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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椇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棳面对当今全球化背景下西方体育的强势渗透棳我国民

族传统体育文化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棳民族传统体育必须做出相应的变化棳寻求与新环境的适应棳在变化

中得到发展暎学校暍家庭和社会暍各级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协会暍以少数民族运动会为代表的各级各类体

育比赛棳能够形成传承合力棳共同构成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系统暎
关键词椇全球化椈民族传统体育椈体育文化椈传承系统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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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有着丰富内涵的历史性概念棳它是民族

传统的历史积淀棳它是一个民族的中坚棳具有鼓励暍教育和团结

本民族的力量暎它是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涵棳是一种深厚的文化

遗存的积淀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棳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棳在
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我国民族的传统习俗和地域风貌棳折射出我

国民族历史的光芒暎体育全球化正以极快的速度在全球蔓延

开来棳充塞于全球的每一个角落棳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奥林匹

克运动体育文化已成为世界文化中 带有普遍意义的文化形

棳主导着世界体育文化的方向棳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原生存环

境正迅速消失棳其蕴含的传统思想内涵与民族性逐渐被削弱棳
有的甚至逐渐消亡棳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其生存与发展陷入危

机暎民族传统体育既要保持本土体育文化的民族性棳又要使其

融入现代化的潮流棳进而创造性地重构自己的民族体育文化棳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关

注的焦点暎

棻暋全球化冲击下的我国民族传统体育

暟全球化暠一词于棻椆椂棻年收入美国暥韦氏大辞典暦棳自棽棸世

纪椄棸年代西方学界开始提出全球化概念以来棳至椆棸年代棳全球

化问题的研究己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椲棻椵暎进入新世纪棳全
球化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棳而已经扩散到人类的政治暍文化诸

领域中暎
暟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棳不仅是一个以跨国资本运作为基

础的世界经济市场及其活动方式棳而且也必然产生出一种内在

于整个全球市场活动中的无法抗拒的文化强制力暎暠椲棽椵经济的

全球化必然带来文化的全球化棳文化全球化必然会引起民族文

化超越自身向世界文化发展棳从而不断地获得世界的文化认

同椈但是棳随之而来棳民族文化暍个性文化的暟民族性暠棳也逐渐丧

失棳民族文化身份变得模糊朦胧起来暎全球化的发展助长了世

界主义的形成却附带地削弱了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棳民族国家

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定位出现危机棳对民族传统的认同越来越困

难暎文化研究学者戴锦华担心全球化暟造就的文化现象只有整

齐划一和单调乏味的世界图景暠椲棾椵暎全球化在技术暍经济层面

以无限发展为目标棳趋向于整体化椈在文化暍精神层面棳其根本

意义是消解地域内涵和本土属性暎这就必然造成弱势民族在

面对强势文化冲击时产生的自我认同的危机暎在全球化时代

的国家竞争中棳没有什么比文化认同的失去更可怕暎民族文化

及其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以及维系民族和国家的重要纽带棳
也是民族国家的暟合法性暠来源暎民族文化认同也是个体安身

立命的根本所在棳因为暟文化意义上的民族身份棳构成一个民族

的精神世界和行为规范暠棳一个国家失去了民族文化认同棳就会



真正导致暟国将不国暠的局面出现椲棿椵暎
在全球化暍现代化的背景下棳我们的文化受到了空前的冲

击暎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棳面对这个巨大的冲击棳非物质

文化遗产也渐渐失去了原有的生存土壤和社会环境暎现在棳楼
兰古城 完整的资料不在中国棳而是在遥远的大英博物馆椈敦
煌文书 完整的不是在中国棳而是陈列在隔海相望的日本椈
早发现的湖南滩头年画棳不是在中国棳而是在德国和日本的收

藏家那里出现的暎在历史上棳生产力的低下棳使不同民族的人

们被大自然封闭在一块块相互隔绝的土地上棳各民族的相互交

往受到很大的限制棳这种空间和时间的差异性棳形成了各民族

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个性特征棳使各民族在经

济暍文化的发展水平上产生了很大的差别棳各民族的传统体育

也在封闭的环境中独立发展棳民族传统体育呈现出多姿多彩的

形 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棳世界文化趋向普同棳冲击了民族

传统体育文化的稳定性暍完整性暍延续性暍民族性椈民族特色文

化逐渐衰弱棳本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得不到重视和开发棳
大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载体正在加速地退出人们的日常生

活棳日益成为文化标本棳失去了本身具有的文化意义棳民族体育

文化的特殊性在文化趋同的大潮中被淹没棳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的生命力在不被重视的社会环境中被消耗暎暟在当今现代化的

全球浪潮中棳整个世界体育整体呈现出一个西方体育笼罩的时

代棳我们民族自己的传统体育棳己经在广泛的领域被置于脑后棳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棳除在少数人群棬区域性少数民族 暍弱势群

体暍老年人棭中开展外棳很难登上大雅之堂暠椲棽椵暎多民族文化的

相互交融和渗透棳是历史的必然棳但在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研

究中棳由于跟其他民族和世界文化交流较少棳导致民族传统体

育研究的文化视野狭窄棳甚至认为固守本土民族传统体育文

化棳拒绝外来体育文化棳就是对本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棳
以免被外来文化同化椲椵棳但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棳
这种思想意识上的落后棳使民族传统体育科学研究工作失去动

力暎研究者单兵作战棳力量单薄棳至今未使民族传统体育科学

研究的学科性质暍研究对象暍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等形成相关

的知识体系暎理论研究工作落后于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现实

步伐棳失去了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棳使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陷入

了低层次暍封闭暍无序的窘境椲椂椵暎
暟文化虽然永远处在不断变动之中棳但是事实上没有任何

一个民族可以一旦尽弃其文化传统而重新开始暎我国重塑民

族精神和文化价值的历史任务变得更加艰巨棳原有民族精神和

文化价值中的正面因素得不到继承和发扬暠椲椃椵暎暟中国体育在

发展过程中丢弃了本性棳走上了一条抛弃传统棳追求 暟全球化暠
之路棳殊不知在这一过程中失去的远远大于得到的暠椲棽椵暎实际

上棳中国体育的发展已陷入了巨大的危机当中棳没有了民族个

性棳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就像一叶无根的浮萍棳在全球化的大潮

中随波逐流棳不知所措暎我们有必要在全球化的博弈中顺流而

动棳积极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棳悉心呵护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文

化棳维护我们民族的文化身份暎
棽暋现代社会民族传统体育的功能再认识

历经五千年的发展棳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已经形成了一整套

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棳它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棳是
我国民族文化的一朵奇葩暎它作为一种传承的民间文化形 棳
从产生之日起便深深植根于神州大地棳并在传承的过程中体现

着自身的价值暎它不但能够健体强身暍维持生存与发展棳更具

有传承信仰暍展现精神暍促进社会交流等丰富的文化内涵棳更重

要的是能够激发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热情棳实现强大

的社会功能棳对于民族的文化建设暍国家的发展暍社会的安定暍
民族的团结等多方面产生了深远意义和影响暎
棽棶棻暋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

斯大林曾经说过椇暟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

同语言暍共同地域暍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的共同

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暎暠椲椄椵民族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其历

史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

化的总和棳可以分为物质文化暍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棾个层次暎
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凝聚着该民族世世代代的创造和智慧棳是
该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动力棳它沟通和调适着民族群体

的关系棳维系着民族成员的生存延续棳赋予民族独特的世界观

和鲜明的个性特征暎暟民族和文化是棽个密切联系的概念棳民
族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文化棳而文化则是构成民族的要素暠椲椆椵暎
文化模式论的代表本尼迪克特认为棳在每一种文化内部都具有

多样性的同时棳每一种文化都具有区别于其他文化的主旋律棳
一般来讲棳主旋律就是暟民族精神暠暎一个民族的文化与其成员

的民族性格之间是息息相关的暎民族文化通过民族性格来体

现和发展棳而民族性格要通过民族文化的教育来塑造暎传统体

育项目具有鲜明的特色棳都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棳是进行文化教

育的生动的大课堂棳能传承文化暍增进团结和凝聚力椲棻棸椵暎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产物棳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中华民族

的优秀文化棳也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棳但由于过去很长一个时

期我们对体育的认识侧重于竞技体育的理解棳追求优先发展竞

技体育棳致使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内涵价值被遮蔽暍弱化椈但我

国民族传统体育至今仍与西方体育在抗争与交融中共存着棳那
是因为它有着西方体育所不及的地方棳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有别

于现代的西方式的剧烈健身运动棳主要注重以身心颐养暍整体

调节身体各个部分功能的协调和动 平衡暎我国民族传统体

育中的武术之所以能在国际上推广棳外国友人之所以不远千里

来中国学习太极拳棳不是人类的好奇心在作怪棳而在于它本身

具有不可忽视的内涵价值棳能使人们在运动中体会到人与自然

的高度和谐与平衡棳能使人们的身心暍意识得到升华暍提高暎历

史上棳早在汉代棳中国的刀术就传入日本椲棻棻椵棳隋唐时期棳击鞠暍步
打球暍投壶相继也传入日本暎唐玄宗曾令当时著名的棋手杨素

鹰入朝进行围棋交流棳投壶由朝鲜留学生传入本国暎到了宋

代棳手鞠注栙 和司马光的暥投壶新格暦传入日本暎明末清初棳中日

武艺交流出现盛况暎另外棳中国与阿富汗暍伊朗暍土耳其暍伊拉

克暍印度等周边国家通过暟丝绸之路暠进行了多次体育文化交

流暎我国的武术运动在棻椆棾椂年第棻棻届奥运会上就崭露头角棳
当时参加表演的中国武术队在柏林暍汉堡暍法兰克福暍明光棿城

市的表演暟热烈的掌声一浪高过一浪暠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椲棻棽椵暎
上世纪椄棸年代以来棳以登山为龙头的藏族体育吸引了世界各

体育教育研究 首 都 体 育 学 院 学 报暋 第棽棿卷暋



第棽棿卷第棻期 棷棽棸棻棽年棻月

斨旓旍灡棽棿斘旓灡棻棷斒斸旑旛斸旘旟棽棸棻棽

国的登山者来藏进行登山旅游暎椆棸年代棳西藏和国际间的体育

合作日益频繁棳奥地利体育界同行也来西藏考察民间和寺庙开

展的传统体育活动棳西藏第棽届民运会上精彩的表演和激烈的

比赛棳每天都吸引着万千观众暎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国外游客

也兴致勃勃地观看了运动会的各个项目暎特别是中央电视台暍
西藏电视台和国内有关报刊等新闻媒介报道后棳在区内外暍国
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暎民族传统体育不仅促进了各民族之

间的团结棳凝聚了各民族人民之间的感情棳对外也弘扬了我国

优秀的传统文化暎
棽棶棽暋发展民族地方经济

在商品经济时代的潮流中棳体育搭台棳经济唱戏棳已经成为

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之一暎现在棳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产

业棳逐渐适应市场化的要求棳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初期实验与探

索棳例如棳民族传统体育商业表演暍比赛门票暍民族传统体育器

械道具暍服装的生产与销售等棳促进了本民族经济的发展暎在

旅游业迅猛发展的今天棳民族体育游戏己成为重要的旅游资

源棳给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明显效益暎通过民族体育文

化资源开发棳形成遐迩闻名的民族体育旅游产业和特色商品棳
由于民族体育文化在经济活动中投入产出的贡献率越来越大棳
以民族体育文化为素材开发的商品和服务棳实用与审美功能形

神兼备棳文化含量暍品质个性及附加值越来越高棳在市场竞争中

日益成为符合暟美的文化标准暠的时尚商品棳获得较高的经济效

益暍生 效益和社会效益暎以传统体育服务和体育用品生产为

主要内容的体育产业化进程棳把体育的观念暍手段和运作方法

转移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棳按市场经济的原理和要求配置体

育资源棳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棳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

化需要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走向深入棳民族传统体育

根据自己的特点棳主动走向社会棳积极参与市场棳建立与之相适

应的产业化运营机制棳提供多角度暍全方位的民族体育文化产

品和服务棳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大的社会凝聚力棳因此棳通过

推进传统体育比赛棳大力发展体育产业棳培育体育市场体系棳提
高体育在市场经济中的比重棳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棳促进各民

族共同繁荣暎
棽棶棾暋增强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指出棳民族精神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

历史性概念棳它是民族传统的历史积淀棳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涵暎
它是一个民族所认同的世界观暍人生观和价值观棳所遵循的思

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棳所体现的理想信念和性格特征暎民族精神

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的变迁过程中棳在其改造自然和

社会的实践活动中逐步形成的共同的理想信念和性格特征棳它
的实质是人们对族群的归属和认同棳具体表现为对某一特定的

文化暍传统暍语言和价值观的归属和认同暎群体成员相互影响

和成员之间的感情对于群体团结起重要作用棳一个民族作为社

会的一个群体棳它有统一的信仰和民族文化棳为了让族内人民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棳追求和增强共同的群体精神棳就必须通过

一定的手段棳民族传统体育就是一个具体的手段暎整合社群以

及集体意识棳几乎存在于一切民族的传统体育中棳像赛马暍斗
牛暍摔跤等活动棳多是以村乡或寨或部族为参赛单位的棳人人都

是参赛者棳男女老少同享乐暎参赛者除了有强烈的竞争心外棳
还有着集体荣誊感棳在竞赛中棳集体的配合和协作状 如何棳往
往是集体项目竞赛成败的关键棳旁观者也难以作为局外人棳自
觉或不自觉地进入社群成员的角色棳为本社群的竞技活动呐喊

助威棳欢呼雀跃或沮丧暎民族传统体育的产生和发展强烈地影

响和引导着人们共同意识和文化的需要棳使得人们自觉地强化

了社会集体意识棳增强了社会群体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凝聚

力暎有着悠久历史暍丰富内容和浓郁的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棳
是在长期的生产暍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创造暍发展形成的棳具有很

强的认同感棳不仅有通过体能符号棳使不同人群能直接理解棳达
到有效交流目的的功能棳而且作为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象征棳其
宗旨就是促进民族的和平暍幸福和安康暎在振奋精神暍唤醒意

识暍维系感情暍增强凝聚力等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椲棻棾椵暎
棽棶棿暋充实和发展奥林匹克运动

柔道暍跆拳道相继步入奥运棳立足于世界椈日暍韩的民族体

育项目地位日益稳固棳风靡全球椈印度瑜伽在民众中广泛传播棳
风靡世界暎这些现实告诉我们棳在西方竞技体育称霸体坛的时

代棳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同样有其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棳同样可以

风行世界暎我国传统体育项目在运动形式的特征和体能素质

的要求上棳表现出了与现代竞技体育项目极大的相似性暎例

如棳传统体育中的搏克暍赛马暍射弩等选手棳只要在技术上稍加

改进就可能成为奥运选手暎事实上棳近年来棳代表祖国参加国

际大赛并取得可喜成绩的搏克暍马术等项目的选手很多就出自

于蒙古少数民族传统项目的搏克和赛马选手暎我国民族体育

根源于农业文明中成长起来的儒家文化棳主张修身养性棳重节

制棳求持中棳讲究暟整体暠暟平衡暠暟统一暠棳在体育形 暍内容暍手
段上表现为强调整体效果和直观感受暍意念和内部修炼等棳极
其强烈地体现出东方文化的哲理和民族特征棳例如棳太极拳强

调的刚柔相济暍不偏不倚棳并在长期的民族文化的熏陶下演化

成技击暍健身暍娱乐暍观赏于一体的运动暎同时强调道德对于人

生和社会的重要性棳运动效果的衡量方面主要体现在人格的高

低和修养的深浅上暎奥林匹克运动的内容比较丰富棳从大众体

育到高水平竞技运动棳从体育的教育科研到文化艺术棳传统体

育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棳奥林匹克运动为传统体育构筑

了发展的平台棳传统体育具有完善和发展奥林匹克运动的互补

价值棳有利于奥林匹克运动比赛项目体系和思想体系的完善暎
传统体育倡导的和谐运动棳相对于奥林匹克运动的竞争棳显然

是一种崭新的运动方式和思维方式椲棻棿椵暎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

价值通过 暟天人合一暠暟知行合一暠暟情景合一暠实现棳中国礼乐文

化主张万物和谐棳阴阳协调棳以中和暍和谐暍协调为美的 高境

界暎中国古代有礼暍乐暍射暍御暍书暍数 暟六艺暠暎它强调的不是技

艺的竞赛棳而是通过技艺的修养来完善人格棳达到内心和谐棳促
进心灵与体格之间的和谐互动暎这与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旨在

推动体育与人的心灵和谐发展的理想有着巨大的契合暎对于

当今奥林匹克比赛过渡强调比赛成绩棳忽视心灵提升的现象有

着重要的启发意义暎
棾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系统的构建

暟古往今来棳每个民族都在某些地方优越于其他民族暠椲棻 椵棳

第棻期 李荣芝 等椇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功能再认识及传承系统构建 体育教育研究



随着全球信息时代的来临及经济生活全球化趋势的加强棳在全

球化浪潮面前棳如何处理好民族体育与世界体育的关系棳既能

不断吸收外来的先进成分棳促进社会的进步棳同时又保持传统

体育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棳以维护民族价值观念的完整及民族文

化的传承棳业已成为当前各国体育研究所面临的重要任务暎
文化人类学家认为棳每一个社会或民族都有自己文化传承

的内容与方式棳文化传承既是某一个社会或民族的群体行为棳
也是该社会或民族的个体行为暎某一社会或民族的文化就是

通过这种群体或个体的行为而得到代际的传承棳因此棳文化人

类学家认为棳文化传承就其本质而言不仅是一个文化过程棳而
且更是一个教育过程椲棻椂椵暎暟教育人类学把教育看做传承文化的

一种生命机制棳教育本身就具有文化的特征棳正是在教育的作

用下棳文化才得以产生棳得以保存暍积淀棳得以弘扬暍创造暍发
展暠椲棻椃椵暎教育是实现文化传承的重要机制暎人类文化的传承固

然可以一物或物化的观念形 存在棳但更多的是以人的活动形

式暍心理暍行为方式存在暎无论是何种文化的传承棳都需要以人

对文化的理解为中介棳人对文化的理解则需要依赖于教育暎教

育自它产生之日起就作为传承文化的重要手段暎文化是教育

的内容棳教育是传递文化的工具暎
在现代文明社会棳学校教育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主渠道棳学

校教育是民族传统体育走向普及化暍科学化暍规范化的必由之

路棳具有系统进行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的功能椈但是棳民族教育虽

然以学校教育为主棳而要让对民族文化的传承成为群体行为棳
融入于本民族每个人民的血液里暍灵魂里棳让它变成一种习惯棳
还需要加强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暎只有把民族教育贯穿于学

校教育暍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之中棳才能真正地让民族文化的

传承从理论到实践上得以完善棳三者缺一不可暎而要把这暟三
合一暠整合起来棳仅仅靠教育部门暍民族部门等几个部门是承担

不起此责任的棳还得需要其他相关部门的配合棳需要政府实实

在在的增加物质基础和精神资助的暎政府有责任为民族教育

传承民族文化提供物质和精神储备暎首先棳政府有责任为民族

教育传承民族文化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椈其次棳政府有责任加

强自身及其本地人民对民族教育传承民族文化的意识建设暎

图棻暋传统体育传承系统构建

暋暋对于大多数少数民族成员来说棳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观念

和知识的习得棳更多的是依靠蕴藏于风俗习尚之中的非学校教

育暎他们接触民族体育的途径棳其频数 高的节日庆典暍宗教

仪式暍婚丧仪式暍村寨间竞赛活动等棳是通过社会范围的大教

育棳潜移默化地将民族传统体育移植给年轻一代民族成员的行

为习惯里暎社会教育对文化的传承主要通过宗教活动暍民风民

俗和民族文化棾个具体途径暎通过有意识的教授亦或是无意

识的浸染棳将民族体育的活动方式暍文化精神过继给年轻一代

的民族成员棳通过反复地将其在他们身上固定下来暎社会教育

又分为宗教活动暍民风民俗和民族文化棾方面暎宗教的权威

性暍神秘感强化了民族体育在少数民族群众心目中的地位棳使
其以一种神圣暍庄严的形象棳在少数民族人民心目中占据重要

位置暎民风民俗扩大了民族体育在少数民族群众生活中的普

及性暎在节日庆典暍婚丧仪式上担当主要角色棳这一点对民族

体育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暍推广作用棳使民族体育的传承具有了

广泛的群众基础椲棻椄椵暎而它与民族史诗暍民瑶的结合又使其具有

了文化继承的必然性暍必要性暎这一传承途径具有很大 的

潜力暎
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不是仅通过某一类媒介而进行的传

与受的活动棳而是多层次暍多形式暍多方位的传承棳是一个包括

学校暍社会和家庭暍民族传统体育协会以全国及地方民族体育

运动会为代表的各级各类民族传统体育比赛等在内的灵活的

传承系统暎学校由于其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的特殊性棳成为这

一传承系统当然的核心棳而家庭与社会则在此核心外进行随时

调整和补充暎民族传统体育协会巩固并提高家庭和社会暍学校

等教育棳为个体民族传统体育兴趣的培养提供了场所暎以全国

及地方民族体育运动会为代表的各级各类体育比赛是民族传

统体育教育的进一步延伸棳参与者在展示中相互交流暍提高自

身的竞技能力和文化修养棳同时棳也激发了更多人参与的兴趣暎
棿暋民族传统体育的未来发展

江泽民同志曾指出椇暟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棳是我们党一

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暎暠民族传统体育必须以适应人

民生活化暍健康化的理念去改造暍提炼棳不断提高其健身性暍娱
乐性价值棳在促进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同时加快其生活化进

程暎全民健身计划棳这个功在当代暍造福子孙的社会工程棳将对

宏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暎民族传统体育

项目要从年龄结构暍职业特点暍区域特点暍经济条件和风俗习惯

等方面开发棳以促进大众健身为目标棳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整理

和改进棳使其大众化暍通俗化椈因此棳我们应该很好地利用民族

传统体育文化的独特性棳促进全民健身计划的开展棳为提高全

民族素质贡献力量暎
树立科学发展观棳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是传统体育文化现

代化发展的重要保障棳能为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提供有

力的条件和优惠条件暎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发展传统体育

文化的重要因素棳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传统体育文化科学暍民主

的管理和决策制度棳才能不断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化

发展暎邓小平同志认为 暟实现四个现代化棳基础是教育暠暎传统

体育文化是我们大地的精神财富棳为了它的可持续发展棳我们

应该兴建传统体育项目学校暎以邓小平理论暍暟三个代表暠重要

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棳突出以人为本暍和谐发展的教

学理念棳把传统体育项目与现代教育理念相结合棳培养广大学

生的创新能力暍实践能力棳从而把传统体育文化发扬光大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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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动技能暎
棾棭暟四步全息法暠棳把挺身式跳远技术的各个环节暍技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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