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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院校武德育人模式研究
刘　帅　李华梅　崔正梅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8）

摘要：思政教育进课堂是大势所趋，思政教育进课堂需要借助一定载体，武德文化内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为这两者的

融合奠定良好的基础。“习武首先习德”，学习传统武术首要任务是提升“武德”修养，武德是习武之人历代传承的行为规范。高职院

校学生的教育职业化特点鲜明，这为职业道德教育、思政教育、学科德育三者融合奠定基础。本研究以立德树人为主要任务，遵循教育

教学规律和学生认知规律，以武术课“武德”为切入点开展 “德”育，探索高职院校传统武德文化育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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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是办好教育

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培养一代又一代的接

班人。美国不惜发动贸易战来遏制中国，国际竞争主要还是人才

的竞争，全国一千四百多所高职院校，每年会有大量技术工人毕

业并投入到中国制造的大潮中去，充足而合格的人力资源是国运

昌盛的基石。近年随着产业升级，职业教育育人模式改革的呼声

很高，市场对高质量职业人才需求旺盛，培养有强烈爱国情怀和

历史使命感的大国工匠成高等职业院校的共识。武术进校园要实

现的“提高塑造健全人格，运动技能 ，增强体质”3 大目标。“学

艺先识礼，习武先明德”，德育居首位，“武德”是习武之人代

代传承的行为规范。

二、高职院校武术课以武德教育导入思政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

体育讲究体育道德，武术同样重视武德教育，“体育”和“德

育”密不可分。目前高科技信息化手段的应用，文化入侵无孔不

入，文化自信、自尊、自强、认同的教育势在必行。在武术课中

武德教育是思政教育进课堂最好的媒介，因为这两者在内涵方面

有天然的联系，这样才能做到润物细无声般地思政教育。高职教

育的职业化特点显著，学生未来就业方向比较明确，所以职业道

德教育可以在上学期间开展，通过刻苦武术训练让学生修德修身。

“欲文明精神，必先野蛮体魄。”毛主席在关于学校教育论述中，

将体育排首位。“完美人格，首在体育”。武术课将“德”和“体”

融合，将忠义爱国、自强不息、尊师重道、遵纪守法等武德规范，

更好地服务于学生思想道德建设，才是武术教育者的使命。

三、高职院校传统武德文化育人模式的构建

（一）高职院校武德文化育人的基本思路与构架

遵守教育教学原则和学生认知规律，“武德”教育按照分学段、

有序推进的原则，把中华优秀传统“武德”文化全方位地融入高

职院校武术教学中。以“一会、二演、三赛、四国际化”为思路。“一

会”即开展武术课程，传习武术技艺，为学生提供深入学习的平台。

“二演”在校内外组织武术表演，传承中华武术，宣扬武德；“三赛”

以参加国家级、省级武术竞赛的形式，检验与展示学生学习成果；

四“国际化”做好留学生的“武德”文化教育展示，诠释中国人“止

戈为武”民族文化。

将思政教育贯穿教学全过程，实现三全育人。武德教育贯穿

课堂始终，由武德内涵自然地导入思政教学内容，才能润物细无

声般地做好思政教育。由古代武侠与武术名人等爱国护国故事，

导入学生的爱国情怀教育，深化武德教育。同时，团队合作积极

探索武德教育标准化流程，精心打造武术课武德育人教学优秀网

络示范课，形成更大影响力。

（二） 定期交流培训，武德纳入高职院校武术课程评价体系

定期校内外交流培训，切磋武德教育经验，相互学习促进，

不断及提高师资水平。高职教育不只是向学生传授知识与技能，

更需要的是在教育的过程中塑造他们健全人格和形成正确的价值

观，以民族的复兴为己任，培养有能力、有担当的大国工匠。

以武德的文化内涵结合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贯穿课堂始终，

课堂教学合理嵌入意识形态教育，把我正确的政治方向。明确细

化武德行为规范，重视武德教育过程考核。将意识形态督导列入

教学督导工作内容，引导师生主动践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师

教案、教学督导、要明确体现武德教育内容。将具体操作上：对

抗前后行礼，训练过程相互帮助，点到为止避免不必要的伤害，

如果出现侮辱他人，破坏场地器材，扰乱秩序，使用违禁动作等

类似问题，坚决取消其考试资格。

（三）扩展教学资源，课内外一体化推进武德教育

武德教育课外依托武术社团和校武术训练队，传授武术技术

动作，宣扬中华武德文化。武术社团是一个趣缘组织，学生因兴

趣汇聚在一起，他们的学习积极性比较高，他们也是学校推广武

术的骨干，要充分挖掘他们的积极性协同推广武术。武术社团不

能做成仅仅是武术技术培训组织，更要关注武术武德要求和武术

文化的传承。做好武术训练队员的选拔和训练，以竞赛督促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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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以刻苦武术训练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等品质，通过武术竞赛，

培养学生勇于挑战、遵守规则的思想品德。创新是持续发展到动

力，当前社会主动应用信息化手段，如微信群、3D 技术、微课、

慕课等科技手段辅助武德文化教育，实现武德教育课内外一体化，

提升武德教育效率。

多渠道扩展教学资源，第一，高职院校为地域武术文化和校

园文化融合提供平台。第二，挖掘网络资源，目前网络微课、慕

课和自媒体等众多网络资源可以免费使用。第三，加强校际互动，

吸收先进经验。第四，加强与武术协会等武术组织的联系和互动。

通过传统文化、行业文化、地域文化和校园文化的多元融合，扩

展教育资源，推动武德文化育人示范课程建设。

（四）高职国际武术教育与交流宣扬尚“和”的武德文化

武术是代表中国的重要文化符号，是传播中国文化的优良媒

介，中国传统武术是留学生普遍喜欢的课程。中国文化是典型的

尚“和”文化，和而不同，追求“以和为贵”，强调“以德服人”。

东方文化是一个尚“和”的文化，儒家文化所追求的是和谐文化，

武术在“较技”中强调点到为止的礼让，武术动作多以防守为主，

借力打力，也表明了中华文化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尚

和”思想。通过展示中国人“止戈为武”的民族文化，比如说招，

武术套路演练都文明比试方式。

四、发扬武侠担当精神传承武医融合技艺，预防职业病

目前我国职业病涉及面广，防治技术落后，劳动者自我保护

意识与能力薄弱，社会投入不足，危害巨大。自古至今，许多武

术高手在跌打损伤康复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如少林寺的禅医、郑

怀贤等人。导引、太极等武术与中医高度融合，提升人体免疫力，

健身养生祛病效果良好。

职业病预防为主，武医技艺在肌骨疼痛和慢性病康复方面

效果好、见效快、无副作用。结合健康中国行动，推广普及中

医养生保健知识和八段锦太极拳、健身气功等养生保健方法，

推广体现中国特色的治未病理念。2012 年美国就开始推行体医

融合，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侠义精神也是武德的重要内容，

发挥特长解决社会痛点就是侠义精神的体现。高职院校需要精

心挖掘医武文化遗产，传承“医武”文化，结合现代体育训练

与医学最新科研成果，对其进行创新性科学阐述，教会学生防

止职业病。根据 2016 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慢性病的花费占医保

开支的 70% 以上，其导致死亡占总死亡人数的 86.6%，很多人

一旦得了慢性病就不得不终身服药，医保负担不堪重负。为了

国家发展提供优质人力资源，武术人要发扬武侠担当和 “仁、

义”的武德精神，传承与挖掘医武技艺，并在高职院校大力推广，

预防职业病和慢性病。

五、结语

中华武德既是习武者的行为准绳，高职院校是培养高级技工

的主要场域，充分挖掘优秀中华武德的育人功能，打造高职院校

武德文化育人示范课程意义重大。一方面，以武德为切入点，做

好德育和课堂思政教学；另一方面，以传统武术推进健康教育，

提升学生们健康素养，塑造德艺双馨的大学生。高职院校是培养

高级技术工人的摇篮，他们有可能就是未来的大国工匠，他们的

健康、道德修养和民族文化认同是国运昌盛的基础，是实现制造

强国的人力资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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