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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时间和空间纬度对武术教育传承方式变迁进行梳理，借助现代教育学理论分析

了两种武术教育传承方式对武术文化传承功能、技术传承功能、流派形成的影响。在以班级授课

制为主导的现代教学中，师徒传承不完全属于历史的“过去式”，仍具有价值和坚韧的生命力。因

此，要对教育目标和集体教学形式进行创新，保障培养人才符合社会需求，保障武术专业的特色，

保障“国粹”的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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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collating the changes of Wushu education inheritance manners in terms of time and space, and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education theories, the author analyzed the effects of two Wushu education inheritance 

manners on Wushu’s cultural inheritance functions, technical inheritance functions and school formation, and con-

cluded that in modern teaching guided by the class lecturing system, the inheritance between masters and appren-

tices is not completely a “past tense” in history, still having values and strong vitality. Therefore, we should make 

innovations on education objectives and collective teaching forms, and ensure talents cultivated meeting social 

needs, features of the Wushu special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quintess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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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民族文化现象的武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分

化为传统武术和竞技武术[1]。其传承方式也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形成了“学校班级授课制”和“师徒制”并

存的武术教育传承方式。有关学者就这两种传承方式

对武术发展的影响做了大量的研究，并由此产生了很

大的争执和分歧，焦点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认为

门户之见、宗派主义是影响武术发展的重大障碍，是

历史的产物，是中国封建社会小农经济意识的表现，

“师徒制”传承应该完全抛弃，采用现代西方课程制

教学方法以促进武术的广泛传播。另一些学者认为传

统武术是中国武术的根基，其传承意味着中华文化血

脉相传，武术技术的整体传承一定要“师徒传承、身

传心授”，经年累月，才能保证武术的源远流长；现在

学校教授的武术是西方体育模式化的武术，不利于传

统文化的传播，仅起到了武术普及教育的作用。 

武术作为一种技术文化、人体文化、民族传统文

化，有别于其它文本文化、理念文化[2]。中国武术的传

承和中华文化的延续，亟待我们对武术的教育传承特

征进行研究。 

 

1  武术传承方式变迁 
武术教育传承体系是联系武术外层的技术体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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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次的本质、理论基础、文化内涵等的中间桥梁，

其传承方式可以说就是现在的教学模式。即在一定的

教学思想指导下，围绕着教学活动中的某一主题，形

成相对稳定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教学范式。从古至

今，武术的传承方式都是多种形式并存的，但随着社

会的变迁，不同时期各种传承方式的主导地位是不断

发生变化的，而这些变化受到一定时间、空间和动力

的影响，并对武术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1  古代的武术传承方式 

传统武术的文化体系由于其形成的渐进性和传承

过程的封闭性、标准的模糊性、修炼的体悟性、文化

的继承性等特征，使传承活动形成了以宗教、宗派和

门户传承为基本模式，以师徒传承为基本方式，以武

德教育为传承核心，以武术私学为主体教学活动。师

徒传承是指中国的传统武技多以小范围传授为主体，

由师徒之间通过口传身授、耳提面命的方式来掌握武

术之道[3]。在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影

响下，以师傅经验认知为主导的传统习武群体，对外

表现了强烈的文化排他性，形成了师徒传承方式的封

闭、保守、单一等特点。同时，在中国传统的农耕社

会中，这种传承方式却汇集成了千百个门派，各个门

派之间的相互竞争、相互促进、形成了武术文化的繁

荣昌盛。 

1.2  近代的武术教育传承方式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对中国进行政治、经

济、军事侵略的同时，也进行着文化侵略。在这一时

期，中国古代传统体育与西方的“外来体育”并行发

展并逐渐融合，军事武艺在战争中逐步为火器所取代。

19 世纪 20、30 年代，由于军阀混战、政局动荡、政

权变迁、西方文化入侵，致使不同思潮激烈交锋。尤

其是土洋体育的争论，使武术的发展处于前所未有的

巨大冲突期。武术开始以城市为中心，在近代文化思

潮影响下，沿着科学化、规范化的方向演进，最终导

致了武术传承方式的历史转折，形成了各种武术教学

模式。 

辛亥革命前后，一些社会名流和教育家在“强国

强种”思想倡导下，为了延揽武术人才，不少城市相

继出现了一大批武术会社。随着“清末新政”与中国

近代教育、体育制度的建立，中国传统武术正式进入

学校教育，成为学校体育课程中的一项内容，学校武

术教育或直接从民间武坛聘请拳师；或从武术社团聘

请教员；或是聘请各级国术馆和体育专门学校的毕业

生。如民国初年，马良发起创编和推广《中华新武术》；

霍元甲等人创办了“精武体操学校”，并于 1928 年 6

月，将国术研究馆正式易名为“中央国术馆”。从此，

古老的中国武术被纳入了现代教育的范畴，其传承方

式也由单一“师徒制”过渡到“学校班级授课制”。 

1.3  现代武术教育传承方式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术的性质、地

位和作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武术发展的政策，

建立健全了国家武术管理机构，特别是竞技武术形成

了较为完备的竞赛体系，成为非奥运项目中的重要体

育项目之一。1956 年教育部颁布的中国第一部全国通

用《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就有关于武术方面的内容。

以后于 1978 年、1987 年、1988 年陆续修订了中小学

体育教学大纲，将武术一科改为“民族传统体育”，2000

年教育部颁发了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和普通高中《体

育与健康教学大纲》，将民族传统体育改为武术，列为

必修教学内容。在大学的武术教育教学中，1954 年各

地体育院(系)把武术列为正式课程。随着我国体育教

育事业的发展，学校武术教育也不断得到加强和完善，

相继成立了本科、研究生、博士生的民族传统体育专

业教育，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专门人才。这标志着作

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武术，经历了由市井文化向大众文

化再到精英文化的改良与革命，其传承方式也由封闭、

保守的“师徒制”变为开放、高效的“学校班级授课

制”。 

现代社会人们对知识产生多方面的要求，客观上

要求扩大教育对象，充实、丰富教学内容，进而要求

对武术传承方式进行改革，以提高教育效率，培养高

质量人才。班级授课制的武术传承方式产生就是顺应

了在受教育人数增多的形势下，人们对学校教育的要

求，有利于提高教学效率并扩大教学的教育效果。但

是武术长期以来被视为中国社会的市井文化，处于亚

文化状态，其传播范围以生活在社会低层的社会成员

为主。这种不平衡使得传统武术在一些地方还是通过

“师徒”进行传承。有一些民间企业开设武术学校、

武术俱乐部、武馆等。形成了现代、传统的武术传承

方式相互交融、并存。 

 

2  现代武术传承方式剖析 
1)武术传承教学组织形式。 

教学组织形式，是教学活动中师生相互作用的结

构，或者说是师生的共同活动在人员、程序、时空关

系上的组合形式[5]。教学组织形式是随着社会及教育事

业的发展而变化发展的。当代的中国武术就目前的结

构特点而言，大致由传统武术和竞技武术两大系统组

成，它们之间虽有一定的文化联系，但存在很大的差

异。师徒传承主要是指传统武术的传承，是“一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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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织形式，这样师傅可以充分顾及每位学生的特点

而采取因材施教，并且在施教过程中进行德育教育。

而学校武术课程主要以班级授课为主。 

传统武术具有丰富的文化特征和民族色彩，具有

巨大的文化包容量和文化负载能力，是武术之源，是

其发展的基础。师徒传承虽然教学效率低，但其传承

意味着中华文化的血脉相传。民族的振兴，始于文化

的振兴。谁开始喜欢你的文化，你就开始拥有了谁[6]。

武术对世界体育文化的贡献不能仅仅停留在“竞技和

金牌”上，而是要思考如何为世界体育文化发展贡献

更为独特的优秀的“体育文化产品”，让世界认同中国

的和谐文化。而现代竞技武术是东西方文化相融合的

产物，更多地具有了西方文化特征，是武术体育功能

扩大化的表现形式，对宏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竞

技武术并不具有完全的代表性。武术班级授课制，更

多是指竞技武术的传播。竞技武术的广而告之只能算

是传播，缺少中国文化内涵的武术只能是技术层面的

体育，无法对世界体育文化发展产生积极的建设性的

影响。 

2)武术传承的环境。 

    传统武术师徒传承的显著特点就是它的社会凝聚

性。在历史上，特别是在动荡不安、生活环境又十分

恶劣的社会中，社会成员需要一种归属感。在这种背

景下，师徒凝聚的武术传承，往往会成为团结人群的

一种组织方式，传承双方通过模拟血缘连结的师“父”

与徒“儿”关系，使传技者有可能尽心尽力，反复言

传身教，使徒弟真正学会而放心；同时，在师父严厉

管束下，习武者刻苦练习，不断体悟领会。现代教学

环境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它对学生学习过

程中的认知、情感和行为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对教学

活动的过程和效果施加系统的干预。经济、科学技术、

教学设施、校风班风和师生关系等都对武术的教学效

果产生影响，从而使单一的情感归属功能逐渐弱化。 

虽然，在封闭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和封闭的社会

文化心理等多重因素作用下，师徒传承存在着历史局

限。中国武术的拳种至今整理出来的已有 130 种之多，

其中包括刚劲凶猛“硬打做软”的少林拳和柔绕弹抖

“牵动四两拨千斤”的太极拳等，构成了千姿百态、

丰富多彩的武术技术体系。这些拳种的多元化是武术

生命力所在。试想如果传统武术一旦成为一种模式，

那么它丰富的文化景观就会大大逊色，就会缺乏勃勃

生机。 

3)武术传承的内容。 

学校课程传承是由个人教学向集体教学的转化过

程，是有计划的系统课程，是一系列教学科目的集合。

现代的教学内容更加广泛，是根据社会需求设置的一

些相关课程，是指“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

书”所规定和表述的那些教学内容。具体到武术专业

教学上，教学内容就是一些统一的内容，在规定时间

要求学生必须完成。 

技术动作的统一规范给武术的传播带来了巨大的

益处。尤其是武术的国际传播，它在统一的动作和规

则规定下，使初学者很快掌握了动作的要领。而且这

种教学形式大大提高了效率。竞技武术由于竞赛法则

的规定，使套路运动始终把强调动作规范作为学习和

训练的起始与终结。而且在竞赛规则杠杆撬动下，一

系列“高、难、美、新的动作成了每个学生练习的主

要内容。 

    传统武术的教学内容，却是本门的独家功夫，没

有专门的教材、教学计划等等。更重要的是，师傅技

艺的传承需要从择徒到功成呕心沥血，而且特别注意

对徒弟德育的培养。选徒就象竞技体育的选材，要考

虑所选之人是否具备在训练和比赛中的可接受能力，

而且从道德教育的内容看，既有日常的道德伦理，又

有习武活动时的意志品质。 

4)武术传承的方法手段。 

    师徒传承的教学方法是单一的，就是手把手的教。

由于受农耕社会生产力水平、传统的思维方式以及传

统武术本身活动特点等方面的制约，为师者熟悉并运

用自如的是“知其然”的经验感知和实践把握，而并

不在意“知其所以然”的理论说明[7]。而现代的武术教

学方法手段却非常丰富，如录像机、数码相机、计算

机的使用，利用现代技术储存和传递教学信息，形式

多样，能使学生在比较轻松愉快的情境中进行学习。 

5)武术传承的其他要素。 

至于教学的主体——教师和学生，两种不同的传

承方式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很大的不同。传统的师徒

关系，如“师徒如父子”、“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是

所有拳种门派信奉不渝的信条[8]。徒弟对师父的敬重一

是表现在听从师父在传道、授业过程中的要求和吩咐，

二是对师父本身要敬重，不得触犯。这种以宗法制为

规章、以模拟血缘关系为机制的结构中，师父就像一

位处于中心位置的家长，具有特殊的地位与作用。而

现代的师生关系，是一种开放的关系，更强调平等和

谐。武术流派指某一拳术在传承过程中演变发展，既

保留原拳术的基本内容和特点，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和

特点，形成与传统风格有别的新套路或形成新的拳术。

形成各种流派的主要根源是受中国的地理环境和传统

文化思维的影响，虽然武术流派在某种程度上受封建

宗派的制约有其局限性，但不能否认“拳种众多，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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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林立”是武术繁荣昌盛的表现，坚持“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超越[9-11]。 

师徒传承保持了各种门派的独特性，但却制约了

本流派传播对象的扩大化，使本拳种的生命力减弱。

因为各流派对外表现相当的文化排它性，这种排它性

不利于拳种之间正常的融摄取补，还可能导致失去活

力，未来的发展空间变小。课程制教学使武术的受众

人群扩大，但却使流派消减，在学校中唯一的流派就

是竞技武术流派。而且从培养人才角度，不利于个性

发展，不能完全做到以人为本，不符合现代教育思想。 

 

3  现代武术传承方式的改进 
中国武术要发展，传统武术是基础，武术要走向

世界，就要有自己的特色。因此，传承方式问题是至

关重要的问题，一旦发生武术文化传承的断裂，中国

武术在世界体育中的地位将彻底消失。现代的学校班

级授课制已经成为主导，在这个基础上兼顾其他的传

承方式有利于武术和武术教育的发展。 

1)培养目标的多元化。 

目标形成之后，它制约着教学活动的全过程，但

直接受其制约的是课程与方法。如现在民族传统体育

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大一统、固定的。针对这一培养目

标，现实中表现在课程设置缺乏专业特色，在培养规

格上“千人一面”，在学生就业时与社会需求相脱节。

因此，根据社会对民族传统体育人才的多样性需求，

首先目标的制定符合国家提出“弘扬民族文化和民族

精神”的要求，其次要贯彻教育“全面发展、整体优

化、多样性和统一性”相结合原则，使武术教育传承

方式在班级授课制中兼顾师徒制[12]。 

2)集体教学形式的个别化。 

武术的传统性、文化性、技术性特征决定了其教

学形式在本质上是“精耕细作”型，而不是“粗放经

营”、“批量生产”式。武术技术传承要根据不同水平、

不同社会需求、不同职业生涯规划的学生，在教学过

程中要按目标、分层次因材施教，尤其要尊重和培养

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赋予学生较大的学习空间和自

由度。对于尖子生、特长生等优秀学生，要制订特别

的培养方案，采取有针对性的教学组织形式，最大限

度地激发学生的潜能，这样才能使中国武术在通往明

天的路上更加清醒和自信。另外，在教育的输入环节

上，要丰富学生和教师的输入内容和方式。要创造条

件，将一些民间优秀拳种的传人、传承者吸收到武术

教育中来，这样，既丰富武术教学的内容，又提高武

术教学内容的文化传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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