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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武陵山地区各民族民间体育活动具有深刻的区域民俗文化烙印, 是区域民族大众重要的传统闲暇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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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认同与价值取向发生现代位移的重要诱因;市场价值、休闲健身价值、文化保护价值和教育价值的强化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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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族民间体育文化认同是在共同的语言、民族

传统、风俗习惯、价值观、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地理

环境等因素作用下形成的, 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

体之间通过民族民间体育活动对民族文化共同性

的一种确认。经济全球化使各民族文化体系自身

的有序性被打乱,也使我国民族民间体育文化认同

与价值取向发生危机。

武陵山地区聚集了苗族、土家族、侗族等特色

鲜明的少数民族,保存了多样的民族民间传统体育

文化。该区域民族民间体育文化认同与价值取向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民间体育文化实现现代性

转变具有现实意义。课题组曾经在 2005年对湘西

的传统体育文化需求及其变迁进行了专题调研。

在此基础上,本课题将范围扩大到武陵山地区。课

题组对区域内各市(县)基层进行了走访并制定了

调查问卷。问卷调查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等抽样方

法,共发放问卷 1 090份, 回收 956份,其中有效问

卷共 935份,有效率为 85. 8%。经检验, 问卷的效

度与信度都符合要求。

� � 一、武陵山地区民族民间体育文化认同

(一)民族民间体育活动规模与范围逐步萎缩

表 1� 武陵山地区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主要项目(频数比: % )

项目 摆手舞 舞龙舞狮 高脚马 赛龙舟 鼓舞 武术 刀梯 毛古斯 抢花炮

频数比 46. 6 66. 2 12. 3 26. 8 61. 1 61. 9 33. 7 44. 9 9. 2

* 收稿日期: 2011�02�27



续表 1 � 武陵山地区民族民间体育活动的主要内容与项目(频数比: % )

项目 陀螺 秧歌 踢毽球 秋千 射弩射箭 接龙舞 拔河 竹马球

频数比 13. 2 7. 1 11. 2 16. 4 3. 0 2. 9 7. 2 3. 6

� � 通过调研表明(表 1和续表 1) ,该区域开展的

民族民间体育文化活动内容丰富且独具特色, 开展

较为普遍的项目包括舞龙舞狮、鼓舞、武术气功、摆

手舞、毛古斯等,其他的秋千、毽球等具有局部的普

遍性。但与 2005年湘西的调查结果相比具有明显

的萎缩趋势特征 (当年舞龙舞狮样本频数为 95.

3%, 武术气功为 91. 9%,鼓舞为 88. 4% [ 1] )。这一

现象表明尽管舞龙舞狮、武术与气功、苗鼓仍是该

区域重要的民族民间文化活动,但其规模与影响范

围大大缩小了。考察中同时发现, 之前在民族大众

中也有一定影响力的传统活动,如举石锁、拔河、打

弹弓、飞镖等, 已经难以在群众中产生影响力, 只是

偶见于区域民族民间节俗中。

表 2� 群众平均参与民族民间体育活动的次数(百分比: % )

时间 从来没参加 偶尔参加 每年 1~ 5 次 每年 6~ 11 次 每月 1~ 3 次 每月 4 次以上

百分比 19. 2 45. 2 15. 4 9. 3 8. 1 2. 8

� � 从区域内群众参与民族民间体育活动次数看

(表 2) , 也呈现出递减趋势。偶尔参加和从来没有

参加过的人群占到 64. 4% , 说明多数大众没有持

续性和系统性参与, 因而也谈不上体质健康意义。

每月参与 1~ 3次的只占8. 1%, 而每月参加 4次以

上的人数比例只有 2. 8% (调查表明, 该部分人群

多为村寨文艺爱好者或旅游公司演艺人员)。这些

数据与调研访谈中得到的信息是基本一致的, 并且

与 2005年对比具有明显下滑趋势。近年来随着现

代经济的发展以及现代信息娱乐手段的多样化,民

族民间体育等民族文化在现代经济和科技信息化

大潮中愈发力不从心。

(二)武陵山地区民族民间体育文化认同

文化功能认知的调查能一定程度反映民族群

众对其价值认同状况。下面从个体功能和社会功

能两个方面对调查进行分析。

首先是群众对其个体功能的认知。根据表 3

的统计,武陵山地区民族群众对区域民族民间体育

文化的个体功能认知中, 休闲娱乐、民族习惯分别

排在了前 2位,其样本频数比分别为 86. 7%和 82.

6%。强身健体功能排在第三位, 但其样本频数比

迅速降低为 31. 9%。这一调查说明了该区域当前

开展的民族民间体育活动更多地是一种生活娱乐

形式和手段,并具有浓郁的民族传承与习惯特征。

在调研中同样得知, 该区域内各种民族民间体育活

动大多集中于春节、三月三、端午等传统节日, 成为

当地群众大型节日聚会的重要时机。如湘西矮寨

镇春节期间举办的一年一度的�百狮会�,近百个乡
镇的龙狮队、武术队、苗鼓、民族民间风情艺术表演

队、篮球队、拔河队、唢呐队等都会登台表演,成为

当地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的盛会。�百狮会�是湘西
苗族地区民间最隆重的传统庆祝活动。2011年的

活动中,从正月初四到正月初七的 4天时间里,有

吉首周边各县市村寨的百余只狮子同场竞技, 共庆

兔年新春,活动期间开展了一系列群众性民族民间

体育文化活动。访谈中得知, 各村寨民族群众参与

民族民间体育等文体娱乐活动的愿望非常强烈,每

逢节俗活动都自发动员村寨成员参加。
表 3� 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的个体功能(频数比: %)

功能 民族习惯 强身健体 休闲娱乐 增加收入 人际交往 其他

频数比 82. 6 31. 9 86. 7 27. 2 26. 3 5. 6

� � 另外增加收入和人际交往功能也不可忽视(样

本频数比分别为 27. 2%和 26. 3%)。武陵山地区

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较为落后,但其旅游资源丰富独

特,作为民俗文化旅游重要内容的民族民间体育自

然担当了一定角色, 也为民族群众从事民族体育表

演等职业提供了机会。近年来在武陵山地区部分

村寨,成立了各种舞龙舞狮、苗鼓等表演队,在农闲

时节也能获得一笔可观的收益。另外民族民间体

育活动促进了村寨人际交往和凝聚力。

表 4� 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的社会价值(频数比: %)

社会价值 促进社会交流与交往 弘扬和传承民族文化 促进旅游等商业活动 教育价值 说不清楚

频数比 91. 2 93. 5 51. 2 23. 5 5. 3

� � 其次是对其社会价值的调查。如表 4, 在群众 的体会和认知中, 弘扬和传承民族文化, 促进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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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和交往的选择比例最高,分别为 93. 5%和 91.

2%。显然民族文化传统与传承的情结仍然是民族

群众对民族民间体育割舍不了的重要情怀。即使

在现代商品经济和科技信息日新月异的今天, 其仍

是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现代发展的根本动力。结合

表 3的数据,促进民族大众交流在民族民间体育文

化中具有重要意义。如吉首市矮寨镇排兄村每年

度的三八妇女节活动中, 都是通过开展舞狮、苗鼓、

拔河等民族民间体育文化活动促进村民和谐互动,

增加群众凝聚力。随着近年武陵山地区旅游产业

的快速发展,民族民间体育文化同样成为区域旅游

商业开发的重要内容,成为区域经济产业发展的特

色资源。其次是教育价值。调研中得知, 诸如苗

鼓、舞狮、武术等民族民间体育活动常被群众作为

教育子女的重要手段,让其在参与中接受本民族文

化精神的教育。

通过上面的调研分析可以看出,武陵山地区民

族民间体育文化的健身价值较为有限, 这也与多数

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现状类似,这显然与其文化形态

和体育萌芽性质具有密切关系。即其本身更多地

属于民俗游戏与竞赛,更多地凸显娱乐节庆性而非

体育本质的健康与训练特质,这与胡小明等学者对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 2]。总体

上,民族传统、休闲娱乐、促进交流、强身健体、民族

教育依次构成了民族民间体育价值认同序列。这

也体现了其文化活动的多元文化特征, 它不能简单

地被理解为一种身体练习行为,而是一种特定历史

文化背景下其民族文化的展现,包含了其民族文化

中的信仰、习俗、渊源、情感等多重意义[ 3]。至于一

些最为现代的观念致使的认同有所差异,主要是民

族地区人文环境所折射出来民族传统文化中健身

娱乐的下意识思想与其所认同的传统文化的有意

识行为形成的差异[ 1] ,这也是武陵山地区民族民间

体育现代发展中游离出来的现代文化认同特性。

三、武陵山地区民族民间体育文

化价值现代取向

(一)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现代发展存在的问题

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是一个历史

发展与变迁过程,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条件相适应

的产物。从发展趋向看, 其价值取向也必然体现出

一种继承、创新与发展变迁的结合。本课题从存在

问题和价值需求取向角度进行分析,其中问题从自

身和社会环境条件两个方面进行调研。

表 5 � 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不符合现代发展的自身因素(频数比: % )

影响因素 技术与规则体
系松散、不规范

包含愚昧落后内容,
不符合科学与健康原则

开展方式落后,不符合
当前价值观与审美观

其他

频数比 78. 7 72. 2 96. 2 6. 1

� � 首先是民族民间体育自身的影响因素。从上
述分析可以看出,民族民间体育文化是武陵山地区

民族大众重要休闲娱乐手段与民族文化载体, 其开

展的手段、内容及其开展形式等都直接决定了其在

相应时代背景下被认同与接纳的深入性、广泛性,

也决定了大众对其价值取向的时代基础。表 5的

调查表明,方式与手段落后, 不符合现代价值观与

审美观是影响其现代发展的首要因素。这说明随

着现代生产方式的转变和生活观念的改变,人们的

生活观、娱乐观、审美观、价值观等都有了根本性的

变化,而在这种变化中, 部分民族民间体育文化项

目已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其次是技术与规则松散

与不规范排第二位。当前诸多民族民间体育项目

具有明显的自发性、随意性, 因此在表演尤其是竞

技中,难以用今天人们崇尚的量化标准加以衡量,

从而也造成部分项目的普及推广的难以操作性。

第三个影响因素是部分内容中包含了迷信、野蛮等

不符合现代文明与科学的因素,不管是民族大众的

心理还是外来游客的审美都难以接受, 如苗族椎牛

中对耕牛的刺杀与血腥场面让人难以接受。总体

上,这些因素中大多可以通过其自身的合理调整和

规范整理予以解决。

表 6� 影响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现代发展的环境因素(频数比: % )

环境因素
现代生活
观念变化

现代休闲娱乐
手段多元化

现代体育文
化的影响

忙于生计,缺
乏时间精力

生产劳作方
式的变化 其他

频数比 86. 5 82. 6 26. 9 81. 5 73. 5 3. 6

� � 其次是社会环境因素。表 6表明, 现代生活观

念的变化排在首位。考察表明,随着民族经济文化

发展进程的加快和区域基础设施的跟进,长期闭塞

的武陵山寨文明与观念也在信息化大潮下受到了

明显波及。2005年考察显示当时这种影响还相对

有限,但随着日新月异的现代发展, 民族群众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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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视角、思维方式和行为指南也发生了根本性转

变。其次是随着民族地区经济生活和交通通讯等

基础设施的发展,村寨群众与外界有了诸多交流和

沟通,从而有了更多的娱乐与健身选择,也造成了

对民族民间体育的强烈冲击。调研中发现,尽管部

分村寨仍然封闭落后, 但麻将、扑克等娱乐手段盛

行。因此在麻将、电视、手机乃至电脑等娱乐手段

的冲击下, 民族群众已经不再是农闲之余难以打发

时光了。这既是时代的可喜进步,也对民族民间体

育文化的现代发展提出了挑战。第三是随着现代

生活节奏加快, 民族群众的时间和精力更多地放在

勤劳致富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方面, 如大批量的青壮

年外出打工,都对传统文化生活造成了重大冲击。

在现存的诸多民族民间体育活动中,已经难以见到

年轻人的身影,不得不让人担心其现代传承的可持

续性。第四是生产与劳动方式的转变的影响, 这与

生活观念的转变具有明显相关性。相当部分民族

民间体育文化依托乃至起源于特定农耕文明下的

生产劳动方式,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劳作方式变迁的

冲击。稍感意外的是,现代体育项目的影响排在最

后,说明现代体育的传播对于武陵山民族地区的影

响还较为有限。

(二)民族群众对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现代发展的价值取向
表 7� 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的现代价值取向(频数比: %)

价值
取向

加强法规
政策保障

加大投入与扶
持力度,重视
文化保护功能

加强项目整理、
规范与推广,
提升大众基础

促进旅游开发,
强化市场
增收功能

加大与教育结合
力度,促进人才
培养与教育功能

强化组织管
理,推进全
民健身

加强对外宣传
与交流,强化
品牌价值

频数比 78. 1 93. 5 86. 1 91. 5 71. 3 82. 5 78. 9

� � 表 7表明, 民族群众对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现代

发展的价值取向中, 加大政府投入与扶持力度、促

进与旅游业的融合开发、加强项目的整理规范和推

广排在前三位。调研中也发现,当前民族民间体育

文化活动的开展急需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这种

支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是经费的投入。当前

的诸多文体活动大多是村寨群众自筹经费开展,规

模影响稍大些的活动则除了自筹外,主要依靠私人

或企业赞助维持。其次是政府的政策支持,当前文

化、体育等有关部门为了治安等因素,对具备规模

性的民族民间群体活动存在诸多安全责任等顾虑,

最后为了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就是不鼓励甚至禁止

开展。随着武陵山地区经济协作和旅游业的快速

发展, 区域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特色与潜力日益得到

挖掘,因此如何将其与现代产业发展结合起来, 具

有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双赢特征。当然在这种现代

发展中,部分民族民间体育项目的挖掘整理和剔除

糟粕而取其精华显得特别重要。另外还包括制定

保障性政策法规、强化组织管理、加强对外宣传、加

大人才培养力度等方面, 从而切实强化其增收、文

化保护、大众娱乐健身、教育等功能, 进而形成市

场、休闲、文化保护和教育价值的完美结合。

四、结语

武陵山地区民族民间体育文化认同具有逐步

递减的倾向,且认同特征中具有强烈的休闲娱乐和

民族文化习俗特征, 其强身健体功能较为有限。自

身的规则体系松散、内容的良莠不齐和开展手段方

式的落后制约了其现代发展, 同时现代娱乐和生产

生活方式的转变等因素对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价值

认同提出了挑战。在其现代需求价值取向中, 急需

在政府扶持、商业开发、项目规范整理、政策保障、

组织管理等诸多方面齐抓共管,并通过政府部门的

扶持和大众的响应形成合力, 最终形成符合现代娱

乐消费心理和时代科技进步的价值基础与取向,从

而真正实现民族体育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区域和谐

发展。整体上,经济文化的全球化加快了世界文化

的相互交流,给世界各民族体育文化走向世界提供

了机会和发展空间[ 4]。市场价值、休闲健身价值、

文化保护价值和教育价值的强化和融合构成了武

陵山地区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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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到的真实的知识就越多。

四、结语

远程教育就是以网络为基本技术的开放教育, 学生利

用网络课程的学习过程实质上就是学生在网络环境中与媒

体界面、学习资源、学习伙伴及教师等因素的相互作用来建

构知识意义的过程[ 1]。因此, 网络课程中教学交互是否持

续和有效将直接决定着课程质量和学习效果。因此我们的

开放教育的服务要到位, 能让学习者更方便的与教育的提

供者进行随时的让他们感到不陌生的没有拒绝的进行沟通

联系。总之,以学习系统为基础的交互教学, 无论从技术上

还是从方便学习者的角度上都较大程度地满足了远程学习

者的要求, 因此交互次数和质量都大大超过了没有使用学

习系统的课程的交互。这样既有效落实了平时的学习过

程, 学生的学习质量又得到了切实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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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link betw een the inst ruct ion and the lear ning. How ever, in pract ice, there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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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ant w ay s for lo cal people to relax and entertain them selves. National f itness prog ram is not the focus

here. L ife view in the t ransit ional society is the cause for the change in cultur al ident ity and value orienta�
t ion, leading to a cultural orientat ion emphasizing mar ket value, r ecreat ion value, cultural protect ion value

and educat ional value in the area.

Key words: Wuling M ountain area; folk sports; cultural ident ity; value orientat ion

1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