 亿元，启动中国红水河流域民族体育工程和中越边境全民健身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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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文化传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教育发展、创新与人才培养探索》：中央民族大学
国家“十一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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