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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开发对继承和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意义重大，其影响价值是不可低估的。项目可按功能作

用、民族名称、项目性质进行分类。少数民族体育项目的开发应遵循”借鉴与个性相统一，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思路，并应

重点开发承继项目、融合项目和创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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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少数民族众多的国家，具有数量众多、
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民族体育文化。是我国民族

文化向外展示的重要载体，又承担着中华民族文化

传承、渗透与融合的历史责任［１］。它既是建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资源，也是推动中华文化

向前发展的精神力量，对于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影

响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开发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的项目，丰富其内容，对规范和发展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分类

对于传统体育项目，我国给予了高度重视，按

照一定逻辑标准和规律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进行了分类和整理，目前我国挖掘和整理的民族传

统体育项目共有９７７项［２］。由于我国少数民族体

育项目种类繁多，加之分类标准不尽一致，致使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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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内容项目的分类难以统一，呈

现一种较为复杂多样的状况。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项目的分类有着重大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

面，一是有助于人们掌握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状况，进行内容和项目的整理与普查；二是有助于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和内容的继承与创新，发现

新的成长点。就目前的研究水平看，对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项目的分类主要有如下三种方法。

（一）按照功能作用划分

少数民族体育项目对人的身心发展所起的作

用显著。有学者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分为健身类

项目、娱乐类项目和竞技对抗类项目。健身类项目

主要是达到健身、养身、防疾治病的效果，如太极

拳、气功等。娱乐类项目主要是休闲娱乐，获得良

好的情感体验，如踢沙包、鹰和鸡游戏等。竞技对

抗类项目是按照一定规则要求，进行体力、技术与

心理的比拼，如射箭、斗角，摔跤等。这种分类方法

是相对而言的，是针对项目的主要功能划分的，因

为每一个少数民族体育项目或多或少都包含着健

身、娱乐与竞技对抗的因素，所以在确定其主要功

能时要注意科学性与合理性。

（二）按照民族名称划分

按照民族名称来进行划分是当下部分学者进

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分类研究所使用的一种常用

方法，其优点是能区分这些项目的民族属性，其缺

陷是难以区分其体育功能和作用。例如，“苗族体

育”就是按民族名称划分的一种结果，它能迅速指

明民族归属，但不能说明其具体内容。所以，按民

族名称划分应与其他项目分类方法结合使用，进行

二次划分，才能达到较为客观科学的分类效果。

（三）按项目性质划分

按照项目性质分类是参照现代体育项目的分

类方法，根据项目的目的与属性对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项目进行划分。有学者采用这种分类方法，将民

族传统体育项目分为游戏类、竞技类与武术类三大

项目群，每个项目群又包含着多个具体项目。这种

方法实际上是兼顾了项目的功能属性和项目的目

标属性等要素，具有现代体育项目分类的意义，但

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民族性却难以体现，可

能会产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的“误区”。

尽管如此，目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分类研究

仍以这一分类方法相对深入与完整，可作为进一步

深化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分类研究的良好平台。

按项目性质分类，可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分为

三大类，（详见表１）。

表１　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分类

项群名称 具体项目 主要涵义

游戏类

项群

跑跳

碰击

托举

舞蹈

杂耍

在跑动或利用道具或自身弹跳中完成动作

利用道具或徒手击打或碰撞目标、身体

托或者举起重物和他人身体

进行体育舞蹈

进行游艺或杂技表演

竞技类

项群

体能类项目：

速度

力量

耐力

技能类项目：

准确类

难度类

以快速、迅猛的速度进行比赛

以强壮、猛烈的力量进行比拼

以意志力、负荷量的耐力进行比赛

准确完成技术的能力对抗

完成高难动作的能力对抗

武术类

项群

拳术

器械武术

武术对练

武术攻防

武术集体表演

各种徒手技法

借助一定器械完成动作

２人以上按固定套路进行武术项目

２人以上，有搏斗形式的武术项目

６人以上的徒手或持器械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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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１可见，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类别

较多、内容丰富，说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开发仍

大有潜力可挖。但从表中较难体现出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项目的民族性与地域性，这也说明有关少数

民族体育项目的分类研究应进一步深化。

　　二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开发的思路

体育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和发展，由于其独特

的性质和功能，成为全球化意义上最为显著的文化

发展成果［３］。体育的全球化也是世界文明发展的

趋势，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走“全球化”道路，是

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一个有效手段，同时也是我

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得到更好发展的一个方向。

但现阶段体育全球化无不渗透着西方体育文化思

想，体现着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和评价观，使我国的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全球化”受到了较大的约束

与辖制。因此，为了生存和发展，我们必须面对自

身的转型和与世界接轨的现实。对于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的项目开发应具有全局且长远的眼光，既要

鼓励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对现代体育的借鉴，又要保

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个性；既要充分挖掘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内容的传承，又要考虑在此基础上

进行创新。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项目的开发获得实效。所以，当前我国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项目的开发思路应是：借鉴与个性相统一，

传承与创新相结合。借鉴的重点是现代体育的组

织管理方法，而不是引进现代竞技内容。突出的个

性是要求在项目开发过程中立足于本民族的体育

习性与活动方式，不仅不能丢掉原有特点，而且在

项目开发过程中要尽可能彰显这些特点，否则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开发将遭遇失败。传承是对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个性的继承与发扬。传承有两

层含义，一是针对某些少数民族体育传统项目的

“丢失”，进行全面整理和充分挖掘；二是要使少数

民族传统项目在本民族之中进行普及，特别是应在

少数民族青少年之中进行普及，使他们热爱本民族

的体育运动项目，以保证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得以代

代相传。创新是指根据本民族体育项目的个性，在

借鉴的基础上创造出体现本民族体育习惯的新内

容、新项目与新方法，使少数民族传统项目开发迈

上一个新的台阶。

　　三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开发的重点

少数民族体育项目的开发重点应如何确定，这

是当前少数民族体育项目开发的一个重要问题，并

在学术界存在争议。根据上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项目开发的思路，笔者试图从未来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发展的需求出发，对其发展重点谈谈自己的

看法。

（一）承继项目

各少数民族代代相传、独具特色的体育项目很

多。如最具代表性的武术一项，就有拳理明晰、风

格独特、自成体系的拳种１２９个［４］，全国各省市区

各编写相关文字记录达６５１万字，录制了３９４５ｈ的

录像带，征集文字资料４８２本、古兵器３９２个、珍贵

实物２９种［５］；还有如湖南的摆手舞（土语称“舍巴

日”或“舍巴”）、［６］铜铃舞、龙舟、赛马、叼羊、拔河

等一些传统项目，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它们逐渐

改变了性质，大多摆脱了（或基本摆脱了）迷信的意

味，成为一种娱乐活动，或只带着某些祝愿（消灾纳

福）的性质［７］。这些已经挖掘整理出来的非常具有

民族特色的传统项目，需要得到系统性和持续性的

继承和保护。由于承继项目是少数民族体育的特

色体现，所以这类项目应作为少数民族体育项目开

发的重点。反之，如不进行有效地开发承继，在现

有西方文化体育的冲击下，这些传统体育的生存空

间只会越来越狭小，如彝族的三笙、土家族的摆手

舞、布朗族的刀舞、独龙族的溜索等，目前在群众性

体育运动中处于濒危边缘［８］。

（二）融合项目

开发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应该保持民族体

育的个性，也要有与时俱进的目光，吸取现代体育

的精华，以少数民族体育项目为活动内容，借鉴现

代体育的比赛方法与活动方法，将两者予以融合，

达到“和而不同”的理想状态，形成具有融合特征的

体育项目。如韩国的跆拳道和西班牙的斗牛就是

两个成功的个例，既保持了民族的特点，又有现代

的评判标准，被大众所认同。应当特别指出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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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的目的是促进少数民族体育项目的更好发展，

而不是用现代竞技体育项目取代少数民族体育项

目。换言之，少数民族体育项目中的内容是本质，

而其组织方法只是外在形式，可以借鉴现代体育的

形式。融合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发展应对环

境的一种现实需求，也是其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

基础。

（三）创新项目

开发少数民族体育，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

应该具备创新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价值

观、审美观在不断变化，在保持民族特色的基础上，

对民族项目进行创新，也是发展民族传统体育的一

个有力手段。在原有项目的基础上，根据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的特性，设计推出新型项目，这种新项目

可以是完全创新的，也可以是局部创新的。例如少

林功夫的新套路编排或某种全新项目的推出，这是

一种完全创新；而某些传统项目的比赛改变一些评

判标准或组织形式等则可以看做是一种局部创新。

所以在许多情况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比赛应

是一种局部创新，因为原有项目的主要内容并未改

变，民族特色保留，而仅仅是组织形式有了改变。

创新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开发不竭的动力，对

创新项目的总体设计仍然应强调少数民族体育项

目的民族性与独特性。

卢元镇提出了“把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发展成

为以东方哲学思想为文化背景的东方运动会”。［９］

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开发与研究意义是

深远的，也是长期的、系统的、可持续的，它具有浓

郁的中华民族特色，它的开发和利用，对于加深世

界对中国民族文化的认识，有效地彰显中国民族文

化的特色具有深远的意义，它也是提升中国在全球

软实力的一个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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