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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传统文化对体育的影响，是过去我们研究体育文化的基础和重点。
当今，研究身体运动在文化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是研究体育文化的一个新的角度，也是促进文化建
设和体育发展的新的起点。
通过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探讨身体运动对中华民族自源文字——目前世上唯一仍在使用的图画象形文
字的影响，是体育界的专家学者为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传播中华民族文明所做的有益尝试和贡献。
这种尝试得到了其他学科相关专家的认同、支持和帮助，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一定会收获丰硕
的成果，为进一步促进我国体育文化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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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韦晓康，1965年生于广西柳州市，壮族，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中央民族大学体育学院院长、
校学术委员会委员。
研究方向为体育人类学、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体育教育训练学。
1983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体育教育专业，2004年就读于北京体育大学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
分别获教育学学士和教育学硕士学位。
目前还兼任北京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泛亚体育学会理事；亚洲
体育人类学学会理事；中国体育科学协会体育史分会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体育专业委员会委员；
北京高等院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高等学校民族体育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在国家级和北京
市大学生多个体育单项协会兼任职务。
曾主持国家民族委员会、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北京市教委、北京市民委课题6个，国家子课题2个
；参与国家级、部级、校级等课题10个；出版著作3部；主编教材4部；在国家核心刊物、普通期刊、
域外刊物发表论文60多篇，获多项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和教学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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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我们所有的运动项目的选择和开展大多推介的是西方体育内容，我们的所有竞赛程
式全部移植西方竞技体育模式。
以奥林匹克运动会为蓝本的全运会选择的运动项目近乎全部是西方体育项目，大学生运动会、农民运
动会也是如此，就连地方体育竞赛的内容和方式也大多是西方体育项目的运动会；我们的学校体育发
展，不论是教学内容的选择还是教学条件的标准化，不论是教师所掌握的技能和知识，还是评判教师
优劣的评价标准，不论是大学还是中小学的运动竞赛，大多都以西方竞技体育为内容；我们的民族传
统体育项目在西方体育的不断渗透和扩张的过程中，渐渐地成为文化传统被“封存”。
仅有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也效仿西方的竞赛模式在开展，在发展和创新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包括武术）方面，我们没有自己选择从传统起步进行创新，而只是在竞赛体制和程序化上选择了西方
体育的程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只是效仿而已。
 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在一代代以接受西方体育为主要内容的教育过程中，逐渐使当代社会的主流人
群对它的认识和体验变得陌生。
原本有着深厚群众基础的民族传统体育，原本情系民族情感的民族传统体育，原本流淌着民族文化血
脉的民族传统体育，在西方经济、西方体育文化的影响下，群众基础、民族情感、民族血脉正在逐渐
被经济的发展、物欲的刺激和享乐主义的滋生蚕食自己的生存土壤。
追求时尚、娱乐和休闲成为当今人们趋之若鹜的首选，就选取何种健身运动方式来说，人们更喜欢选
择那些时髦、高档、轻松和有刺激性的体育运动项目。
 许多青少年把兴趣投注于外来的“跆拳道”、“空手道”、“瑜伽术”、“踢踏舞”、“健美操”等
，外来体育文化已经充斥了我们的城市中心地区。
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所受到的文化熏陶更多的还是外来体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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