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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银雪莉

（河池学院，广西 宜州 546300）

摘要：新时期新形势下，推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创造性传承与发展，对于实现乡村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以身体实践活动为核心的传统民族体育项目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它独特的纪念仪式、叙事风格，不仅是民族之间进行文化交流与社会交

往的缩影，更能够通过弘扬体育精神引领中华儿女在生产实践中自觉遵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他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对

国家的认同感。基于此，本文通过阐述现阶段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在发展创新中面临的现实困境，结合传承、发展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意蕴，

探讨了如何增强民族传统体育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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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而广的传统民族体育项目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民族传统体

育文化资源，是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与实践传承中形成的宝贵财富。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既是体育也是民族，其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

也蕴含着复兴乡土文明的精神力量。因此，在新时代，加强开发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资源，大力发展民族体育文化产业，不仅能够

助力我国民族地区的繁荣发展，还能积极推进现代化新农村建设，

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一、新时代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的价值意蕴

（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符号的表征

符号化，即赋予民族传统体育某种意义，或者对其意义进行

解释。民族传统体育的符号化，为新时代我国传承、发展民族传

统体育文化提供了基础。众所周知，口传心授、身体示范是传承

民族传统体育的主要方式。从符号学视角来看，符号是构成口头

信息传递的介质，语言本身也属于一种符号。因此，在“口传心

授”的传承中，传授者利用语言符号将按照符码所编码的符号信

息传递给继承者。这种传承方式强调“语言 + 心理”传承。而身

体示范则强调通过行为展示传承民族传统体育，如汉族舞狮、蒙

古族摔跤、哈萨克族叼羊等。这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皆属于身体

文化范畴的行为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的符号传递特征。

以符号形式存在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载体、规则和意义的有机

统一，在代际传承中生动形象地诠释着文化主体所赋予其的象征

意义，表达着人类自我存在的独特意义。总之，借助动态的肢体

符号展示自我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是新时代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的强大动力。同时，保持、展示符号价值和意义表达是新时代对

外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精髓所在。

（二）民族传统体育赛事的价值指向

民族传统体育赛事是新时代我国创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模式、

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关键载体，对于凝聚民族向心力具有重

要的时代意义和价值。具体来说，民族传统体育赛事的价值取向

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 文化价值

民族传统体育赛事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活动形式，是依托民族

传统体育项目在特定民族地域间组织的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

竞赛活动，其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千百年来各民族之间的节庆习俗、

生产生活技能，蕴含着各族儿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价值取向。

可见，民族传统体育赛事是一个民族传承、延续文化的重要载体，

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族群认同。

2. 健康价值

伴随着“体育强国”战略的全面实施，以及“全民健身”上

升为国家战略，民族传统体育赛事的健康价值愈发突显。民族传

统体育赛事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可以让各族

儿女在积极参与中全面提高自身的身体素质、增强自我体魄。同时，

民族传统体育赛事能够让人们在参与体育锻炼的过程中通过内心

调节和呼吸配合来缓解、释放自身的压力，从而促进身心的健康

发展。

3. 社会价值

民族传统体育赛事在促进社会交流、沟通和团结中扮演着独

特的角色，它能够让各族儿女在赛事中增进彼此之间的友谊和了

解。

二、新时代传承、发展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现实困境

（一）西方不良文化思潮的冲击

政治、经济和技术的优势致使西方国家在推进全球化的过程

中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肆意向其他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侵蚀。

在现代化数字技术的赋能下，西方国家逐步构建“体育运动 + 网

络传播”对外渗透模式。在此背景下，各种不良思潮伴随普及的

体育运动透过网络世界渗透到我国的社会发展中，拜金主义、个

人英雄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严重冲击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创

造性传承与发展。面对西方国家“功利主义”竞技体育文化的冲击，

民族体育传统在传播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局面，因此，很容易误导

国内舆论，影响到民族传统体育精神的传承。

（二）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体系不健全、相关制度法规不完善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是引领各族人民凝聚文化共识的重要载体。

建立健全传承体系和制度法规能够为新时期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

创新性发展与传承提供良好的方向指引和行动指南。但是，现阶

段《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还有待完善和补充，其中涉及“民

族传统体育”的词条法规还需进一步细化。这不仅导致民族传统

体育项目的创新性发展受到阻碍，还严重影响到社会大众对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项目的充分认识和理解，以致于难以在全社会形成

传承、发展民族传统体育的良好氛围。此外，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研究机构的普及性还有待提升。“统筹规划”仍是今后我国发展

民族传统体育的重点奋斗方向。

三、新时代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的实践进路

（一）重视整合民族传统体育资源

实现对民族传统体育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对于传承我国民族

传统体育具有重要的帮助。中华体育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历久弥

新，其内涵与外延已远超现代体育范畴，是新时代下实现乡村文

化振兴的精神支柱。对此，相关部门可以以共同记忆为切入点，

深入挖掘并整合中华体育精神的内涵和外延，将其中既有民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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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又具有时代特征的部分整理出来，为组织特色化传统民族体育

项目提供资源支撑。这既能够促进体育精神、家国情怀的创造性

传承与弘扬，又能为发展现代民族传统体育注入新的时代活力。

同时，积极促进中华体育精神的具象化也是新时期新形势下发展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有效途径。具体来说，相关部门可以从国家、

社会、个人三个维度对博大精深的中华体育精神进行分类整合，

以此为各族群众创造良好的精神文化资源，例如，通过整合线上

线下资源，运用接地气的方式在全社会的范围内积极宣传体育先

进事迹、名人故事，从而借助先进模范的引领示范功能，利用身

边的体育项目、身边的体育故事铸牢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根

基。最后，深入解读并研究中华体育精神。鼓励学术界深入研究

中华体育精神的理论逻辑、价值内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学术成

果转化。专业研究团队在内容上将中华体育精神整理为文字、影

像资料，并通过建设资源库，进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传播等途径，

可以有效向社会层面展示彰显中华体育精神的亲和力、民族传统

体育文化的感染力，从而创建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二）构建民族体育赛事场域，推动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赛事具有十分悠久的发展历史，但是因族

群、地缘等因素的影响，其制度化、规范化发展进程较为缓慢。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族传统体育赛事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因

此，新时代背景下，依托“共生”“共享发展”等理念，构建民

族体育赛事场域，推动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具体来说，我国在传承、发展民族传统体育赛事的实践中应兼顾

竞技效益和生态效益，以此推动民族传统体育赛事的可持续发展。

例如，打造举办民族传统体育赛事的特色小镇，将民族地区的传

统体育资源汇集起来。这能够在保留民族特色的同时，因地制宜

地推动民族传统体育的创新性发展。例如，作为国家第二批全国

特色小镇的贵州肇兴侗寨依托本民族地区的特色体育文化，积极

向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推广抢花炮、摔跤等项目。这些知名活动

赛事的打造，不仅拓宽了民族传统体育赛事的场域空间，还能够

通过塑造区域体育文化品牌，在弘扬、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

同时，拉动区域经济增长。

（三）重视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教育工作

新时代下，学校教育在传承、发展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实践

中发挥着主阵地、主渠道功能。对此，抓好学校体育教育工作，

可以切实将传承、发展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厚植于全体师生心中，

引领社会主义接班人积极承担起传承民族传统体育的时代责任和

历史使命。首先，学校党委在优化顶层设计的实践中，可以通过

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精神的有效渗透与

传播。例如，借助重大体育赛事、节庆体育等，牵头组织主题运

动会，进而在充分利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资源的基础上，促进家

校社的有效联动。其次，将传承、发展民族传统体育贯彻落实到

课堂教学的全过程中，以体育课堂教学为载体，建立健全教育教

学体系。具体来说，体育教师可以通过加强课程思政将体育精神

引入课堂教学中，进而引领学生在体育竞技中形成良好的价值观。

最后，学校可以建设凝聚民族传统体育精神的校园文化景观、体

育场馆等，借此充分彰显场域的育人优势和价值，引领学生在潜

移默化中凝聚精神力量、体育力量。

（四）重视传承、保护民族传统体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从法律层面上强调了新时期发展

传统体育项目、组织民族传统体育赛事的重要性。在上述法律条

令的指引下，我国各地纷纷组织了趣味十足、丰富多样的民族运

动会。这对于促进民族、民间和民间传统体育项目的创造性弘扬

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一方面，我国是由多民族组成的统一国家，因此，协调好共

性与个性之间的关系是传承、保护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要前提和基

本保障。各民族的政治、经济、习俗存在诸多差异，但是在文化

交互中这些民族文化凝聚为团结努力、积极向上的中华民族的文

化，也保留了其独具一格的文化风格。以鄂伦春族为例，他们世

代居住于高山地区，因此，其服饰、饮食等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鄂伦春族积极走出大山，开始向世界宣传本民族的文化。这便是

文化上的共性。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下，借助

民族运动会呈现各民族多彩纷呈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可以有效

促进各民族的繁荣发展。

另一方面，我国应重视加强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活态保护，积

极挖掘、保护文化传承人。活态继承是新时期保护民族传统体育

的有效途径，能够在保留本体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

保护和传承。此外，重视挖掘、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人，

对于濒临灭绝的民族传统项目至关重要。对此，政府应建立健全

传承人评估制度，结合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实际特色，有针对性

地培育、教养文化传承人。同时，鼓励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与传

承人保护队伍。这是推动各民族传统体育协调发展的关键环节可

以有效促进各民族传统体育的交叉交流，扩大其传承范围。

四、结语

总而言之，新时期新形势下推进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创造性

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对此，政府相关部门应深入挖掘、

整合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而通过创新传播机制、整合民族体育

资源、加强教育工作、重视传承等途径，有效彰显民族传统体育

对于实现中国梦的赋能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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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体育赛事场域，推动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具体来说，我国在传承、发展民族传统体育赛事的实践中应兼顾

竞技效益和生态效益，以此推动民族传统体育赛事的可持续发展。

例如，打造举办民族传统体育赛事的特色小镇，将民族地区的传

统体育资源汇集起来。这能够在保留民族特色的同时，因地制宜

地推动民族传统体育的创新性发展。例如，作为国家第二批全国

特色小镇的贵州肇兴侗寨依托本民族地区的特色体育文化，积极

向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推广抢花炮、摔跤等项目。这些知名活动

赛事的打造，不仅拓宽了民族传统体育赛事的场域空间，还能够

通过塑造区域体育文化品牌，在弘扬、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

同时，拉动区域经济增长。

（三）重视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教育工作

新时代下，学校教育在传承、发展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实践

中发挥着主阵地、主渠道功能。对此，抓好学校体育教育工作，

可以切实将传承、发展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厚植于全体师生心中，

引领社会主义接班人积极承担起传承民族传统体育的时代责任和

历史使命。首先，学校党委在优化顶层设计的实践中，可以通过

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精神的有效渗透与

传播。例如，借助重大体育赛事、节庆体育等，牵头组织主题运

动会，进而在充分利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资源的基础上，促进家

校社的有效联动。其次，将传承、发展民族传统体育贯彻落实到

课堂教学的全过程中，以体育课堂教学为载体，建立健全教育教

学体系。具体来说，体育教师可以通过加强课程思政将体育精神

引入课堂教学中，进而引领学生在体育竞技中形成良好的价值观。

最后，学校可以建设凝聚民族传统体育精神的校园文化景观、体

育场馆等，借此充分彰显场域的育人优势和价值，引领学生在潜

移默化中凝聚精神力量、体育力量。

（四）重视传承、保护民族传统体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从法律层面上强调了新时期发展

传统体育项目、组织民族传统体育赛事的重要性。在上述法律条

令的指引下，我国各地纷纷组织了趣味十足、丰富多样的民族运

动会。这对于促进民族、民间和民间传统体育项目的创造性弘扬

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一方面，我国是由多民族组成的统一国家，因此，协调好共

性与个性之间的关系是传承、保护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要前提和基

本保障。各民族的政治、经济、习俗存在诸多差异，但是在文化

交互中这些民族文化凝聚为团结努力、积极向上的中华民族的文

化，也保留了其独具一格的文化风格。以鄂伦春族为例，他们世

代居住于高山地区，因此，其服饰、饮食等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鄂伦春族积极走出大山，开始向世界宣传本民族的文化。这便是

文化上的共性。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下，借助

民族运动会呈现各民族多彩纷呈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可以有效

促进各民族的繁荣发展。

另一方面，我国应重视加强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活态保护，积

极挖掘、保护文化传承人。活态继承是新时期保护民族传统体育

的有效途径，能够在保留本体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

保护和传承。此外，重视挖掘、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人，

对于濒临灭绝的民族传统项目至关重要。对此，政府应建立健全

传承人评估制度，结合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实际特色，有针对性

地培育、教养文化传承人。同时，鼓励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与传

承人保护队伍。这是推动各民族传统体育协调发展的关键环节可

以有效促进各民族传统体育的交叉交流，扩大其传承范围。

四、结语

总而言之，新时期新形势下推进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创造性

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对此，政府相关部门应深入挖掘、

整合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而通过创新传播机制、整合民族体育

资源、加强教育工作、重视传承等途径，有效彰显民族传统体育

对于实现中国梦的赋能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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