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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背景下，岭南武术是湾区走向融合形成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是湾区校园学生

理应了解与学练的重要传统体育文化项目。运用文献资料、访谈调研、逻辑归纳等方法开展研究，发现当前缺

乏针对特定地域的武术课程建构研究，并根据大湾区武术课程教材缺失与内容陈旧、开展随意及学生对武术认

知存在偏差的现状，提出了“融合岭南传统，贴近生活文化”“注重湾区融合，主张打练合一”“结合信息技术，

提倡便捷实用”等作为课程建构理念，目的是为实现学生对岭南武术的认知、掌握武术能力、塑造武术品德，

分别从湾区武术文化、武术技术、龙狮文化、网络武术四个维度构建了粤港澳大湾区武术课程内容体系与单元

教学计划，主张粤港澳大湾区武术课程除了坚守文化传统外还要回归生活，并融入科技信息的发展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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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re is the movement of syncretistic development in education in the Guangdong-
Hong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the Lingnan Wushu not only as the important carrier to promote 
the Greater Bay are going to integration with culture confidence，but also a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port which is the compulsory subject for the students.This research adopted the methodology of 
literature review， interviewing and logical induction and deductive method in analysis. According 
to the lack of textbook and the obsolete content of Lingnan Wushu Curriculum and carry out by 
informality way that would lead to deviation of student’s cognition of Wushu in he Greater Bay.There is 
the proposal of “tradition of Lingnan and Wushu in everyday life”， “the mixture of fighting and training 
in learning”， and “suppor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practice” as the curriculum goal. Under these 
perspectives， there is the design of the learning content with focuses on Wushu culture， skills in 
practice， lion and dragon dance and development of Wushu network. These four elements may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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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sic background of Lingnan Wushu curriculum. The curriculum proposal expects to achieve the 
outcomes in integrating Wushu into normal life practice and with the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re is the expectation to give Wushu learning  a new and contemporary outlook.
Key words: The Greater Bay Area； lingnan Wushu； curriculum content and design；construct；
system

1  引言

中国武术是国粹，伴随中国上下五千年，在学校

开展武术课程，有助于强化学生的民族意识与民族自

豪感，让更多的学生在习练武术当中强身健体与树立

文化自信，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而岭南武术是流传于

中国南方北部五岭山脉以南各地方拳种的统称［1］，有

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其传播性、包容性、开创性、娱

乐性等地域特征显著。如咏春、蔡李佛、洪拳等都有

着较为广泛的影响力，尤其是李小龙的功夫文化在全

球的传播，流行于世界各地华人的岭南龙狮文化，盛

名于中国武林的武术家黄飞鸿、叶问等都阐明了岭南

武术文化的渊源流长。然而，当前湾区中小学武术课

程内容陈旧、缺乏关于岭南武术的教学内容，没有呈

现出应有的地域特色，而且，学校武术教育普遍存在

“学生喜欢武术，但不喜欢上武术课”［2］的现象。另外，

港澳地区体育课程也缺乏岭南传统武术教学内容，多 

以选修课或课外活动方式进行武术教学 ，教学内容以

武术基本功、长拳等国家规定套路为主，同样反映了当

前湾区武术课程设计不完善，学生无法学到本地岭南拳

种等问题。中共两办印发的《关于全国加强和改进新时

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提到：“认真梳理武术、舞龙

舞狮等中华体育项目，因地制宜开展地域传统体育教学 

活动，并融入学校体育教学……”岭南武术作为粤港

澳大湾区（下称“湾区”）特色传统体育项目理应走进

中小学校园，融入中小学体育教学。因此，将岭南武

术融入湾区体育教学，设计“因地制宜”的武术课程，

有助于湾区学生在岭南武术课程里形成文化自信与强

化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湾区体育教学的融合发展。

1.1  武术课程的研究分析

以往学者研究武术课程关联的课程体系、武术教

材、课程目标、课程改革、组织教法、课程设置、学

时比重、核心素养、武术教学、课程实践等范畴，研

究纬度较广，促成了武术课程顶层设计较为完善的理

论体系。同时，相关研究还包含了武术短兵运动、传

统拳、武术劲力、民族精神、拳种、技术课程、动作

相关学科等。同时，学者侧重对武术整体层面，针对

高校或全国层面开展武术课程研究，而对当前特定地

域的武术课程研究关注较少。

当前，湾区武术存活在特殊的岭南文化中，以南

派武术为主，北拳南下为辅的混合存在形态［3］，其有

着悠久的国际传播史，无论是江门陈享的蔡李佛拳、

黄飞鸿一脉的洪拳，还是叶问一脉的咏春拳，都是湾

区所孕育的拳种，如今在国际上大受欢迎的“功夫”

一词，也是源于佛山李小龙。湾区民间武术所蕴含的

岭南武术文化，从历史长河中已得到国外友人的认可，

有着文化传承、健身、娱乐、技击、民族情感纽带等价值。

湾区同时也是世界华侨的故乡，这些海外华侨所带去

的武术文化，同样受到了世界人民的欢迎，并激发了

国外学者的关注，而国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教

学和教育社会学领域。如在武术健身层面，Gill 和 Kash

提出要将武术作为体育教育课程的建议，描写了武术

对健康提升的价值［4］，Akins 的研究表明通过一段时

间的武术教育过程，武术成为消除紧张的重要手段［5］。

Winkle 等研究建议将武术列为体育课程，阐述了武术

教育的策略以及如何设计一个武术教学单元。［6］另外，

还有关于武术育心的研究，进一步提升习武者的精神

境界，如 Hucker C 通过研究认为武术教育中传统的规

训，门派中的长者往往利用祖贤崇拜、强化内部秩序

来实现。［7］Albert Dalia 认为武术因为强调对快与慢的

把握，对和谐的追求，其就是着力培养一种生活方式。［8］

Stanley E.Henning 指出，在乡土社会的武术教育场域中，

被教育者对拳种创拳人的托付和崇拜，是地方反对种

族压迫的一种建构，一种思维模式，一种想象的共同

体。［9］另外，Tim Cartmell 认为太极拳的粘、连、黏、

随的运动理念就是中国文化精髓的体认教育，代表了

中国武学的本质，而少林内修外练的教育方式就是对

个体精神与肉体的把握。［10］Kai Filipiak 通过对武术从

格斗手段到运动技能变迁的梳理，认为国家与地方的

张力是武术变迁的主要原因，也是武术教育变迁的主

要原因。［11］基于以上学者的研究发现，国外学者对武

术教育与文化有一定的关注，特别是对武术课程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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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分析较多，但对学校武术课程建构的研究较少。

1.2  武术课程建构的民族共同体意识

构建粤港澳大湾区“跨地方共同体”需基于跨制

度、跨文化和跨区域的多层面角度，立足于统一的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以岭南文化作为具体依托，最

终形成湾区族群多元一体格局［12］，湾区武术作为重要

的文化名片，以及基于武术课程改革的迫切需要与湾

区融合中的文化自信构建，有必要开展湾区武术课程

的建构研究，服务大湾区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国各民族成员对共有身份——

“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的内聚力。［13］重新设计湾区武术课程，针对湾区实际

学情，提出更加有效与实用的武术教学方法，能够让

学生爱上岭南武术，助力湾区的融合发展。鉴于此，

本文首先分析湾区中学武术课程内容与开展现状，从

现有教材内容、教法学法、教学困境等方面开展调查

分析，总结与提炼湾区武术课程设计的不足。结合课

程论、文化论、课程构建等理论基础，利用文献分析、

专家访谈、逻辑归纳与演绎分析等方法，多维度构建

湾区武术课程体系。从武术整体出发，涵盖武术套路、

攻防、功法等不同运动形式，注重中华传统文化、岭

南特色与湾区融合，并回归生活与融入信息技术发展

潮流，设计课程内容体系与单元计划，构建课程的文

化自信，助力传统文化在湾区校园的传承与发展。

2  粤港澳大湾区武术课程开展的现状分析

通过文献调查、实地考察及专家访谈，针对粤港

澳大湾区武术课程主题，查阅大湾区“9+2”市正在

使用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教材，分析当前大湾区体育与

健康教材当中的武术内容，利用工作所在地的地理便

捷性（珠海市） 对大湾区 11 城进行了实地考察，并

通过网络与大湾区 11 城武术协会负责人及相关领域

专家进行了访谈，初步总结了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武术

课程的发展现状。

2.1  武术课程的教材缺失与内容陈旧

据《关于学校武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研究》课题

组调查显示：全国 70.3% 的学校没有开设武术课，县

级学校教材的选用相对杂乱，教学内容以套路为主，

学校武术教学内容改革迫在眉睫。［14］而课程内容主

要表现为课程计划、课程标准及教材三种主要形式。

在中高考的背景下湾区内地 9 城市的武术课程皆以人

民教育出版社编著的教材《体育与健康》为主，分别

以“健身长拳”“健身南拳”“健身短棍”为主要学习

内容，以教会学生健身长拳、南拳、短棍的基本动作

与套路，让学生了解健身长拳、南拳、短棍的动作形态、

攻防含义和全套动作的演练，在教学过程中增强体质，

塑造尚武精神，引导学生关注民族传统文化与增强民

族自豪感，培养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等为教学目标。

而高中阶段以形神拳、刀术、剑术、太极拳八法五步、

防身术等为主要学习内容，让学生学练武术的基本动

作、器械套路、太极功法、防身实战等，以提升学生

的身体素质，达到健身和防身的效果。然而，以上教

材内容皆没有涉及岭南武术相关内容。另外，湾区部

分城市结合当地特色拳种，将本地传统拳种引进中小

学校，如江门市的蔡李佛拳、咏春拳，佛山市的咏春

拳和传统南狮，东莞和惠州的莫家拳等，被开发成当

地校本课程或学校武术文化特色。

其次，港澳地区并没有将武术列入中学体育教材

当中，如香港选取了“田径、体操、游泳、篮球、足

球、排球、舞蹈、羽毛球、乒乓球等，并没有涵盖武

术。［15］而澳门的中学体育教育则包括球类、健康常识、

自由活动、体育及纪律训练、素质教学、舞蹈、理论课、

社会体育、竞技体育等内容，同样没有将武术列入教材，

但澳门教会学校与非教会学校均在体育课余活动中开

设武术项目。［16］同时，据学校教师和教育专家访谈反

馈，港澳地区也有将当地传统拳种引进校园，开展武

术兴趣班、拳师公益培训、武术节目创编、课余活动等， 

这也反映了港澳地区武术课程开展比较随意与分散。如 

龙建新、谭洁谈到香港没有把体育课列为必修课，但外

体育活动开展的十分活跃。［17］同理，张海莉指出澳门

是弹丸之地，学校体育场地设施普遍不能适应学校体

育发展的需要，但许多学校为学生开设体育兴趣活动班；

同时也有调查综合报告显示，澳门有一半的学生每周

的体育活动在 3 小时以内，这反映澳门学生身体锻炼的

严重不足。［18］基于上述发现，当前湾区武术教材来源 

相对单一，所开设的武术课程并没有体现岭南地方特

色，而且武术课程相对陈旧，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2  武术课程开展随意与学生武术认知偏差

随着国家武管中心实施“武术六进”及传统文化

教育越来越受到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的重视，武术进

校园活动得到一定的推广与发展，如武术健身操、武

术段位制和竞技武术内容已进入中小学校，各地校园

逐步开展武术校本课程、武术特色文化建设、学生武

术社团、校内外武术竞赛、武术节目创编与表演、武

术网络视频大赛、武术大课间、武术第二课堂或兴趣

班等活动。但是，因缺乏相应的地方特色教材及学校

武术专业师资与专业场地设施限制等问题，湾区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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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校园活动的开展还停留在表浅层面，教学内容随

意性大，对教师武术专项能力依赖性大，体育教师会

什么类型的武术，学生就学相应的武术，如教师只会

五步拳、三路长拳、初级刀术、二十四太极拳（大学

时代常见武术普修内容），那么学生的武术课程内容

学习就会再次诠释当前“学生喜欢武术，但不喜欢武

术课”的原因，导致教学内容陈旧的死循环不断发生。

另外，学生通过武打影视、武侠小说和短视频等

了解武术，会导致学生心目中的武术与现实存在偏差，

部分研究调查显示有 42.6% 和 25.4％的学生认为跆拳道

和拳击属于中国武术。［14］据调查反馈，湾区学生大部

分对武术的认知处于模糊状态，学练武术主要是出于

防身与强身的目的，同时通过武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也可以在武术竞赛中得到心理满足与同龄及师长的认

可。然而，当前湾区武术课程缺乏技击攻防的教学环节，

学生学练兴趣不强，更谈不上发挥与引入岭南武术特色

拳种的技击内容，如洪拳的桥手、咏春拳的黐手、蔡李

佛拳的“抛吸标顶撞，穿拿挂捎插”等。甚至，更有部

分学生认为竞技武术内容是杂技和舞蹈，泛竞技武术的

教学模式制约着武术的个性张扬，同时也禁锢着学生

对武术的认识。［14］多数湾区学生从武侠电影中了解岭

南武术，如黄飞鸿系列、金庸小说改编系列、叶问系列、

元家班系列（成龙、洪金宝等）、短视频系列等多媒体

渠道中认识武术，激发一定习武兴趣的同时，也产生

了一定的误解与认知偏差，如想学习“轻功水上漂”“隔

空打人”“飞檐走壁”等现实武术中不存在的现象。

3  大湾区武术课程的建构

3.1  武术课程的设计理念

国家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于 2009 年 7 月组织全国

武术专家对武术进行重新定义：武术是以中华文化为

理论基础，以技击方法为基本内容，以套路、格斗、

功法为主要运动形式，注重内外兼修的传统体育。基

于上述定义，在设计岭南武术课程时也要回归传统文

化，正如戴国斌教授提出的“武术是身体的文化”［19］。

武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武术同时也源于生活，属于

文化，是中国人独有的生活方式。在粤港澳大湾区融

合及信息时代的背景下，课程的建构理念不仅要立于

武术攻防技击的“基本内容”，更要与时俱进，融入

信息时代的发展。因此，基于上述论点，提出湾区岭

南武术课程的设计理念。

3.1.1 融合岭南传统，贴近生活文化

在设计湾区武术课程时，要时刻体现岭南传统武

术的忠义烈气、卫家强族及好相技击，同时也不忘岭

南武术的硬桥稳马、粤语传统及源于生活。岭南传统

武术在中国武术的地理版图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地域

特色非常显著，而从行政地域划分来看，岭南主要包

括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及湖南、江西等部分地区，

分为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壮族文化、海

岛文化等，但从狭义层面来看，岭南文化主要是指珠

三角一带及港澳的广府文化，也就是现在的粤港澳大

湾区。因此在设计湾区武术课程时需要结合广府文化，

如可将岭南武术课程融合广东音乐、粤菜师傅、岭南

园林、粤剧、醒狮等内容进行设计，让岭南武术课程

更加多元与生活化。岭南民间常说“凡是有祠堂的地

方，皆有醒狮和洪拳”，可见岭南传统武术在岭南大

地历史传播上的普及性与生活化，而我们的岭南武术

课堂也可以转移到岭南的广大祠堂中进行。

受北隔五岭、南阻大海的自然地理环境影响，岭

南民众常与盗匪及岭外入侵者斗争，造就了古南越各

族“好相技击”的特性。因此，岭南传统武术各门派、

各拳种皆注重攻防技击的实用性，如南派武术技术特

征“讲究桥法多变，重视马的稳固，呼气发声，以声

助威，少于跳跃，轻于起腿，技击动作朴实无华，攻

防讲究实用”［20］。因此，在设计岭南武术课程目标时，

始终将“技击”放在核心位置，要教会学生怎样进攻

与防守，理解与尝试使用岭南武术的每一招式。其次，

岭南传统武术有一种刚烈之气，从古到今重视卫家强

族，如宋朝末帝子民“宋亡而为宋遗民蹈海而死”的

忠义豪情，洪拳世代拳师“反清复明”的始终坚守以

及近代反帝反封建民族革命中三元里的抗英烈士等都

与岭南传统武术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洪拳的“洪”

字以朱元璋年号“洪武”立门、蔡李佛拳的太平天国

武将、咏春拳的反清志士传技广东等催生了岭南民间

无数忠义节烈。所以，在每一节岭南武术课堂开始前，

教师要适当以视频、历史讲授及师生分享等形式介绍

岭南武术当中蕴含的爱国情怀与英勇故事，培养学生

的爱国主义。另外，湾区水网交织，生产方式为耕三

渔七、桑基鱼田，日常交通出行以船为主，加上岭南

人体形较为矮小等因素孕育了“南拳北腿、手法多变、

重心较低、腰马合一、近身取胜、粤语方言、贴近生

活”等为鲜明特征的岭南武术。所以，在编排与设计

岭南武术课程内容时，要注意体现上述岭南武术特征，

以强化师生对岭南武术的认知及精准把握。

3.1.2 注重湾区融合，主张打练合一

在设计湾区武术课程上，要基于湾区各地的实际

学情，提炼湾区学生的共性特质，设计因地制宜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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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内容。如需考虑“一国两制”下港澳校园的粤语传

统和英葡文化的吸收、广佛肇的佛山功夫和广府传统、

珠江中的民族革命和华侨文化、深东惠的改革开放和

外来移民文化等无不体现了湾区各地文化的本土坚守

与开放包容并存，民族特色与国际文化的融合发展，

湾区 11 城各地民俗文化各有特色但又大体相似，而湾

区的岭南武术文化更是在这样的融合传统惯性下，催

生了湾区岭南武术“南北融合、中西合璧”的地域特性，

如湾区咏春拳、蔡李佛拳、洪拳、莫家拳、周家拳等不

仅普遍流行于湾区各地，而且还远传海外，深受国外

友人的喜爱。因此，在设计岭南武术课程时要从湾区

学生的共性特征出发，选择湾区知名度较高的岭南武 

术拳种，同时也不限于单一的岭南拳种，注意南北融

合与中西合璧的地域特性，拓宽与丰富岭南武术课程。

另外，因为湾区岭南武术文化的融合传统，在设

计湾区武术课程时需注意选择湾区本地传承悠久且普

及面较广的南派武术，如港澳武侠电影常见的洪拳、

咏春拳、蔡李佛拳及流行于广东地区的“五拳十三家”

等，提炼南派武术的经典核心技术体系，如洪家拳的

十二桥诀、蔡李佛拳的十大技法、咏春拳的中直简化

与摊膀伏等，重新编排适合湾区校园开展的“广东南

拳体系”，涵盖基本功、套路、功法、器械、实战、桩功、

文化历史理论为一体的课程内容。同时，注重体现岭

南武术的实战性与实用性以及学生对武术攻防技击本

质的兴趣与好奇，设计湾区武术课程打与练的融合内

容，如洪家的桥手对练、咏春的木人桩与黐手练习、

蔡李佛拳的拳械对练等，在每一堂岭南武术课堂当中，

最后十分钟须结合体能练习与课堂所学技术设计打练

环节，保证每一节课都有打和练，同时在合作练习与

小组探究中，设计打练合一环节，既得招，必试敌。

在湾区文化教育融合的背景下，推动武术课程形成湾

区融合的地域特性，设计打练合一的湾区武术课程。

3.1.3 结合信息技术，提倡便捷实用 

在信息化时代，“信息技术＋教育”已开展多年，

同样“信息技术＋武术课程”也是大势所趋。因此，

湾区的武术课程建构也要融入信息技术，让课程内容

网络化、可视化及可传播。如结合湾区黄飞鸿、李小龙、

叶问等系列功夫电影，开发湾区岭南武术电影片段、

武打明星、功夫传奇故事的课程内容，有目标、有体系、

有教法学法、有资源、有课程评价的湾区武术网络课

程，湾区师生在网络环境下，扫描二维码即可进行课

程，同时融入新电子技术，在岭南武术课程里融合虚

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

另外，除了课程获得的方便外，因湾区武术专业

师资水平的滞后，课程内容设计要简单而又不失核心，

容易而又方便操作，力争在内容设计上，让湾区学校

武术教师或体育教师一看就懂、一练就会、一教就行，

如南派武术的一拳一腿都是攻防明确、轨迹清晰，一

式一招也是声势合一与简单明了。同时，让湾区学生

在岭南传统武术世界里体现功夫的乐趣与实战思维，

了解岭南武术里的忠义烈士与宽广包容，使湾区师生

在信息支撑下的岭南武术课程里，体验课程的便捷实

用与传统时尚。

3.2  湾区武术课程的教学目标

国家“体育与健康”课程目标提出培育学生的运

动能力、健康行为与体育品德，并从塑造学科“核心

素养”的角度出发，培养学生“健康第一”与“终身

体育”的意识，同时在课堂上落实“立德树人”的理

念，让中国学生在体育课堂里得到启智润心，强身健

体。同理，粤港澳大湾区武术课程的建构也需要从运

动技能、健康行为及体育品德三大维度来构建岭南武

术课程的教学目标。

3.2.1 提升武术认知以文武双全

湾区武术课程的目标定位，是为学生能全面了解

岭南武术，不只是简单的学一套拳或者器械。学生对

岭南武术的认知应包括武术知识和武术技术，而武术

知识更是涵盖武德礼仪、拳理知识及拳种历史文化等，

从理论层面多角度认知岭南武术，才能深入了解岭南武

术的前世今生，才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习武兴趣。另

外，武术技术包含岭南武术基本功、基本动作、套路

与组合技术、功法与对练等内容，如从岭南武术的桩功、

桥功、扯马、走生马、基本手法、步法、体能强化等

开始，进而学习岭南武术的基本拳法，如洪家拳的基

础套路工字伏虎拳、咏春拳的小念头、蔡李佛拳小梅

花拳等入手，熟练拳术后才能进入拳种器械的练习，

如五郎八卦棍、蝴蝶双刀、四门板凳等，最后进入各

拳种的实战阶段，如桥手对练三星桩、黐手与木人

桩、实战拆招喂招、各种加强实战能力的体能训练与 

身体抗打及功法练习，以全面提升学生对武术的认知。

3.2.2 掌握武术能力以强身健体

湾区学生在武术课程所塑造的武术能力应包含运

用武术技术的能力、提升武术专项运动素质、形成一

定的武术运动习惯三方面。首先，武术的本质是攻防，

岭南传统武术也是注重实战应用的南派武术，因此，

学生应从岭南武术课程里掌握一定的实战能力，能运

用一定的南派传统武术实战招式进行防身，如洪家拳

讲究的十二桥法：穿、沉、分、架、摸、推、寻、磨、挂、

撞、锁、劈，追求“洪家讲桥马，桥来桥上过；无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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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造桥，马来马发标”等实战思维，咏春拳的连消带 

打、精简中线、三角理念、寸劲发力、甩手直冲、来

留去送等咏春心法，从上述南派武术拳种中学会适合

自己的实战理念与潜意识下的攻防实战招式。另外，

湾区学生能在岭南武术课程里不断提升武术运动所需

的柔韧、力量、速度、灵敏、反应等身体专项素质，

以满足武术实战与上台演练的体能要求，从舞台与竞

赛场上提升个人运用武术技术的能力，展现个人力与

美的艺术，进而养成日常生活中武术防身的实战思维。

其次，从“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的角度看，注重培

养学生的练武习惯，养成健康与规律的终身武术意识，

将岭南武术作为日常的运动习惯，如南派武术的功法

练习、实战模拟、桩功练习、套路演练等，自主地进

行有规律的岭南武术锻炼，进而在岭南武术中达成防

身、强身、健身的效果。

3.2.3 塑造武术品德以修身养性

未习武，先学德，自古以来是习武之人的首要，

每一个门派，每一个拳种，甚至每一位师傅在收徒时，

都会考验习武者的品德，不同的地域与门派也有不同

的戒律与规矩，同时也鼓励习武之人能见义勇为、助

人为乐、忠诚爱国、仁义礼智、刚毅不屈、温良恭让

以及践行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到以武修身，

文武双全。因此，岭南武术课程致力培养湾区学生在

岭南武术中持之以恒、终身习练的武术情怀，将日常爱

好中的岭南武术演变成生活习惯，不断激发习武兴趣，

带动生活的周边加入习武行列。在一次次演练、对练、

实战中不断强化个人的刚毅品质，培养自强不息、厚

德载物的坚强意志，注重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贵和尚

中、刚健有为的品性养成。同时，在岭南武术课程里

体悟“无以人灭天、修己以安人”、义以为上、内圣外王、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传统哲理，正所谓“武不尽势、

势无穷意、意在体悟、悟贵恒坚”［21］，促进学生在 

岭南武术课程里达到内外兼修、德艺双馨、修身养性。

3.3  湾区武术课程的具体设置

3.3.1 湾区武术课程的设计体系

为推动岭南武术课程目标的实现，结合湾区岭南

武术课程的设计理念与湾区实际学情，从《体育与健

康》新课标核心素养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

的培育角度出发，构建学练赛评一体化新样态岭南武

术课程，结合岭南武术浓厚的地域历史特征与丰富的

民间拳种，以及岭南武术醒狮不分家，融合信息多媒

体时代特点，分别从湾区武术文化、武术技术、龙狮

文化、网络武术四个维度建构湾区武术课程体系。

首先，让学生从武德礼仪、历史人文、人物典型

上体验岭南忠义英烈中的保家卫国精神，以及认知从

古代到近代的岭南英雄豪杰，了解他们如何从生活中

创造岭南武术，并以包容创新的武者精神融汇南北武

术与传播海外。其次，学习湾区岭南武术技术，从基

本桩功、套路运动、格斗攻防、功力桥法等内容中

学会南派武术的硬桥硬马、手法步法、拳械套路、实

战对练、抗打功法、拆招喂招、木人桩法、拳派体

能等内容，让学生全面深入地学练岭南武术技能。当

然，湾区岭南武术的课程内容少不了龙狮与龙舟技术

文化，学练龙狮、龙舟的基本技术，了解岭南传统民

俗与节日里的龙狮、龙舟文化，进一步体验岭南武术

的生活气息。最后，在信息时代里学练岭南武术课程

里特有的影视文化，如南派武术电影经典片段、武打

之星等，开发相应的新媒体岭南武术课程资源，利用

QQ、微信、微博、抖音、Facebook 等 APP 推送相应

课程链接、视频、图片、课程任务等，多维度激发湾

区学生的习武兴趣，同时增加岭南武术课程落地的便

捷性，利用“信息 + 武术”、武术云课堂等技术设备，

让湾区岭南武术课程更具科技元素与趣味性，具体课

程内容体系如下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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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湾区武术课程的教学单元计划

根据季浏教授研究团队发布高中体育学科核心素

养指标体系：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三个维

度，柴广新等提出中小学武术课程内容的核心素养分

别为武术认知、武术能力、武术品德三方面［22］，基

于上文阐述的中学岭南武术课程目标与学科核心素养

的培育，结合岭南武术课程设计理念与体系，分别从

湾区武术文化、武术技术、龙狮文化、网络武术四个

方面设计了 18 个教学单元，每一个单元有相应的目

标设置与主题内容及课时安排，根据每一单元的目标

与内容安排相应课时，部分课程内容因教学需要贯穿

整个学期的课堂计划。岭南武术四个维度有机融合在

单元计划当中，每一节课是基于新课标学练赛评的体

系去设计，涵盖岭南武术文化理论、技能套路、体能

实战等，教法学法融合多媒体教学与探究合作学练等

不同方法，将武术运动能力、武术认知、武术品德融

入技能教学、体能练习当中，并进行有机整合，具体

教学单元计划如下表 1。

表 1 大湾区武术课程的教学单元计划

序号 主题 目标 内容 建议课时

1
武术文化—保家卫国
武术文化—生活武术

感受岭南武术里的爱国情怀；
明白岭南武术源于生活，武术也服务于生活

好相技击
护族抗争
耕三渔七
源于实战
抱拳礼仪
南拳实战

4

2
武德礼仪之忠义英烈
武德礼仪之包容创新

体验民族精神的自强不息与忠义之情；
学会包容，融会贯通，传承创新，继往开来。

宋末子民
民族抗争
北拳南下
海外南拳
蔡李佛拳
十大拳法

4

3
人物典型—— 古代 

英雄、近代宗师、当代
武星

了解岭南民族英雄，增强民族自豪感； 
知道岭南近代武术宗师，传承宗师武者精神； 
了解岭南当代武星的事迹，学习正义向善， 

培育奋发向上精神

冼夫人、广府武状元（朱可贞、李威光、姚大宁）；
黄飞鸿、梁赞、叶问、陈享、林世荣；李小龙、 

刘家良、成龙、洪金宝、甄子丹
李小龙三绝：双截棍（部分招式）、寸劲拳、侧踢

3

4 硬桥硬马 学会南派武术基本桥马功夫，增强基本功
洪家拳十二桥诀、南派武术基本步型、扯马、 

马步定活桩
6

5 南派武术基本手法步法 学会岭南武术基本手法、步法，能综合运用
南派武术常用桥法（分定寸）、常用步法（马步、 

吊马、转马、麒麟步）
2

6
拳术套路
器械套路

学会南派武术各拳种基础套路与汇编套路动作；
学会南派武术经典器械套路动作

洪拳工字伏虎、咏春小念头、蔡李佛小梅花拳、 
广东南拳经典汇编；双截棍、蔡李佛功夫扇、 

双头棍、剑术、四门板凳、功夫伞
学期计划

7 抗打功法
体验南派武术的抗打功，内练一口气， 

外练筋骨皮，增强抗击打能力
三星桩、硬桥法、两人抗击打 学期计划

8 木人桩功
学会咏春拳木人桩核心技术动作， 

能自主练习
咏春木人桩核心动作：膀、摊、伏、耕、 

圈、日字冲拳等
3

9 专项体能 提升个人身体素质 柔韧、力量、速度、灵敏、反应 学期计划

10 桥法桩功 学会南派武术基本桥法、桩功
基本桥法：刚柔迫直桥、 

南派武术传统功法、马步桩功
学期计划

11
传统地狮基本功；南狮

礼仪文化
学会南狮的基本技术； 

明白与知道传统南狮的礼仪文化
锣鼓镲击打基本技术、南狮基本舞法、手法步法；

舞狮礼仪、各场合礼仪、传统惯例
6

12 舞龙基本功 学会舞龙的基本动作 基本舞法、步法手法、基本合作练习 3

13
龙舟基本技术；传统民

俗中的龙狮文化
体验龙舟的基本技术 

知道传统民俗中的龙狮文化
基本坐姿与划法、发力与配合；广府传统与 

地域特色、端午节龙舟赛、本地赛观摩
4

14
南派武术电影经典片段

南派武术
影视之星

赏析南派武术电影的经典片段，体验电影表达的
尚武精神与家国情怀，尝试创编与表演武术；了

解武术影视之星的成长历程，能文字分享交流

《醉拳》、《南拳王》、黄飞鸿系列——《男儿当自强》、
叶问系列；李小龙、刘家良、洪金宝、成龙、甄子

丹等电影
电影感悟撰写
小组分享讲座

4

15 微信武术 体验相关岭南武术公众号，完成浏览与分享 微信推文、视频、图片、朋友圈 课余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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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本文分析了当前湾区武术课程的研究与开展现

状，发现缺乏对特定地域武术课程的建构研究，并

结合大湾区实际提出了“融合岭南传统，贴近生活文

化”“注重湾区融合，主张打练合一”“结合信息技术，

提倡便捷实用”的湾区武术课程设计理念，为实现学

生提升武术认知、掌握武术能力、塑造武术品德的湾

区武术课程目标，从湾区武术文化、武术技术、龙狮

文化、网络武术四个维度构建了湾区武术课程设计体

系与单元教学计划，并结合时代发展趋势与岭南地域

特点，提出湾区武术课程应在坚守文化传统的同时，

回归生活与融入科技信息的发展潮流。同时，建议组

建“大湾区教育融合联盟”，设计与完善湾区武术课程，

汇编成大湾区校园地方教材，推广与应用于湾区学校。

然而，本研究尝试从历史文献研究与逻辑归纳中建构

了湾区武术课程的理论体系，期望在后续研究中开展

更多的教学实践或个案分析，来优化课程体系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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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题 目标 内容 建议课时

16
抖音武术、QQ 武术、微
博武术、Facebook 武术

赏析抖音里相关的岭南武术视频，完成审阅与 
分享；阅读 QQ 空间相关的岭南武术文章，尝试 
每周完成一篇武术笔记，生成链接分享；浏览微
博相关的岭南武术课程资源，完成阅读与分享，
发表个人感想评论或微博；尝试阅读 Facebook 

里的武术信息，提升武术对外翻译能力

南派武术片段视频；QQ 空间、文章链接、视频、图片、
留言、阅读、评论、转发

假期计划

17 信息＋武术
尝试用生活当中的信息设备融入 

岭南武术课程的学习中
穿戴式装备、多媒体＋武术 学期计划

18
武术信息

云课堂
尝试构建武术信息云课堂，体验各项设备，感受

科技带来的课堂变革魅力
AI、投影互动、平板、直播、转播 学期计划

（续上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