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术操读后感(优质5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
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
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武术操读后感篇一

一、机构介绍

格林青少年武术俱乐部成立于2005年，是被徐州武术协会认
可且具备教学资质的培训中心。目前场馆学生已达2000余人，
拥有六家大型训练场所，100余家合作幼儿园学校。自俱乐部
成立以来，总培养业余学生3000余人，专业学生40余人，依
靠武术专业考取师范类本科学校已突破30人，不仅避免
了“问题”少年的反弹现象，也彻底地解除了家长的后顾之
忧。其总部位于淮海食品城文博园内，具有超前的创新理念，
规范的管理，完善的设施。通过趣味教学使学生学会技艺，
学会处事，学会做人，最大限度的发挥武术的育人价值。

二、师资力量

格林青少年武术俱乐部是由出身武术世家杜兆峰创办。毕业
于北京体育大学，是北京奥运标兵，参与武林风节目特技队，
世界冠军，凭借他多年的赛事教育经验及其对各国家教育总
结组建高文凭，新理念的教学团队。除了招式动作上的规范
标准外，还特别注重手、眼、身、法、步（脚）的训练，帮
助学员们领悟武术中的精髓。同时根据青少年儿童身心的发
展特点，采取相应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处于一种不断学习，
不断进步，不断探索武术知识的情景。在一定的学生阶段给
予学生激励与肯定，并且对于年龄较小的学员，教练将给予
全力的帮助与指导，让苏俄生更快的学会独立，更好的适应



其生活。

三、学习武术目的学习武术最重要的是帮助孩子健康快乐的
成长。通过练习武术强身健体，培养孩子坚强性格，遇事不
慌不乱，有宽大的胸怀，心态端正，修身养性，从而达到做
哪一行都能达到很好的成绩。

四、武术对青少年的好处

武术是我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称根据实践，学习
武术的黄金时期是4—18岁，这个年龄的孩子练武学的快，也
比较容易出成绩，而且少儿习武有一定的好处，不但可以强
身健体，还可以锻炼孩子的毅力。如果基础打的好，再加上
对孩子有兴趣的培养，可以进一步深造，向运动员等方向发
展。其次，学习武术的孩子在社会中有多些防身护体本领，
如过马路、外出旅游、遇到水险、火险、恶人时和普通人相
比，训练有素的孩子更容易化险为夷。

幼儿学习武术对孩子具体变现以下几个好处：

1、健体

武术的健体作用不言面喻，其武术动作的踢腿、马步、弓步、
手臂动作的冲拳、推掌等动作，可使幼儿的肌肉和力量得到
增强，肌健、柔韧、肌肉的弹性得到提高，从而增强幼儿的
体力和柔韧性，增强体质。

2、启智

练习武术可促进血液循环，增加大脑供氧量，刺激大脑皮层
神经末梢。武术的练习中，不单是骨骼肌肉的发达，更是空
间感知，经验，类型、识别等右脑功能的综合发挥，因此非
常有利发展幼儿的空间转换，形体感知等右脑功能，提高了
其形象思维和创造力。



3、育心

武术需要通过变换方向的动作来明确方位，可发展幼儿的空
间知觉。此外孩子们还要主动想办法克服练习过程中的各种
困难，这可锻炼意志、培养勇敢精神，让孩子们学着正确地
看待人、事、物。

4、知礼

武术教练把“礼”也作为训练内容，强调“礼始礼终”，这
就要求武术练习者在练习技术的同时，通过同长辈、教练、
老师、队友，鞠躬施礼，使武术练习者成发自内心和行礼习
惯，养成恭敬、谦虚、友好、忍让的态度和互相学习的作风，
并培养其坚忍不拔的意识品质。

5、自信

现代社会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一些儿童胆小，情绪消极、
易哭。甚至不会与同龄小朋友沟通，通过练习武术，我们可
以看到他们的自信心明显增强，性格活泼开朗，这对于一个
儿童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

五、武术与跆拳道的关系

近年来,武术的发展在多元的途径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种种阻
碍和挫折。特别是中国武术遭受韩国跆拳道挤压的问题得到
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中国青年报》曾有一篇文章,题目
为“中国武术被踹出都市时尚”,一个“踹”字让人有一种哀
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无奈和伤感。甚至有跆拳道馆打出
了“学跆拳道,体 验中国武术精神”的口号,中国武术的千年
魂魄却要靠跆拳道去传承,这不能不说是武术的悲哀。韩国
跆拳道正在占领中国武术市场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这让我
们感觉到了“韩”气逼人。中国武术将如何权衡与跆拳道的
关系,该如何挖掘内在的核心竞争力,这关乎到中国武术的生



存与发展。所以,对中国武术与韩国跆拳道的研究迫在眉睫。

1 积淀深厚的中国武术与文化单一的韩国跆拳道

中韩两国历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韩国从两千年以前开始
从中国输入文字和书籍,并引进了思想、文化和技术。

中国武术是由原始初民为了生存需要与野兽搏斗的生产技术
及原始战争中人与人搏杀的格斗技术而萌生,其后经历了漫长
历史发展过程而最终形成一种内容宏大博深、社会价值广泛、
文化底蕴浓厚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由此可见,中国武术的漫
长发展,体现出其强 烈的生命力、民族性和延续性。

韩国跆拳道的历史是零散的、破碎的,它的内涵是“惨白无
力”的,它没有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就无法造就出与中国
武术相媲美的博、大、精、深,它只能靠依附中国的传统文化
来使自己更加具有活力。

如今以韩剧、跆拳道等为主的“韩流”之所以能够在中华大
地上大行其道,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是中韩文化的同源性,同
时,也是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向往和怀念。与中国武术相比,韩
国跆拳道似乎要单一的多,但也正是这种单一的文化,为韩国
跆拳道在中国迅速传播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由此可见,中
国武术的历史文化是繁杂的、厚重的、不易接受的;而韩国跆
拳道的历史文化是单一的、零碎的、易被传播和接受的。

2 注重方法的中国武术与追求招法的韩国跆拳道

中国武术与韩国跆拳道技术上的差异是由于两国文化方面的
差异所引起的。然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跆拳道从某种意义上
讲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跆拳道,而是经过改良和西方体育化
后的跆拳道。传统的跆拳道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影响,而如
今的跆拳道为了迎合奥林匹克运动,为了促进跆拳道在中国的
传播与发展,其文化内涵注入了西方城市化和都市时尚化的因



子,并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被首次列为正式比赛项目。

跆拳道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技术上追求快速,功夫上讲究速成的
时尚运动。这使得原本就比较简单的韩国跆拳道越来越关注
招法,越来越远离方法。众所周知,韩国跆拳道与中国武术都
存在三种表现形式,即套路(品势)、功法(特技)和对抗(竞赛)。

跆拳道的动作是讲究招法,中国武术的动作是讲究方法。跆拳
道品势是由招法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武术套路是由方法联系在
一起的。招法与方法尽管只有一字之差,但它们却存在着本质
上的差异。招法简单,方法复杂。复杂的方法不是来自于创造
者本身的作用,而是来自于创造者的文化环境和文化习惯。中
国武术强调以巧取胜、以少胜多,甚至是孙子所提倡“不战而
屈人之兵”的思维方式来获得最终的胜利。这些都是受到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自古就有“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
渔”的观点和认识。这种注重方法的思维理念自然也会渗透
到中国武术之中。而韩国跆拳道不论是在比赛时还是在实战
中,其进攻方法都是十分简捷而实效的。这充分表现出跆拳道
的一切动作完全从实际格斗角度出发,便于以最短距离、最快
速度、最大力量、最有效的招法击中对手,不需要任何“委
婉”动作,体现一种干净利索的简捷之美,也体现出写实的成
分在韩国跆拳道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武术的一招一式、进退
开合、闪展腾挪等等是可以传授的,可以观摩习练的,但中国
武术的意境与神韵、武术之道的精微与深久则是只可意会不
可言传的。这要求习练者用身体去领会、去参悟。中国武术
是一种追求过程,注重方法的文化。而韩国跆拳道更多的是注
重实用性和简捷之美,是一种享受结果,追求招法的文化。所
以,我们不能为了追求韩国跆拳道这种速成的招法,而遗忘或
排挤中国武术这种自古就使我们引以为豪的讲究方法的文化。
综上所述,中国武术是艺术的、是复杂多样的,是注重方法的;
而韩国跆拳道是写实的、是简单的,是追求招法的。

3 中国武术礼仪的“修”与韩国跆拳道 礼仪的“学”



人们普遍认为,跆拳道是中国武术传到大韩民族后发展进化的
产物。所以,可以说跆拳道的历史远远没有中国武术的历史久
远。但由于韩国长期以来受惠于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的儒家
文化,跆拳道和中国武术在礼仪方面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它要
求人们“应该有社会责任感;年轻人应该孝顺长辈;对朋友要
诚实真挚;做人要守信用,对人要有礼节。”并有“很强的序
列 意识”,这些都体现出两者对礼仪的崇尚。因此,“礼为
先”就成为中国武术与韩国跆拳道内在共有的核心价值和文
化要义。然而,在今天国人心目中对于两者的认识出现了一些
偏差,即跆拳道比中国武术更加讲究礼仪。这是由于韩国人将
跆拳道的文化进行了提炼、加工和包装, 使得其中包含了符
合现代人价值观的文化。并且跆拳道的礼仪是一种简单的鞠
躬式礼仪,简单的、大众的文化容易被接受和传播。而中国武
术的文化内涵就复杂的多,它要求的是终身不悔,坚持不懈,是
一个终身参悟的过程。”同时,跆拳道还要求学生在每次练习
前要向国旗致礼,然后向教练敬礼。练习中,只要有与教练或
同伴的接触,都要先敬礼,然后再进行练习。练习结束时要向
教练敬礼,向国旗致礼。“跆拳道礼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
体现。”但这种体现是直白的。而中国武术的礼仪却需要习
武者用毕生的精力去体悟,去追问何以’成人、成己’的文化
与人格真谛。这种复杂的文化就很难通过简单的“学”去获
得,更多的需要去“修”来达到更高的境界。跆拳道从一开始
就机械的追求礼仪,有时候一天下来要鞠好几百次躬,而人在
这种简单、机械的运动中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通过反复
的练习,让学生对于“礼”的认识不断深化,最终让鞠躬成为
一种习惯,当这种习惯被大众接受并不断的在生活中出现时,
人们就会误认为跆拳道比中国武术更讲究礼仪。首先,是由于
我们长期以来对中国武术的误读。这种误读使得中国武术在
人们心目中成为实施野蛮、暴力的工具。再加上“重文轻
武”传统思想的影响,“武”常常远离了文化。时至今日,人
们对武术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技术的层面,认为它是
一种“术”。往往一言及武术,便是套路、功法、攻防技击,
便是如同武侠小说一般的杀人于无形。其次,是因为中国武术
的礼仪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



个人的敬畏之感, 使人服膺。因此,武术不再只是一种技艺的
存在, 而有许多道德教化的意义。它蕴藏了许多文化的 内涵。
这个“内涵”就是对中国武术之礼的修炼,对中国武术之道的
感悟。而韩国跆拳道的礼仪表现出的仅仅只是一种形式,可以
通过学习获得。因此,韩国跆拳道的礼仪是“学”来的,而中
国武术的礼仪是“修”来的。

4 传承缓慢的中国武术与传播迅速的 韩国跆拳道

韩国跆拳道之所以能够在中华大地上以“迅雷不及掩耳”的
速度传播开来,其主要原因表现为:首先,跆拳道看起来挺热闹
的,没什么难度,而且也不需要太扎实的基本功,它的动作体系
非常简单,掌握速度快,动作大都外放,很舒展。而中国武术讲究
“一日练一日功,一日不练十日空”,给习武者在练习的道路
上带来了种种障碍,从而将眼光转向简单易学的跆拳道。其次,
韩国跆拳道与中国武术都属东方传统体育项目,具有相近的文
化背景,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性。因此,中国人学习和掌握跆
拳道的技术、文化等,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第三,韩国跆拳
道凭借中国传统文化的“东风”,将礼仪最大化的体现出来。
注重礼仪,让人感受到它的底蕴,受到孩子家长的欢迎;而对抗,
则是吸引青少年的最佳层面。然而,中国武术的礼仪需要的是
终身体悟,它是一种“教化的文化”。虽然韩 国跆拳道也有
一定的教化功能,但这种教化是直接的、裸露的,以及缺乏文
化内涵的。正是因为它简单、直观,所以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和
传播。第四,跆拳道特有的技术风格和强大的视觉冲击更是其
在青少年中风靡的关键所在。中国武术被韩国跆拳道挤压的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韩国跆拳道注重传播,而中国武术讲究传
承。传播可以是横向的也可以是纵向的,而传承只能是纵向的、
单一方向的。因此,传播是快速的,传承是缓慢的。能够传播
的技艺,可以是简单的,也可以是复杂的;而值得传承的技艺,
则需要被传承者用尽毕生的精力来继承和修炼。在漫长的历
史长河中,中国一脉相承的专制制度和带有某种血缘温情的宗
法制度相结合,形成一种“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这种
社会政治结构深刻 地影响着中国文化。而作为中国文化中重



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武术也不可避免的受其影响。武术技艺的
传习是建立在家族传承或师徒传承的关系之上的,并 有着严
格的传承制度和方式。这使得中国武术在传播的过程中步履
维艰,方便了跆拳道的流行。因为它时尚,所以各大城市中年
轻人练习跆拳道的很多。因为它有仪式感,从精神到内容是统
一的,所以对文化 层次比较高的人群产生吸引力。而武术技
术体系的繁杂和内涵底蕴的深邃,的确让早已步入快节奏的工
业化时代乃至后工业时代的人们难以在短期内理解 和掌握,
更不要说那些不谙中国文化的西方人了。与此同时,跆拳道十
分注重技术与道德的融合。其习练者彬彬有礼,谦虚待人,表
现了良好的道德素养。武术尤其是传统武术,也十分重视“术
德并重”。但由于武术发展过程中一直处于下层社会的民众
中,具有历史传承的劣根性,又在现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价值
观发生变化造成道德传播只流于表面形式,造成人们所见到的
武德体现远远落后于跆拳道礼节,尤其是武术散打的出现,更
加深了人们的价值判断。在很大程度 上制约了武术的传播与
发展。而跆拳道恰恰符合了当今社会积极进取、斗志昂扬的
现代精神。因此,韩国跆拳道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大行其道,在
很大程度上受惠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使
跆拳道有了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综上所述,中国武术的传承
是缓慢的,韩国跆拳道的传播是迅速的。但传播的速度和广度
并不能证明一种文化的优秀程度。我们应对中国武术有着充
分的自信。因为,我们的中国武术内涵是深厚的,技术体系是
艺术的,文化理念是先进的。

5 结论

韩国跆拳道在近些年来改头换面,打着“学跆拳道,体验中国
武术精神”的旗号敲开了我国的大门,长驱直入。原本属于中
国武术的“市场”正在被占领。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体育市
场,更是其隐藏在背后的一种民族传统和文化自信的流失。如
果再这样发展下去,已经处在边缘状态的中国武术终将有一天被
“驱逐出境”。因此,面对如此的现状,我们要给中国武术一
个正确的定位,让武术走出“体育圈”和唯技击论的困惑,并



把中国武术中的文化要素和民族精神最大化的挖掘出来,达到
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真正目的。这才是中国武术发
展的正途,也是中国武术与域外武技抗衡时所体现的核心竞争
力。因此,当我们的青少年对跆拳道痴迷甚至是疯狂之际,我
们更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客观的态度来看待中国武术与韩
国跆拳道的关系。不应对跆拳道的“韩流”盲目跟风,也不应
对中国武术短暂的迷失而妄自菲薄。

武术操读后感篇二

我这人比较落伍，《功夫熊猫》出来老长时间了我昨儿才看
了，看了以后感触良多哇，咱算长眼见了。首先我很佩服美
国人的想像力(是美国人拍的吧？)熊猫的老爸你说怎么就是
鸭子？我觉的吧，这个真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还想问一
下这熊猫是蛋生的，还是胎生的？如果是蛋生的那就发了，
我们的国宝计划也就可以完成了，到时候我也养两只熊猫玩
玩。我们也可以走到农贸市场对一大叔说：“老板，要二斤
熊猫蛋！”

电影里的中国功夫还真不错，感觉咱中国挺牛x的。但这个功
夫在现实生活中嘛……这个，这么说吧：奥运开始了，不少
朋友都遗憾中国武术没进奥运会项目。按我看武术没进奥运
很正常，看过武术的都知道，除了小说和电视上的瞎说的以
外，其实在现实中我们的武术根本不是用来打人防身的。武
术似乎成了种另类的体操，你们不信看看武术运动员，个头
普遍不高。为什么呢？个子小容易翻跟头呗。所以我看我们
的武术的体操在自己家玩玩就行了，就甭去奥运会丢人现眼
了。

不是我不爱国哈，各位千万别骂我。不是我看不起中华几千
年传承下来的神韵。我不是韩寒，也不是王朔之类的，没本
事也没胆子批评这个批评那个，但我是在是看不惯几千年传
承下来的神韵到了现在就变成了体操，还到处骗人老外。



武术我也学过，说实话，没啥用。我学了三年，后来和一个
学跆拳道……俩礼拜的小子打架，我被扁的很残。我不是说
武术很弱哦，关键我当时是在学校武术队学的，别看平时可
以直接开砖头啥的没事在耍耍花枪，挺威风。我告诉你们，
开砖头是假的，是个人就开得了，不费劲。练武也不扎什么
马步啥的，就练套路，真正打起架没用。就是逢年过节我们
表演一下，看着挺不错。

武术操读后感篇三

尊敬的各位领导、教练、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举行精英武校中期武术大比武，
本次考试从准备、策划得到了学校各级领导的支持，同时也
得到了学校及各位武术教练和同学们的关注，举办本次武术
考试旨在丰富和弘扬我市及我校武术文化氛围，促进武术项
目在我校累计全市更大范围的推广普及。使我校武术理论实
践教学与全名健身城市社区体育发展，大众体育文化传播构
成教学实践同步发展的新型发展模式。

中华武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中我精英武校在宁夏省对
中华武术的发展，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
用，也为中华武术在银川扎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未来的舞台
上我校也将涌现出众多武术人才。我们每一届武术人才用他
们的勤劳与热情以及对中华武术的执着追求与不断探索研究，
将宁夏武术不断推向历史巅峰。

宁夏少林精英武术学校作为唯一的一所专业武术培训基地，
担负着为宁夏地区培养武术人才及师资的重大责任，建校十
多年来经过几代武术人的辛勤耕耘，武术教学已成为体育专
业的亮点课程。同时学校的竞赛水平也有了显著地提高。在



接下来的两年里，我们将走向全国的各项赛事中。我坚信，
我们学习与付出将会给我们带来更宽广的路。我们也希望通
过本次武术考试，所有学生能够发扬作风，做到自信，勇敢，
并且高度重视此次考试，将中华武术发扬光大。

老师们、同学们，学习武术不单单只是为了强身健体，更重
要的是我们要学习和挖掘武术中蕴含的文化知识。将其更好
的运用于实践来指导我们的生活。

最后，我衷心的希望所有裁判员能过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
原则，做好本次比赛的裁判工作。所有参赛运动员严格遵守
考试规则，尊重对手赛出风格、赛出友谊、赛出团结、赛出
成绩。

祝本次考试取得圆满成功！祝各位领导、教练、同学们取得
良好的成绩！谢谢！

武术操读后感篇四

很多业内人士都有这样的疑问：“武术散打能代表中国武术
吗？”“难道散打就是中国的功夫吗？”回答“是”
与“非”者均有之。

“是”者认为：当今诸多的影视作品、武侠小说中的打斗场
面将武术过于神化、过于夸张，致使有些人认为散打比起影
视中的武术打斗相差甚大，看起来并不那么过瘾，只有影视
中的打斗才是真正的武术，因此对散打横加指责。

众所周知，文艺作品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夸张手法是必不
可少的。即便是没练过武术的人也不至于以为散打得像影视
中的武打一样，一跃几丈高，一拳将人打出几丈远吧。况且
指责散打不是武术的人大多都是些武林圈内人士，其中不乏
一些武林界颇有名望的老前辈。正因为他们了解武术，与武
术相伴一生，所以他们才能对此提出异议。



事实上中国武术虽不像影视作品中虚拟和夸张的那样，但更
不像当今的散打。当今的散打根本代表不了中国武术。有人
指出是因为人们受了影视作品的误导后才认为“现代散打不
是中国武术”，这岂不是影视界的又一大悲哀。

传统武术之所以被称为中华民族的瑰宝，是因为它是在“一
刀一枪争天下”的历史年代里，人们经过多年的实战经验所
提炼出来的技击精华，并不是哪一位历史英雄心血来潮、头
脑一热就编出来的演练套路。传统武术仅拳的用法就有劈、
砸、崩、挂、栽、截、标、钻、撩、格等等多种用法（因散
打是戴手套进行的，故在此我们不谈掌、指、勾、爪的用
法）；而腿法则有踢、蹬、踹、弹、撩、扫、勾、挂、蹶、
斩、跺、摆等诸多用法，再加摔法和拿法，俗称“踢、打、
摔、拿”四大基本技击法。

看了很多的散打赛事，从“摆台赛”到“争霸赛”，所见到
的几乎全都是那么“三拳两脚”，即：直拳、勾拳、摆拳、
边腿和侧踹。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叫“武术散打”，那么武
术中的“借力发力”、“引进落空”、“四两拨千斤”的技
击要略哪里去了？在每局打斗哪怕就是出现一次类似“野马
分鬃”、“袖里褪金”、“搂膝扒肘”等武术招法的应用，
也算沾点儿武术的边儿。

那么是什么使“传统武术”与“现代散打”如此脱节和对立
呢？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年散打王争霸赛”都已进入最后将要决出各级别的“王者”
比赛阶段时，还时常出现相互乱打的场面。这一点不但众人
看得清楚，连赛事组委也似乎感觉到了些什么，认为“场面
不好看，不符合比赛市场化的原则”，进而对2002年的赛制
有所改革。

一代武术巨匠李小龙曾这样讲：“战胜对手的基本观点就是
因势利导，借力发力。”这里很明确地阐述了传统武术“引



进落空”的技击哲理和原则。谈到这里，有人不禁要问：你
在此一味地强调“引进落空“，按此逻辑双方谁还会先出手
呢？谁也不出手还怎么比赛？我们说如果将“引进落空”只
理解为“等对方先出手”，那是个极大的错误。少林拳法
《打法二十四诀》中，前四个字“扳、唤、搅、撂”中
的“扳、唤”，讲的就是在对手未动之前我方出击之法；
而“搅、撂”则是当我方用“扳、唤”之法引对方已动之后
即顺势打势、取胜对方的拳法，这就是“引进落空”的哲理
所在。

2.训练方法不同。历代武术大师、武林豪杰大都是自幼习武，
他们既练拳法又练武功。不论是谁，不论是何等门派，都是
经过常年累月实战较量和套路演练而练就一身高超武艺，使
之出手不凡。而“现代散打”则根本不承认“传统武术”，
并把传统武术套路说成是“花拳绣腿”，他们的一套训练方
法就是打沙袋、踢手靶。曾有人提出，把散打的手套去掉，
让他们充分发挥技巧，使之向武术“靠拢”。但笔者想，现
阶段的散打者即使去掉手套，武术中的招法也同样不会用，
不认试试看。

3.竞赛规则不完善。散打在竞赛规则的诸多方面还有待改进
和完善。比如相互缠抱规则，依笔者之见，当双方缠抱时，
场上裁判不应该将其分解开，而此时的有效击打也应得分，
这样就促使双方各自想办法解脱。此时当甲方用拳击打乙方
时，乙方就会松开缠抱之手来迎击甲方，以各自争取得点分，
两人就会不分自开。而现行规则是双方缠抱时的击打不得分。
这样势必会促使运动员将缠抱作为“消极抵抗”、“暂时的
休息”。你打你的，反正也不计分，我死死地抱住你不放手，
先歇一会儿再说，等待裁判来解围。这与传统武术中的“跳
出圈子”、“不让近身”的法则是格格不入的。

据说缠抱时相互击打不计分的规则是为了让交战双方有效地
应用摔法，名曰“近则摔”。实际上传统武术技击中，一旦
他人贴靠近身，或被人搂抱时，最有效的制敌方法并不是摔。



正如拳谱中所讲“浑身无处不是拳，碰到哪里哪里击”。而
散打中的缠抱看上去与拳击的缠抱并无两样，将国外拳击的
东西生搬硬套在中国武术散打中，是对中华武术的一种亵读。

那么，“传统武术”和“现代散打”的争论又有何意义呢？
不论作为一个中国公民还是一个武术爱好者，都在深深地关
注着中国武术的发展前途，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散打王争
霸赛”的深入开展，随着中国武术将成为奥运项目而走向世
界时，中国的散打面对的也将是世界各种搏击的挑战。难道
中国就认可将现在的“武术散打”作为中国武术的最高技击
形式推向世界吗？如此，后果将不堪设想。

依笔者之见，从诸多方面来看，将现在的“中国武术散打”
改称为“中国散打”是不无道理的。

中国武协主席官员在新年伊始谈到传统武术发展时曾强
调：“今后，我们每年要推出三个传统武术拳种，进行实验，
搞自己的散打比赛。同时还要进行传统武术交流规则的探讨，
比如分指手套的研究，使散打比赛更具有中国武术的特点，
更利于中国武术的技法的发挥。”这应值得我们每一个武术
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让现代散打得益于传统武术而
如虎添翼，让中华武术借助现代散打的运作机制而称雄世界！

环科081班余兆鲸 学号：20083432

武术操读后感篇五

甘谷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潘慧琴

（2011年12月22日）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同志们：



首先，我代表甘谷县委、县政府对各位领导，各位专家不畏
严寒莅临我县检查指导工作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问候！
下面就我县武术工作情况给各位做一简要汇报，不妥之处，
敬请批评指正。

一、基本情况

-1高全民健身水平，不断增强全民体质，全面推动了全民健
身活动的蓬勃开展。

一是加强领导，完善机构。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分别确
定了一名县级领导分管主抓体育和武术工作。每逢全国、省、
市武术大赛，县上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都要亲自过问，并专
题研究组织筹备工作，对在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队员以县
委、县政府的名义进行表彰奖励，就全县武术工作取得的成
绩，纳入政府年度考核内容。每年人代会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都将发展弘扬武术工作列入体育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
县民政局每年对各级武术协会、武术馆、武术研究会进行登
记换证，严格管理。县体育发展中心作为政府派出的体育专
设部门，全面负责武术工作，并定期向县委、县政府专题汇
报工作。在组织机构上，设有甘谷县武术协会、姜维故里武
术馆、姜维武术研究会，15个乡镇分别成立了武术协会，362
个村设有村级体育武术协会，这些组织机构的设立，确保了
全县武术活动的顺利开展和武术工作的健康发展。

-3多套姜维武术和多套太极拳。据统计，15年来我们已向上
级组织输送武术人才460多人。王璐输送到上海队后，表现突
出，曾获得世界南拳冠军；曲重锦输送到重庆后，在今年的
全国青少年武术锦标赛暨亚洲武术锦标选拔赛上获得少年组
对练冠军。

-5些武术传承人和挖掘出的武术套路，以及在武术工作中涌
现出的典型事迹和先进人物进行全方位报道，对武术活动和
武术队员进行实地采访，有效地宣传了甘谷武术、姜维武术，



展示武术之乡。

三、今后打算

在今后的武术工作中，我们将以这次全国武术之乡复查为契
机，坚持将继续把武术工作列入县委、县政府议事日程，在
全县范围内挖掘发展一大批武术骨干，带领全县人民开展全
民武术，号召全社会重视武术，参与武术，支持武术，关注
武术，宣传武术。一是大力支持，积极参加国家、省、市各
类武术赛事活动，承办好相约姜维故里武术邀请赛；二是对
在武术工作中表现突出，工作积极的武术拳师和武术工作者
以县委、县政府的名义进行表彰奖励；三是鼓励全社会有识
之士挖掘整理姜维武术和民间武术，出版、发行、制作与武
术有关的书籍、视频等旅游宣传产品。四是对涉及武术工作
的民间组织进一步梳理整合，在放开工作的同时规范管理。
五是力争在十二五期间修建比较完整的综合武术馆，创办1-2
所甘谷县姜维武术学校。六是继续打造好姜维武术品牌和全
国武术之乡品牌，树立良好的甘谷武术形象。同时，县上在
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在经费上给予支持，真正把武
术工作特别是姜维武术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