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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1 世纪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和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得到了飞速发展，国家在体育领域也取得许多不

错的成绩，生活品质的提升使得人民群众对于健康生活和精神文化的需求也不断提升，随着近些年多种大型运

动会在我国的举办以及全民健身口号的提出，人民群众对于体育锻炼热情高涨。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前辈们用他们的辛勤付出为我们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但是这些项目由于不被大众所了解，

导致没有得到长足的传承和发展，不受到重视，在发展上存在一定的问题。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如何去传

承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顺应时代的潮流，在保护的情况下达到得到可持续发展，

成为了当下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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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团结统一的国家，55 个少数民族有

自己独特的传统运动，不仅有现代化的田径、游泳、篮球、

足球等运动，更有各民族特色的运动 [1]。例如：抢花炮作

为一种侗族民众喜爱的运动项目，因其具有极强的对抗性、

娱乐性和独具的民族特色，深受少数民族同胞的青睐，并

且数百年来长盛不衰。珍珠球是满族的一项传统体育项目，

原名“采珍珠”，是仿照满族捕鱼、狩猎生产的采珠人的

劳动过程形成的，于 2008 年 6 月 7 日被国务院批准列入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角

度来看，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不仅仅是一种体育活动方式，

更是一个民族在历史中，在生活中和文化上传承下来的一

种精神追求。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世界体育文化的一

个组成部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来源于生活，具有鲜

明的民族特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它不仅是国家体育事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我

们应当使其得到充分发展，使更多人了解它，在可持续化

中传承发展下去，让其再放光彩。

1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基本特点

1.1 传统性

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发展至今具有明显的传统

性，各民族运动项目始终保持了特有的文化习俗和民族信

仰，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一直保持至今。经过历史长河的洗

礼，在传承和发展的进程中，形成了具有各少数民族特色

的不同时间、形式和内容的体育项目，形成了各民族相对

稳定的民族节日。

1.2 地域性

我国人口由 56 个民族的大家庭组成，其中汉族人口

占比 91.1%，其余 55 个少数民族人口总量占比仅有 8.9%，

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了人口少，分布广的情况，且多居高

山，生产水平和科技技术相对欠缺，获取信息的渠道比较

少，且受交通和自然地貌的制约目前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相

对思想比较封闭，孕育出来的体育运动，具有很强的地方

特色。

此外，由于少数民族遍布全国，分布地域广阔，在历

史的发展中各民族的思想、文化、政治和经济等习俗具有

很大的差别，从而形成了比赛形式多样、丰富多彩且具有

各民族特色的体育运动项目。

1.3 民俗性

我国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内容多样，且具有本民族的

特色，在发展中发现传统体育和各民族的风俗息息相关，

相互交织，传统体育的民俗性特点较为突出。民俗提高了

传统体育在各民族传统节日中的地位，传统体育项目则丰

富了民俗活动的内容，两者相辅相成，维系了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项目的可持续发展，融入各民族的传统节日和祭典

活动中，在我国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传统体育项目就贯串

其中，包括了很多的体育项目民族特色的摔跤、射弩、走马、

跑马、拔河等项目，丰富了庆典活动，使传统体育的民俗

性体现得更充分。

1.4 娱乐性

通过每四年一次的少数民族运动会和各民族运动项目

的竞技特征可以看出，运动项目中娱乐、表演项目居多，

目的是达到强身健体为目的效果，体现了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项目的娱乐性。在闲暇消遣时有庆祝丰收和佳节的比赛

项目，将体育寓于娱乐之中，扩大欢快的氛围。壮族喜爱

打铜鼓，打鼓时人民载歌载舞，藏族人民喜爱摔跤，摔跤

时也有各种娱乐表演，表演风格纯朴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

充满了娱乐性和趣味性。

1.5 文体交融

我国各少数民族能歌善舞，能骑善用，热爱文化，酷

爱体育，形成了互相交融，互相促进，不断发展的传统文

化和传统体育，形成了高度体育技巧性同高度艺术性统一

的传统体育项目。如黎族的跳竹竿，击竿者，时跪、时蹲、

时站、节奏越打越快，难度越来越大。跳竿者随竹竿的分合、

高低、快慢，灵巧地跳跃其间，千姿百态，展出现各种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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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姿势。参加者不仅要求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还要具

备较高的音乐素养和舞蹈技巧。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形成了一

种珍贵的民族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文化价值，是

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还有较强的竞技

表演性、娱乐观赏性和强身健体作用，这是一个民族节日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得到了极大的

改善 [2]。在地理环境、社会生产方式、历史条件、文化水

平以及宗教民俗等因素的影响下，形成了这些特征。它随

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延续至今，始终保持着鲜明的民族

特色和风格。

2 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事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国家的高度重视，以及各级政府对民族传统运动项目的保

护与开发工作的逐步推进，使民族传统体育得到了进一步

的发展和提高。但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发展中也存

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知名度较小。

我国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区发布较为分散，所以它

也有其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点；然而，这特色却成为

了阻碍其全面、持续再发展的桎梏，也正是由于其鲜明的

民族性和区域性特点，使得其他民族和地区的人民不怎

么了解其传统体育项目及其繁琐的运动规则，从而减少了

对其发展的关注度和参与度。相比现代体育项目，人们都

对其更为熟知，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经常可以看见，

经常接触到的一些运动，更得心应手。相对于竞技性、娱

乐性程度更大，普及性程度更深的现代体育运动项目，人

们自然就更难更少关注到晦涩难懂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

而现代体育之所以得到大程度的发展，也得益于它的

那些特点。现代体育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世俗性，他被大

多数人所了解，所喜欢；再然后，现代体育会有全世界性

的比赛，不管是奥林匹克运动会也好，还是小到学校举办

的运动会，就像学校举办的运动会，在我国，汉族人口最多，

55 个少数民族占少部分，这就会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的发展失去了较大的优势，对于汉族的学生来说，他们不

是很了解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习俗等，他们对其了解甚

少，更谈不上对其会产生浓厚的兴趣，这就会对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项目造成一定的冲击。再有，所以它的知名度较

小。

其次：客观条件的变化，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受到较

大影响，遇到传承瓶颈。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一直大力支持和支持民族传

统体育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它百花齐放，百花齐放的原

因。但是我们都知道，当今社会，我国由于地区经济发展

的不平衡，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始终都会受到影响，再

一个就是政策的执行力较弱。国家适时出台了相关的法律

法规，政府也制定了相应的法规，以保障其建立和发展。

然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却未能有效地传承和发展，其原

因在于缺乏执行力，没有实施好的政策，没有实现其应有

的现实意义，也没有充分的引导和宣传。由于区域发展，

依然存在着经费短缺、覆盖面狭窄、配套设施落后等问题。

这也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得不到良好发展的原因，使

其传承受到瓶颈。

3 如何可持续的弘扬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对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传承与发展，我们要秉

持着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要贯彻落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的重要性，不只是在弘扬其本身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在

这个过程中，它的出现，它不仅提高了各族人民的体质，

而且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精神和精神生活，更是从多个方面

给人民群众带来帮助，提高便利 [3]。

3.1 加强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相关文化的研究和保护

工作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相关的研究机构、博物馆、及档案

馆承担着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保护和传承的重

大任务，在有关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挖掘、搜集、这里、

保护工作上要投入大量必要的成本，特别是针对民族传统

体育文化的优秀项目、绝技、名作采用音像、文本等要采

用多种形式进行表现，丰富创新其文化表现形式。

3.2 健全和完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相关政策与法规

由于历史发展、政策环境、思想观念、劳动素质等因

素的制约，以及民族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制约，

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结构和发展十分不均衡，经济相对落

后。在这方面，尽管国家也提供了经济帮助以及其他的政

策支持，但是划分到每个方面，就导致体育事业不像其他

的那么受到重视，容易被忽略。国家因此应该多给少数民

族一些帮助同时还要采取有效政策加以扶持，带动当地的

经济，以此促进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还要加大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政策扶持，加快建立和完善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培养机制，抓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收

集和训练等措施。全面推动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促

进民族体育事业的发展 [4]。实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振兴相

关工程，建立专项扶持保障。要加大对相关基础设施的建

设和普及，鼓励地方政府按照当地实际，开展体育活动，

提高全民健身活动的积极性，提高全民参与度，推动民族

体育事业健康发展。不断完善体育设施，加快体育事业的

发展，进一步提高全民族的身体素质。目前，我国还没有

正式提出专门的法律条例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保

护进行规范，我国关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保护方

面的法制仍然不是很健全。因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的传承、保护与发展能否顺利稳步的推进，健全和完善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是不可或缺的重要

前提。

3.3 适当地开设关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相关的学校课

程

学习教育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文化传播途径，是实现

文明传递的最优化形式之一，因此，可以利用学校这一场

所，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史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项目加入到学校的教学课程之中去，从学校的学生开始，

让青年一代熟悉了解相关知识，推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

化的普及。

3.4 合理引导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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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的产业化是一条必不可少的发展途径，当地政府可

以颁布相应政策鼓励旅游业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结合

起来，在实践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利用“全民健身”

这个话题，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融入进去，对于这个话题，

它不只包含了现代的运动，同样包含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充分挖掘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次

的民族文化，合理地引导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向着产业化的

方向发展。针对不同的民族文化，可以考虑发展各自特色

的民族传统体育旅游产业，让游客亲身体验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的魅力，与此同时，实现民族传统产业和其他产业的

一同发展。同时，让产业化成为一种手段去宣传和普及体

育文化，对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将起到积极

的推动作用。

3.5 促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发展

针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不同项目的特点，为其注入新

的生机与活力，做到与时俱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

其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并且在如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时

代大背景之下，随着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不断发展，世界

各国各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联系不断加强，与其他地区

间的友好交流能够使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加深对中国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的了解。在有特色的发展之中形成自己民族

的品牌文化后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找准时机，打入国际市

场，这不仅仅只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自身寻求发展的要求，

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继承和不断发展所必备的

文化要求。

3.6 打造民族传统体育品牌

民族传统体育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

的意义和价值。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充分肯定传统体

育的健身、社交、娱乐等功能，努力继承和发扬这一优秀

文化遗产。应以建设新农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工作

为契机，切实做好民族传统体育工作，弘扬民族文化，增

强民族体质，加强民族团结。多建民族传统体育训练基地，

从而打造民族传统体育品牌。为此，应加强传统体育的宣

传工作，结合旅游业的发展和民族节日活动的开展，加强

民族体育项目的开发利用，争取多部门的支持和协助，增

强开展、挖掘、整理、保护民族体育的内驱力。

4 弘扬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影响与意义

发展少数民族体育项目可以推动国家近代体育项目的

开展。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不但促进了民族地区传统体育

的发展 , 而且也推动了国家一些近代体育项目的开展 , 为

国家近代体育项目不断输送人才 [5]。有些民族体育项目接

近或类似近代体育项目，如射箭、摔跤、马术以及达斡尔

族的传统体育“波依阔”动相似等体育活动 , 这些民族体

育项目只要稍加改革就能直接参加国内外体育比赛。这些

项目在民族地区常年广泛开展 , 有着雄厚的群众基础 , 经

过科学训练就能快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

其次可以促进民族传统体育可持续发展。举办大型运

动会和各种竞赛活动是推动民族体育普及与提高的最好方

式。截至目前 . 全国各省区市 ( 除港澳台 ) 都定期或不定期

地举办省区级民族运动会 , 其中 26 个省区 ( 市 ) 已形成每

4 年一届的赛制。各省区市 ( 除港澳台 ) 举办的本地区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反过来又为全国民族体育运动会奠定了基

础 [6]。

因此，从可持续性角度来弘扬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项目有着重要意义，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具有重要的政

治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精神价值、健身价值还可

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其他产业的发展。对于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项目本身来说，它作为一种体育文化，能振奋民族精

神，加强民族之间的交流，促进团结，和睦相处，还可以

提高我们的文化自信、民族自信 [7]。

5 结论与建议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有着十分深厚的内涵和文化

底蕴，经过了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仍然焕发出新的活力。

尽管时代不断在发展，我们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是蕴藏在其深层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精神却仍然影响着

人们今天的思想和观念。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我们民

族人民宝贵的智慧结晶，不仅仅对研究民族历史文化提供

了重要依据，其背后更是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随着时

代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不断改变，少数民族体育因为种种

原因逐渐走向衰落，使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同时随着世

界各国交流的日益密切，同时其也存在着不可多得的发展

机遇。而其传承与保护是实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可持续发

展领域研究的关键问题，首先第一点就是要做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工作，其次便是深挖其文化背后所蕴

含的精神底蕴，要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要为传

统文化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寻求多样化的发展途径，才

能使其焕发出新的活力，实现其可持续发展。只有进一步

加强对民族体育的重视，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

进一步发展，让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兴旺起来，让它再放光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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