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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竞技武术套路的发展逐渐趋向“高、难、美、新”的标准，这对套路创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通过梳理竞技武术套路的发展历程，

分析了其在萌芽、强盛和转型阶段的特点，并指出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武术本质特征淡化、比赛内容单一化以及观众市场冷落等。

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竞技武术套路创编的优化建议：一是注重连接动作，增加难度级别，提升套路的流畅性和技术含量；二是渗透

地域文化，丰富动作素材，增强竞技武术的文化内涵；三是挖掘武术本质，创编动作组合，确保竞技性与传统技击含义的有机结合；四是

融合美学元素，完善武术内容，提升套路的艺术表现力和观赏性。研究表明，科学的创编方法不仅能提升竞技武术的技术水平和艺术价值，

还能为观众带来视觉、听觉和知觉上的多重享受，进而推动武术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本文的研究旨在为竞技武术套路的创新与实践提供理

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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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竞技武术套路是在传统武术基础上，经过现代化发展而形成

的一种新型武术表现形式，既体现了武术的传承，也展现了创新。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竞技武术套路在我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逐渐规范化，并在统一竞赛规则的框架下，衍生出长拳、南拳、

太极拳等多种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竞技武术套路在动作难度、

艺术美感和技术表现力等方面不断提升，逐渐朝着“高、难、新、

美”的方向迈进。本文首先梳理了竞技武术套路发展的主要阶段，

分析了当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促进其进一步发展的具体思路，

以期为竞技武术套路的创新与实践提供参考。

一、竞技武术套路发展

1. 萌芽阶段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和教育高度繁荣的时期，堪称

封建社会的鼎盛阶段。漆侠曾指出：“在两宋统治的三百年中，

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居于世界最前列，是当时最为先进、最为

文明的国家。”在这一背景下，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削弱

武将势力，推行文臣治国，以和平手段取代战争，为社会带来了

长达百年的安定局面。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的稳定为文化娱乐活动

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都城商贸空前兴旺，遍布各地的“瓦舍

勾栏”成为百姓日常娱乐的重要场所，标志着娱乐业已深入民间

生活。每逢传统佳节，全国各地都会举办形式多样的庆典活动，

包括游戏娱乐、祈福祭祀等，内容丰富多彩。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

武术的功能逐渐从单纯的军事防御向娱乐和观赏转变。武术的技

击性为其观赏性提供了基础，使其成为庆典活动中的重要表演内

容。尽管这一时期的武术娱乐化尚处于萌芽状态，但已为竞技武

术的发展埋下了种子，成为武术功能演变和文化传播的重要推动

力。

2. 强盛阶段

2.1 明代武术套路技术内容的丰富

明代是中国武学发展的关键时期。朱元璋通过一系列军事行

动推翻了元朝统治，建立了明朝，并废除了元代的“禁武”政策，

为武学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条件。明代是中国历史上战乱频发的朝

代之一，从早期与蒙古残余势力的战争到后期与后金的冲突，武

术在军事中的应用贯穿了整个朝代。为适应治国需求，明朝统治

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武学的地位，推动了武术技术的系统化

和规范化发展。这一时期，武术不仅在技术上更加精进，在数量

上也显著增加。例如，《纪效新书·拳经捷要篇》中记载了宋太

祖三十二势长拳、六步拳、猴拳等多种拳法，显示出明代武术套

路的多样性和技术内容的丰富性。

2.2 清代武术套路理论与数量的增长

清代是武术套路理论与技术进一步发展的时期。明代武术的

多样化趋势在清代得到了延续和扩展，拳种流派逐渐形成规模。

例如，少林寺棍法、青田棍法、巴子拳棍等技术在民间广泛传播，

标志着武术套路的进一步分化与成熟。然而，清代武术的发展也

面临新的挑战。随着火器在军事中的广泛应用，传统武术在战场

上的作用逐渐减弱，其技击性和对抗性开始弱化。尽管如此，武

术在民间的影响力并未减退，反而因其文化价值和健身功能得到

了进一步传播。

2.3 转型阶段

清末，随着火器技术的普及，战争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传统武术在军事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1901 年，清政府宣布“停

废武举”，标志着武术正式从军事领域转向体育化发展。这一转

型使武术逐渐脱离了实战功能，转而注重竞技性和艺术性，为现

代竞技武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存在的问题

1. 武术的本质特征被淡化

在竞技武术的发展过程中，动作规格逐渐成为评分的主要依

据，导致套路训练过于注重功架练习，而忽视了武术的本质特征。

套路创编更多地考虑演练者的身体条件和比赛名次，而非传统武

术所强调的“精、气、神”以及威猛、敏捷、灵动等特质。这种

趋势使得竞技武术在技术规范和训练水平上虽有提升，但在文化

内涵和传统特色方面却逐渐弱化，未能充分展现中华武术的独特

魅力。

2. 武术比赛的内容单一

001教学创新2024 年第 6 卷第 07 期



竞技武术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比赛的引导作用，但也带来了内

容单一化的问题。许多地区和流派为迎合比赛需求，逐渐抛弃传

统武术的特色，转而模仿竞技武术的模式。这种现象虽然在一定

程度上推动了竞技武术的普及，但也导致传统武术的多样性和文

化价值被边缘化。长此以往，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可能仅局限于

竞技武术的框架内，难以全面传承和发展。

3. 观众市场的冷落

在体育项目日益市场化的背景下，武术作为最具民族特色的

运动，其市场化进程却相对滞后。与足球、篮球等热门项目相比，

武术比赛的观众吸引力明显不足。尽管套路演练具有独特的美感，

但重复的动作设计和缺乏创新的表演形式容易使观众产生审美疲

劳，丧失新鲜感。若不及时对比赛内容和表演方式进行改革，并

积极开拓大众市场，武术的可持续发展将面临严峻挑战。

三、竞技武术套路创编

1. 注重连接动作，增加难度级别

在竞技武术套路演练中，动作的连贯性和流畅性是评判的重

要标准，而难度级别的提升则是竞技武术发展的核心方向之一。

高质量的套路创编应注重动作之间的衔接，避免因过渡动作过长

而影响整体效果。例如，在 2018 年全国武术大赛中，部分选手因

难度动作前的停顿时间过长，导致动作连贯性不足，影响了最终

得分。而排名靠前的选手则通过缩短过渡动作、优化难度衔接，

显著提升了演练效果。为增加套路难度，创编时应尽量减少过渡

动作的冗余，使难度动作之间形成直线衔接。同时，运动员应根

据不同级别的跳跃难度，灵活调整行进方向和路线，以增强动作

的流畅性和观赏性。例如，可以在套路中融入更高难度的旋转、

翻腾动作，或结合多方向的位移变化，使动作组合更具挑战性。

此外，创编者还需根据运动员的身体条件和技术水平，合理设计

难度级别，确保动作既具有竞技性，又能在比赛中稳定完成。这

种创编方式不仅能提高动作的技术难度，还能进一步提升演练的

整体表现力，为竞技武术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2. 渗透地域文化，丰富动作素材

竞技武术套路的发展应注重地域文化的融入，以丰富动作素

材并增强文化内涵。例如，南拳作为起源于福建和广东的地方拳种，

在长江以南地区广为流传，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在套路创编中，

除了规定的必选动作外，还应深入挖掘地方拳种的技术特点和风

格，将其融入自选动作的设计中。通过结合地方拳种的攻防意识

和演练风格，创编者可以设计出独具特色的套路内容，既丰富了

竞技武术的表现形式，也增强了其文化传承功能。这种创编方式

不仅有助于提升套路的艺术价值，还能为竞技武术注入更多的地

域文化元素。

3. 挖掘武术本质，创编动作组合

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的最大区别在于其竞技性和观赏性。竞

技武术更注重比赛与表演，其动作设计追求高难度与视觉效果；

而传统武术则更注重实用性、文化传承与身心修养。尽管两者在

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其创编仍应以武术的本质为基础。陈平

教授指出，武术套路中的“技击含义”是可解释的，其具体表现

方法和力量运用应体现在运动员的动作中。脱离实战的“技击含

义”往往缺乏明确的技术依据，容易导致训练方式的偏差。在套

路创编中，应基于可解释的“技击含义”设计动作组合，同时结

合竞技体育的发展趋势，适当增加动作难度。例如，前扫腿从 360

度到 720 度的技术突破，既体现了竞技武术的难度追求，也保留

了武术的技击本质。这种创编方式既能满足竞技需求，又能确保

武术的文化内核不被弱化。

4. 融合美学元素，完善武术内容

竞技武术套路的创编应注重美学元素的融入，以提升其艺术

表现力。创编者需将动作组合有机结合，既保留武术的技术特点，

又突出运动员的动作美感。例如，通过高潮波动的韵律与手、眼、

身、法的协调配合，设计出具有独特风格的套路内容。此外，音

乐和美术元素的运用也能增强套路的观赏性。在音乐设计中，可

遵循“黄金分割律”，将动作高潮点与音乐的黄金分割点相对应，

以增强节奏感和感染力。这种创编方式不仅能提升裁判和观众的

观赏体验，还能为竞技武术注入更多的艺术价值。

结束语

竞技武术的发展历经漫长历程，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鲜明

的时代特征。尽管其在技术规范和竞技水平上取得了显著进步，

但仍存在本质特征淡化、内容单一化以及观众市场冷落等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相关机构、研究人员和从业者的共同努力，

同时也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与引导。本文通过梳理竞技武术的

发展历程，分析了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以下创编建议：

一是注重连接动作，增加跳跃难度，以提升套路的流畅性和技术

含量；二是渗透地域文化，丰富动作素材，增强竞技武术的文化

内涵；三是挖掘武术本质，创编动作组合，确保竞技性与传统技

击含义的有机结合；四是融合美学元素，完善武术内容，提升套

路的艺术表现力和观赏性。希望本文的研究能为竞技武术的创编

与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同时也为武术文化的传承与传播贡献一份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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