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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民族和谐社会建设关系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社会转型理论、
文化变迁理论、和谐社会理论，从社会学的视角，采取个案研究和实地调查的方法，分析当前中国民
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探寻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一般规律，就民族传统体育文
化传承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
本书由夏思永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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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从自治州的地方性法规和自治州政府的行政规章来看，对自治州内体育场地管理、市
场管理、体育经营等方面都作了一些普遍性和一般性的规定，但对内容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本身
却少有专门规范性文件来规定。
凉山民族体育项目多、内容丰富，既有健身性的，又有竞技性的；既有力量性和对抗性的，又有技巧
性的；有的是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健身项目，有的有可能发展成为奥运会竞技项目。
然而，却没有一个法规性文件来进行规范和保护。
这既说明了我国地方性体育立法的缺陷，也表明了我国还缺乏对“优秀传统民族体育项目的知识产权
保护”的法律意识。
另外，在调查中发现，省、州两级对于民族传统体育只注重国家和省民运会，往往是要比赛了才临时
组队训练，处于一种临渴掘井的状态。
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每四年才举办一次，相距时间太长，不能满足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需
要。
同时政府对民运会的活动经费投入不足，尽管省财政对民运会的拨款逐年增加，基层对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设施的建设也给了一些投入，但与实际需要相差较大，致使基层训练和比赛活动开展很少，导致
民族传统体育在平时各类活动、各类比赛开展中相对投入的经费和精力远远不足，致使从理论层面到
实际操作层面上发展相对缓慢。
如凉山州的州运动会，以及凉山州各县市与体育相交融的各事业单位举办的各种运动会，运动会上开
展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屈指可数。
又如：会理的春节环城赛、全县职工赛等，运动会里绝大多数项目是西方竞技运动项目，民族传统体
育项目几乎没有。
从调查的总体情况来看，凉山州民族传统体育在群众中开展仅限于娱乐，有的普及面还不够，许多民
族传统体育运动除了民间风俗节日和庆典活动中用于娱乐及活跃气氛外，尚未形成全民参与的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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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民族和谐社会建设关系研究》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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