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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以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为目的 实现民
族传统节日与民族传统体育的互动发展，首先要站在全局发展的高度，用科学的理论对民族传统节日
与民族传统体育进行挖掘、整理、更新和转化，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明确民族传统节日与民族传统
体育的互动发展关系。
在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注重对两者的生存与发展进行客观辩证分析，把握两者的互融性和结合点，树
立正确的互动发展观念，在正确统一的思想驱动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采取有效措施最大
限度地实现两者的互融、互动和互促，使民族传统节日与民族传统体育向科学化、高效化方向发展。
无论是民族传统节日活动还是民族传统体育，最终的目的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为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服
务。
民族传统节日活动具有加强民族团结、促进身心健康、繁荣经济、宣传民族文化、迎合民俗民风等多
种功能。
加强民族团结主要是通过民族传统节日活动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形成统一的民族爱国战线
；而促进身心健康主要是在传统节日中，通过参与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活动，达到增强体质
、愉悦身心、陶冶情操的目的。
实现经济繁荣的最终目的是改善和提高民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宣传民族文化主要是提高人们的民族文
化素质，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
由此可见，利用民族传统节日与民族传统体育的互动发展，对促进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及社会主义新
农村的两个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2.以政策导向、开发社会效益为出发点形成民族传统体育产业组织结构 民族传统节日与民族传统体育
的互动发展，政策的支持力度起决定性的作用。
为此，作为政府职能部门应在政策上给予倾斜和大力支持，采取加大对民族地区文化、体育经费的投
入，实行国家、企业、集体、个人等多种渠道集资，减免民族传统节日中某些活动的相应税收等措施
，实地解决经费问题来激活民族传统节日活动，大力扶持民族体育事业，为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创造
有利的条件。
政府应协调有关部门对节日活动的组织宣传、场地设施、节日用品提供充分的保障，并发动各部门、
各单位、各团体及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体育部门的主要职责是对民族传统节日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
开发与利用进行总体规划，并对其开发的项目进行安全检查，以保证节日活动的有序进行与规范的执
行。
另要抓住传统节日中体育活动的机遇，建立、健全基层的体育机构，完善管理体制，培养一批具有对
民族体育进行实际操作的专业人才，通过节日体育活动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活动推向高潮，努力实现
民族传统体育的跨越式发展。
 研究民族传统节日中对民族传统体育的选择、重构、改造与创新，以及民族传统体育对民族传统节日
的作用与价值，必须以市场经济为向导，本着体育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宗旨，充分认识到现代民族传统
体育具有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的双重性，重点应放在开发其最大的社会效益基础上突出它的社会价值
和功能，使节日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活动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节日的需求，显示其社会价值，达到弘扬
民族文化，发展民族体育文化的目的。
在传统节日活动中组织各种形式的民族体育表演和竞赛，注重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传统体育健身
娱乐活动，从而实现以民族传统节日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蓬勃发展的目的。
 要实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民族地区产业经济的互动发展，必须建构科学的管理机构，形成规模宏大
的民族传统体育产业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平竞争制度，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合理地配置资源
，充分利用民族体育文化资源优势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如将新疆的“达瓦孜”、傈僳族的“上刀
山”“下火海”、蒙古族的“赛马”“摔跤”、满族的“珍珠球”、侗族的“抢花炮”以及深受各族
人民喜爱的“武术”等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表演活动形成民族体育产业经济，可以创造更高的商业价值
，从而推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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