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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据不完全统计共977项之多，其中少数民族有676项，汉族有301项，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凝聚着各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
在十七大精神指引下，增强我国文化竞争力，提高国民素质和健康水平，构建和谐社会，民族传统体
育将发挥其重要的作用。
民族传统体育学自1997年被列为体育学下的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以来，已走过了十余年的发展历程，
其中走了不少弯路，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2006年7月在上海体育学院召开了全国普通高校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发展论坛，会上众多专家学者及相关
负责人为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重点讨论了《全国普通高校民族传统
体育（专业）本科课程方案》。
本教材是课程方案中确立的专业主干课之一，我们在编写该课程教学指导纲要的基础上编写了这本教
材，其基本特点是突出适用性、科学性、应用性，即针对本科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遵循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使学生便于学习和在实际中应用。
学生通过学习，应掌握民族传统体育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知识，了解开展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基本
理论与方法，培养指导和组织民族传统体育实践的能力。
本教材是在教育部普通高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导下，依据民族传统体育本科专业课程方案和课程
指导纲要编写的，它是众多专家学者的辛勤劳作和智慧结晶。
编写分工如下：绪论和第一章由广州体育学院倪依克教授完成；第二章由首都体育学院周之华教授完
成；第三章由北京体育大学吕韶钧教授完成；第四章由苏州大学体育学院王岗教授完成；第五章由西
北师范大学陈青教授完成；第六章由上海体育学院卫志强教授和刘树军副教授完成。
编写过程中得到全国该专业所在体育院系的大力支持与合作；统稿过程中，倪依克、刘树军参与了具
体工作，付出了心血，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民族传统体育学科是一门新兴学科，仍在不断的发展完善过程之中，同时也由于编写者的水平所限，
书中尚存的不当与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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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传统体育概论》是在教育部普通高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导下，依据民族传统体育专业
本科课程方案，汇集全国高等院校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教授专家合力编写的。
全书共分七部分，主要介绍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基本概念，研究民族传统体育的必要性，民族传统体育
的起源、发展、内容、分类、特点、价值和功能，民族传统体育与中国传统文化，民族传统体育的传
承与保护，民族传统体育的主要项目等内容。
　　作为普通高校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该教材主要适用于该专业的所有本科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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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节 民族传统体育的基本概念第二节 研究民族传统体育的必要性第一章 民族传统体育的起源
和发展历程第一节 民族传统体育的起源第二节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形成的基础第三节 民族传统体育与
人类的进化第四节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历史发展第二章 民族传统体育的内容与分类第一节 民族传统
体育的内容确定第二节 民族传统体育的分类第三章 民族传统体育的特点、价值和功能第一节 民族传
统体育的特点第二节 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第三节 民族传统体育的功能第四章 民族传统体育与中国传
统文化第一节 多元文化与民族传统体育的多样性第二节 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内涵第三节 民族传统体
育的文化属性第四节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成因第五章 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保护第一节 全球化
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生存空间第二节 融合性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生存的灵魂第三节 民族传统体育文
化传承第四节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第六章 民族传统体育的主要项目介绍第一节 全国少数民族体育
运动会主要项目介绍第二节 其他传统体育项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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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世界上有众多不同的民族，民族传统文化的多样性近年来已经受到
广泛重视。
2001年11月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通过的《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
和不同的地方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说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多样性
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
文化多样性是发展的动力之一，它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而且还是个人和群体享有更加令人满
意的智力、情感和道德精神生活的手段。
因此，我们要从继承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认识民族民间传统体育在文化中所起的作用。
民族传统体育是从民族共同体文化中剥离与凸显出来的一种文化形式，代表悠远年代的遗存。
民族传统体育是剖析体育起源和发展各阶段诸形态的活化石，是挖掘和创造新的体育项目和形式的源
泉，是一笔特殊的宝贵财富。
在人类文化的原始积淀期，各种门类是融合在一起的。
因此，在某种对象中，可以发现多种原始成分——宗教、艺术、教育，当然还有体育。
它们是混沌的、朦胧的，具有萌芽和本源的意义。
民族传统体育对于研究人类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起源与发展的规律有不容低估的价值，仅在精神文
化方面就涉及绘画、雕刻艺术、神话传说故事、宗教信仰、舞蹈、谚语、风俗习惯等，范围相当广泛
，是剥离和分析原始文化的利器。
中国的各少数民族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生活在从母系社会晚期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不同社会形态
中，丰富多彩的传统体育连接成历史的文化层。
民族传统体育并不仅仅向我们展示与原始体育有关的奇风异俗，而且通过剖析各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
，寻求结构和功能的全球性差异，促进人类体育事业的协同可持续发展。
在文化体系中，体育像政治、法律、医疗卫生一样，都是文化的一种重要的组成部分或构成要素。
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传统体育就可以看做是各个不同民族文化或民间文化的构成要素。
文化体系中的各种不同要素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民族传统体育必然跟它所存在的文化环境中的其他文化要素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例如，中医学的跌打骨伤科，就可以看做是中国传统的运动医学，它的基本理论跟中医学是一致的。
中国的武术和气功理论，都离不开阴阳、五行、经络、天人合一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
而各民族的传统体育作为社会文化生活的浓缩点，可折射出各民族发展的轨迹。
尤其是处于社会发展不同历史阶段的少数民族，是研究人类发展的活化石。
从人类学的观点来看，所有的民族和文化都同样是值得研究的，也可以说，所有民族的传统体育都是
值得研究和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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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族传统体育概论》是课程方案中确立的专业主干课之一，在编写该课程教学指导纲要的基础上编
写了这本教材，其基本特点是突出适用性、科学性、应用性，即针对本科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
，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使学生便于学习和在实际中应用。
 全书共分七部分，主要介绍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基本概念，研究民族传统体育的必要性，民族传统体育
的起源、发展、内容、分类、特点、价值和功能，民族传统体育与中国传统文化，民族传统体育的传
承与保护，民族传统体育的主要项目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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