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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瑰宝，现在越来越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对其挖掘、整理、

普及工作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蓬勃开展。民族传统体育走进校园，创编教材，纳入课程，探索出

一条适合民族传统体育运动发展和普及的有效途径，符合新课程改革，具有巨大的实践意义和理论

意义。北京西藏中学作为一所民族学校，开展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的实验研究，具有其得天独厚的条

件和责任。 

北京西藏中学始终从保护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瑰宝的战略高度去认识和重视开展民族传统体育

工作。北京西藏中学开展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的实验研究，着眼于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整理和创新，探

索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和民族团结教育相结合的有效途径，为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持正确的发展方

向作有意义的尝试。 

为把我校的民族体育工作推向一个新的台阶，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北京市民委决定在北京西

藏中学设立民族体育项目训练基地，主要以藏族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押加”和满族的民族传统体

育项目“珍珠球”、“蹴球”以及“民族舞蹈”作为重点开展的项目，也为本研究提供了新的要求和

思路。 

二、研究思路 

（一）指导思想：根据“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民族教育工作会议指示，结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年——2020 年）》和《北京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精神，全面

推行素质教育、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在课堂教学中渗透民族团结教育，开创民族传统体育工作

的新局面。 

（二）研究目标：在学校探索出一条适合民族传统体育工作发展和普及的有效途径，使民族传统

体育的教育教学朝着科学、有序的方向可持续发展，使民族传统体育的教学和民族团结教育结合得

更加紧密。 

（三）研究方法：采用文献资料收集法、调查法、实验法、分析法及行动研究法等。 

三、方案设计 

策略（一）专家指导 

在我校推进民族传统体育工作的不同阶段，针对各阶段的具体情况，请有关专家来我校对民族

传统体育工作的开展给予具体的指导。 

1．在编写《珍珠球》、《蹴球》和《绫球》等校本教材的过程中请市民间文艺家协会赵书和民族

传统体育专家进行指导，在编写思路、权重设置等方面给予了许多宝贵建议。 

2．在校本课程设置、开展北京市教学成果展示观摩活动和一些公开课、观摩课中，我校聘请了

北师大体育学院杨国庆、北京教育学院陈雁飞、北京教科院基础教研中心体育室马凌、朝阳教育分

院体育教研室胡凌燕进行指导。 

3．在学校成立民族体育项目训练基地前后，在运动队训练、课外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等方

面，学校多次请北京市民委的领导、专家和朝阳区民宗办的领导进行指导。 

策略（二）进行民族传统体育理论的研究 

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体育的一部分，它具有体育的特性。因此，民族传统体育的学习与锻炼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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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遵守体育锻炼的原则。民族传统体育也应该具有增强体质，培养勇敢顽强、超越自我的意志品质

和团结协作的社会意识的功能，为社会提供和构建公平、公正、公开的价值体系和评价标准。 

策略（三）确立三个子课题 

1．在学校普及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研究——开发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校本课程。 

2．提高学校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竞技水平的研究。 

3．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教学中渗透民族团结教育的研究。 

策略（四）成果总结 

1．编写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校本教材。 

2．进行民族传统体育课的展示。 

3．发表民族传统体育教育教学方面的论文。 

4．参与各级各类的民族传统体育比赛并获奖。 

策略（五）将成功经验在兄弟学校进行推广 

四、研究过程 

（一）2008 年 7 月—2009 年 7 月，查阅适合学校开展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相关资料，开发民

族传统体育项目校本课程、编写校本教材、创编具有藏民族特色的、适合在课间操开展的藏舞操，

进行在学校开发、普及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研究。（对子课题一的研究） 

1．编写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校本教材 

编写了全国第一本《珍珠球》民族传统体育校本教材，由北京出版社正式出版，这也填补了全

国珍珠球教学没有正式教材的一项空白。2009年完成编写了《蹴球》、《绫球》两本民族传统体育校

本教材，正等待出版。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校本教材，让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教学有章可循，更有针对

性、实效性，保证了体育课的质量。 

2．将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列入教学计划，保证教学的课时 

学校通过对学生的民族传统体育水平、学习特点和喜爱程度等作系统的分析，采取师生相互交

流的研讨会、问卷调查、专家指导等方式，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引入课堂，通过实验，检验和修正

教学计划和实施方案，制定可以推广的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计划。学校民族传统体育选修项目中设置

了珍珠球、蹴球、绫球、押加、毽球、民族舞蹈等科目，利用总课时数 25%的选修课时，让每名学

生在高一、高二两年的时间里，每个学期能够利用 12课时学习一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高中阶段

共学习四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打破了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教学，为体育课增添了新的元素，

学生们都非常喜爱。近几年，学校还开展了多次北京市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教学成果展示观摩活动，

深受领导的好评。 

3．创编具有藏民族特色的藏舞操 

课间操是学校普及民族传统体育的一块重要阵地。为了体现民族特色，增强课间操的活力，学

校创编具有藏民族特色的藏舞操。在创编的过程中为了进一步体现课改精神，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

作用，融入他们的智慧，学校集中了西藏七个地区民族舞蹈优秀的学生代表，成功创编出我校具有

藏民族特色的藏舞操。现在学校在课间操时间每天要做两套操，深受学生们的喜爱。 

（二）2008年 7月至 2012年 6月，结合学校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具体情况，进行提高学校民族

传统体育项目的竞技水平的研究（子课题二的研究） 

北京西藏中学先后成立了珍珠球、蹴球、押加、绫球、毽球和民族舞蹈 6 支运动队，各个项目

在历届北京市民运会，全国民运会、邀请赛、交流比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学校“民族舞蹈队”

代表北京参加 2011年第九届全国民运会，获得了“二等奖”的优异成绩，珍珠球、蹴球代表队也多

次在北京市获得冠军。学校的藏族学生通过参加比赛不但得到了锻炼、增长了见识，更主要的是通

过比赛的交流和学习，进一步加深了对其他民族了解，增强中华民族意识。 

现阶段，为了使我校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扬光大，得到进一步整体性的提高，学校利用课余

时间，举办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兴趣小组和班、校级联赛，提供各班级之间交流、提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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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也保证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落到实处。 

（三）2009年 7月至 2012年 6月，进行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过程中融入民族团结教育的研究（子

课题三的研究） 

在体育与健康课中融入民族团结教育一直是学校的传统。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教学过程应该

是民族传统体育各个项目所包涵的民族情感、教师教学情感、学生学习情感三者沟通、融会的过

程。在一定意义上讲，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民族团结的意识比单纯的知识

传授更为重要，这也是进行民族团结教育最恰当的时机，它对学生一生的学习生涯都会产生积极

影响。 

五、研究结果和突破性成绩 

该成果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和理论研究，在教学、科研、课间操的开展、运动队比赛和课外体

育活动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成绩。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族传统体育课已成为体育与健康课的特色，成为校本课程 

随着课题的深入研究，学校成功地开发了“珍珠球”、“蹴球”、“押加”、“绫球”等项目的校本

课程，开设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选修课。并在北京市进行了多次的公开课、观摩课等展示活动，

也得到了领导、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 

（二）编写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配套校本教材 

经过多年的努力探索和潜心研究，编写了全国第一本《珍珠球》民族传统体育校本教材，《蹴球》、

《绫球》、《押加》三本民族传统体育校本教材，正等待出版。编写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校本教材不仅填

补了全国没有正式教材的空白，也体现了新课改使校本课程多样性的精神。 

（三）创编具有藏民族特色的藏舞操 

针对学校的民族特点，编排了一套极富藏民族特色的——藏舞操，深受学生们的喜爱。这套藏

舞操也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好评。国务委员刘延东、陈至立，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热地同志和教育部、

国家民委等领导都参观过我校的藏舞操表演，并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为内地西藏班（校）课间操

的创新开辟了新思路”。 

（四）摸索出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融入民族团结教育的途径 

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教学中融入民族团结教育正是顺应时代的要求，对学生情知并重，充分

挖掘刺激学生心里的中华民族情感源泉，使学生通过学习体会到民族团结教育的真正目的。 

（五）培养了优秀的体育师资队伍 

通过民族传统体育校本课程的设置，教材的编写，藏舞操的创编，民族传统体育课外活动的开

展和运动队的训练等等，锻炼培养了一支教育教学理念先进、实践操作能力强、教学水平高、素质

过硬的科研型的体育教师队伍。 

（六）民族传统体育各项目运动队取得优异的成绩 

学校押加队代表西藏自治区参加第六届全国民运会获得了两项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学校男子

珍珠球队部分队员代表北京市参加第七届、第八届全国民运会获得第四名的优异成绩；学校民族

舞蹈队代表北京市参加第九届全国民运会获得了二等奖的优异成绩；学校男子珍珠球队在近两届

北京市民运会比赛中获第一名；学校蹴球队在北京市民运会蹴球比赛中也荣获团体第一的好成绩

等等。 

（七）民族传统体育的科研工作硕果累累 

在近几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于 2008 年和 2009 年在全国核心期刊《广西师范大学学报》上陆续

发表论文：《谈民族传统体育的普及与提高》、《民间体育项目在体育教学中的渗透》、《对民族传统体

育教学的研究——以珍珠球项目教学为例》。论文《“藏族舞蹈”校本化实施策略的实验与研究》在

全国内地西藏班（校）首届论文评比中荣获一等奖。 

六、成果应用及推广情况 

（一）教学内容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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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体育教学大纲和教材在 5 届学生教学实践中运用，深受学生欢迎。学生普遍认为民族传统

体育的教学内容让他们受益匪浅，开阔了视野，是体育知识技能学习与民族团结教育相结合的典范。 

（二）民族传统体育的校本教材得到知名专家的较高评价 

《珍珠球》等校本教材得到了北京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赵书先生和很多民族传统体育的专家、

领导的高度评价，他们对本成果的内容以及学校勇于创新的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研究方

法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三）教材辐射北京市乃至全国多所学校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一七一中学和天津红光中学西藏班、武汉西藏中学等 20多所内地西藏班（校）

先后来我校观摩、学习民族传统体育的课堂教学和藏舞操，在各自的学校进行尝试，并有很好的反

馈。学校于 2008年还为西部“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阳光体育活动做“珍珠球”专题教学

示范课，使“珍珠球”项目在我国西部各省更好的开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四）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学校出版《珍珠球》教材一本，编写“蹴球”、“绫球”等校本教材，在核心期刊《广西师范大

学学报》发表论文 3 篇，已有很多教师、体育专业的学生引用了本成果内容，现在河北保定学院体

育系学生在用我校《珍珠球》教材。我校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运动队多次代表朝阳区、北京市参加少

数民族运动会取得优异的成绩。 

七、成果应用前景 

该成果符合新课标的要求，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系统性，有力地推动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增进了民族团结教育，使民族传统体育焕发出新的光彩，并使学生得到更多的锻炼和学习的机会，

为终身进行体育锻炼奠定好基础，促进学生全面地健康成长，具有普遍的推广价值；为全国中小学

体育与健康课程体系改革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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