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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坚定文化自信，积极构建中华传统文

化体系。舞龙舞狮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瑰宝，是民族勤劳和勇敢的象

征。兴义市顶效镇铁路小学作为贵州省中小学率先引入舞龙舞狮的学

校，已形成较为完善的体系，并带动了一些学校舞龙舞狮的发展。因

此，对铁路小学进行研究具有一定价值。本研究以铁路小学舞龙舞狮

开展现状为个案，运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调查法、访谈法、问卷调查

法、数理统计等研究方法，对铁路小学舞龙舞狮的课堂教学、课外活

动及保障体系等方面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和分析，探究制约该校舞龙舞

狮发展因素，提出对策和建议，旨在促进铁路小学舞龙舞狮发展。同

时总结、归纳开展成功经验，以供更多学校借鉴参考。研究结果表明： 

（1）铁路小学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结合地域文化优势在贵州省

中小学率先引入舞龙舞狮，其发展呈现多样化形式，并且具有一定社

会影响力，整体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2）学校在开展舞龙舞狮课堂教学中，制定了校本教材，并根

据不同年级学生制定了不同教学内容，其教学课时达到了体育课总学

时的三分之一，并且大部分学生表现为较高的学习兴趣。 

（3）铁路小学舞龙舞狮开展途径灵活多样。包括学校针对 4-6

年级学生成立舞龙舞狮兴趣社团、打造训练队、开展教学课、形成大

课间特色活动、并结合其他学科融入舞龙舞狮元素等动态发展形式。 

（4）铁路小学开展舞龙舞狮的保障体系比较完善，包括领导重

视，成立领导小组；完善规章制度；配备专业教师及后备力量充足；

万方数据



 II 

场地器材充足；投入经费支持等方面。 

（5）铁路小学开展舞龙舞狮积累了宝贵的成功经验，包括学校

领导高度重视、完善的制度体系、专业的师资配备、学校资金投入、

灵活的开展形式、丰富的宣传途径，自身优势深度挖掘等方面。同时

也存在不足，教学过程不够优化；学校对舞龙舞狮社团定位不够准确，

参与赛事平台不够；教师校外培训不够，教师科研能力有待提高等。 

（6）铁路小学舞龙舞狮开展成功获得的经验和启示，包括建立

健全保障体系，加强师资团队建设，深入挖掘校园特色的优势，坚持

深入解读舞龙舞狮文化内涵，加强传承路径等。 

（7）针对铁路小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制约因素，提出相关建议：

优化教学过程；调整对舞龙舞狮兴趣社团的定位；加强赛事管理，打

造训练队；加强师资培训；成立体育研究工作室，提升教师科研水平；

丰富校园文化内涵，融入各学科建设，开设舞龙舞狮专业文化课程等

方面。  

关键词：铁路小学；民族传统体育；舞龙舞狮；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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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of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proposed to strengthen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actively build a system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Dragon 

and lion dance is an excellent cultural treas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 symbol of national diligence and bravery. Xingyi City 

Top effect Town Railway Primary School as the first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Guizhou to introduce dragon dance lion 

dance school, has formed a relatively perfect system, and led 

some schools to dance dragon and lion dance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study of railway primary school has a certain 

value. Taking the status quo of dragon dance and lion dance in 

railway primary school as a case study, this study use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field investigation, interview, 

questionnaire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to perform dragon 

dance and lion dance in railway primary school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ragon and lion dance of the 

primary school of the railway,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the 

classroom teaching, the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nd the 

guarantee system are carried out. At the same time, we sum up 

and conclude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for refere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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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primary school of the railway,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national policy, has taken the lead i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dragon-and-dance lion in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Guizhou, and its development presents a variety of forms, 

and has a certain social influence, and the whole presents a 

good development situation. 

(2) in carrying out the class teaching of dragon dance and 

lion dance, the school-based teaching materials have been 

formulated, and different teaching contents have been 

formulated according to the students of different grades, and 

the teaching hours have reached 1/3 of the total school hours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most of the students show a higher 

interest in learning. 

(3) The way to carry out the dragon dance of the primary 

school of the railway is flexible and diverse. It includes the 

school for 4-6 students to set up a dragon dance lion's interest 

community, build a training team, carry out the teaching class, 

form large-class characteristic activities, and integrate 

other disciplines into the dynamic form of the dragon dance lion 

elements. 

(4) Railway primary schools to carry out dragon and lion 

dance protection system is relatively perfect, inclu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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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hip attention, set up a leading group, improve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equipped with professional teachers and 

sufficient reserves,adequate equipment, investment support 

and other aspects. 

(5) Railway Primary school to carry out dragon and lion 

dance has accumulated valuable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cluding school leader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perfect 

system, professional teacher equipment, school capital 

investment, flexible development form, rich means of publicity, 

their own advantages of deep excavation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shortcomings, the teaching process is not 

optimized enough, the school on the Dragon and lion dance 

Community positioning is not accurate enough, participate in 

the tournament platform is not enough, teachers outside the 

training is not enough, teachers need to improve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so on. 

(6) Railway Primary school dragon and lion dance to carry 

out successful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ound security system,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in-depth excavation of the 

advantages of campus features, adhere to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dragon and lion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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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 the path of inheritance and so on.  

(7) in view of the restrictive factor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railway primary school,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optimiz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adjusting the orientation of the dragon and lion dance interest 

societies;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of the events, 

building up the training team; strengthening the training of 

teachers; Set up sports research studio, improve teachers' 

scientific research level,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campus 

culture,integrate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various disciplines, 

the establishment of dragon and lion dance professional culture 

courses and so on. 

 

Key words: railway primary school;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dragon and lion dance;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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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选题背景 

1.1.1 国家相关政策的颁布 

2003 年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舞龙舞狮分会在中南大学挂牌成立，同时推出

“百校舞龙舞狮进校园”计划，由国家教育部会同民政部、国家体育总局共同倡

导在全国高校及中小学普及推广舞龙舞狮运动；2013年，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

学校长在深圳平冈中学共商“全国百校舞龙舞狮进中小学推广计划”的实施，由

各高校遴选专家组成“全国中小学舞龙舞狮教育指导小组”，为中小学推广舞龙

舞狮运动提供科学的指导；2014年 2月 24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

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

的根基”；2018年 3 月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龙协分会为了响应中共中央和国务

院《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精神，召开第六届全国舞龙舞

狮进中小学工作研讨会，进一步强调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重要性。 

因此，舞龙舞狮是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代表之一，发展舞龙舞狮是对传

统文化的进一步诠释，也是契合时代主题以及响应国家号召的有力回应。 

1.1.2 民族传统文化传承需要 

舞龙舞狮作为中华民族体育的代表，一直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龙是中华民

族的图腾、信仰，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智慧、精神和意识的

具体表现，其文化的精神内涵代表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随着时代以

及全球化发展，现代竞技体育对民族传统体育造成巨大的冲击，弱化了民族传统

体育地位；另一方面，当今时代文化的快速融合、交流，再次验证国家形象和地

位是需要民族特色文化作为强有力的支撑，才能立足于世界。因此，亟需对民族

传统体育进行保护和传承及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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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铁路小学舞龙舞狮发展的现实图景 

贵州省舞龙运动开展较晚，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在学校体育中也处于萌芽

期。而兴义市顶效镇被誉为“龙的故乡”，结合当地龙文化背景，同时契合百校

龙狮进校园的背景，铁路小学于 2014年 9月成立舞龙舞狮训练队，是贵州省中

小学率先引入舞龙舞狮的学校；2015年 4月，铁路小学被义龙试验区教育局和

民宗局评为“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示范校”；2015年 10月，铁路小学被教育部

评为“全国体育示范学校”；2017年 6月，中国教育学会小学教育专业委员会

荣誉理事长、中国人生科学学会会长、中国著名小学专家姚文俊率调研组专家十

余人到铁路小学调研舞龙舞狮开展情况，最后对铁路小学舞龙舞狮的发展高度赞

扬。总之，铁路小学舞龙舞狮在贵州省中小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对其进行研究

能够为相关学校的发展提供借鉴及参考。 

综上，对铁路小学舞龙舞狮进行研究的必要性主要有：一、国家颁发了相关

政策支持；二、学校体育是传承发展民族传统体育的主要途径，而兴义市顶效镇

铁路小学在地域优势下结合政策背景，在贵州省中小学率先引入舞龙舞狮，并将

舞龙舞狮作为学校特色，并形成良好完善体系，具有一定影响力，带动了一些学

校龙狮的发展。因此，本研究选择黔西南州兴义市顶效镇铁路小学的舞龙舞狮开

展状况作为个案研究，通过深入对铁路小学舞龙舞狮的开展状况进行调研，分析

制约其发展的因素，同时为铁路小学舞龙舞狮发展提出建设性建议，并总结、归

纳铁路小学开展的成功经验，以期为其他学校舞龙舞狮的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根据中国知网查询 2001-2018年关于舞龙舞狮的研究，归纳出学者研究方向

主要集中在发达地区、以及高校的开展。而本研究主要选择经济欠发达地区，以

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顶效镇铁路小学作为个案研究，为探究其发展的状况，分

析制约发展的因素，提出相关建议，并总结归纳铁路小学舞龙舞狮开展成功的经

验。进一步填充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中小学舞龙舞狮的相关研究，旨在丰富相关理

论，同时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理论参与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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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实践意义 

通过对铁路小学舞龙舞狮开展现状进行个案研究，一方面总结、归纳铁路小

学舞龙舞狮开展成功的经验，能够为其他学校开展舞龙舞狮提供参考与借鉴；另

一方面对铁路小学舞龙舞狮开展状况进行深入研究，并探究制约其发展的因素，

结合省外一些中小学舞龙舞狮教育示范校开展的经验，进而提出可行的建议，旨

在促进铁路小学舞龙舞狮发展，以期为更多的学校的发展提供实践借鉴。  

1.3 舞龙舞狮相关概念的界定及阐述 

1.3.1 文化的概念界定 

什么是文化？当前研究众多纷纭。本研究主要选择一些国内外权威的书籍以

及专家对文化的见解。1973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对文化定

义为人们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孙中山认为，文化是人类为适应生存要

求和生活需要所产生的一切生活方式1；美国的社会学家福尔森认为，文化是人

们所生产的一切产物；《辞海》定义：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

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只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已知相

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2。综上，结合不同学者及本研究需要，对文化界定为：

物质、制度、精神财富共同创造的总和。 

1.3.2 舞龙与舞狮概念界定 

从相关学者研究中，了解到舞龙又称龙舞(龙灯)，在汉代已有记载，是汉族

民间舞蹈形式之一,流传于中国很多地区，主要由于龙视为一种吉祥的象征；舞

狮又称狮子舞, 汉代已流行，在表演上可分文狮和武狮,狮子舞历史悠久3。还有

学者对舞龙进行具体的描述：舞龙者在龙珠的引导下，手持龙具，随着鼓乐伴奏，

通过人体的运动和姿势的变化完成龙的游，穿，腾，跃，翻，滚，戏，缠，组图

造型等动作和套路，充分展示龙的精、气、神、韵等内容的一项舞龙舞狮项目4；

朱梅,罗斌在《舞龙舞狮》研究中提到舞龙即耍龙灯，它的前身是汉代的“鱼龙
                                                        
1
南达《文化人类学》[M].陕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 46页 
2
辞海编委会.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第 743页. 
3
谢小龙,刘向辉,李传武,唐国保,彭仁华.中国高校舞龙舞狮运动的发展特点及未来走向[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11):254-256. 
4
刘长立.文化生态视野下舞龙舞狮运动的传承与发展[D].山东体育学院,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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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衍”之戏，龙的形象各有特色，一般用竹、木、纸、布等扎成，一般每条长龙

由十一人或者十三人组成，最长达到百人之多5。通过以上各学者对舞龙舞狮的

界定，笔者认为舞龙舞狮是由团体组成的、具有生灵活现形式的一项体育活动。 

1.3.3 舞龙舞狮的价值阐述 

舞龙舞狮是中华民族的国粹，它伴随着民族的产生，是人们精神的寄托。归

纳众多学者在舞龙舞狮研究价值中主要集中在：（1）文化价值:从它的起源、发

展以及传承至今的优势，充分展现其文化价值；（2）娱乐价值：从舞龙舞狮发

展过程进行分析，到唐代以后，舞龙舞狮成为一种为庆祝节日而表演的一种形式，

表现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3）健身价值：体现在它是一项体育运动，通过参

与舞龙舞狮，有助于锻炼身体素质、增进健康；（4）舞龙舞狮的育人价值：主

要体现在舞龙舞狮对参与者的精神、意志的培育。因此，舞龙舞狮具有重要的价

值，发扬舞龙舞狮是民族特色发展的重要契机，而学校体育是其发展中必不可少

的路径，能够让学生了解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历史、培养学生爱国情怀，实现新课

标的育人价值，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坚持不懈的优良品质。 

1.4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舞龙舞狮是我国的传统体育，但舞龙舞狮专业化发展在近十年才开始蓬勃发

展。以舞龙舞狮为主题在中国知网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进行查询，发表相关

文献总数为 389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发表相关研究 82篇；关于

舞龙舞狮文化、传承方面的研究分别有 30篇、15篇，在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全

文数据库发表相关研究分别有 3篇、6篇；关于学校舞龙舞狮的研究有 19篇，

其中关于中小学研究的文章有 5篇。综上，本研究主要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文章进

行综述如下：舞龙舞狮文化与传承、价值研究、学校的开展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

势等研究。 

                                                        
5
朱梅,罗斌.舞龙舞狮[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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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国内研究现状 

1.4.1.1 舞龙舞狮文化起源与传承研究 

从很多学者对舞龙舞狮起源界定进行分析，界定较为迷糊，现综合得出以下

几种说法：一、龙起源于古代传说，中华民族的始祖伏羲和女娲形象的蛇身是龙

的原始图形,以及传说中国先祖禹的出世与黄龙相关6；二、龙作为祭祀先祖，祈

求甘雨的一种仪式出现，由开始的各种动物图腾逐渐融合成龙的图腾，随着时代

的发展，狮舞形成了南北两种表演风格
7
；邓思师《广州市普通高校舞龙舞狮运

动开展现状及对策研究》一文中论述了在远古时代，“龙”便是中华民族的神圣

图腾，舞龙则象征华夏民族精神8。 

关于舞龙舞狮文化传承研究：张占平《论当代舞龙舞狮舞的文化意涵与教育

价值实现》一文中指出舞龙舞狮舞的核心是多元融合的中华民族精神。龙图腾在

中华民族伊始就已出现，狮子在汉代出现并成为权威的象征。并随着历史传承下

来，体现其悠久的历史文化9；雷军蓉《中国舞龙运动的社会特性和价值功能》

一文中阐述了舞龙舞狮运动代表了中华民族团结向上、不屈不挠、喜庆祥和的精

神风貌，对中华传统文化影响深远10；薛浩《地域文化视野下舞龙舞狮文化研究》

研究中阐述舞龙舞狮是一种既适合表演又能娱乐、竞技和健身的多种功能的地域

民俗民间文化11；黄丹《论舞龙舞狮运动的传承和可持续发展对策》一文中论述

推广舞龙舞狮文化，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在海内外发扬光大具有重大的意义12；

王岗,王铁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文化审视》中归纳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

属性:地域性、民族性、生产性、生活性、封闭性、认同性、娱乐性等七个方面13。 

综上，舞龙舞狮文化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产生，它们是人们精神寄托与信仰，

                                                        
6
梁宇航.试论我国舞龙舞狮运动的文化渊源与价值[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版),2008(01):126-127. 
7朱梅,罗斌.舞龙舞狮[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 
8邓思师. 广州市普通高校舞龙舞狮运动开展现状及对策研究[D].广州大学,2012. 
9
张占平.论当代舞龙舞狮舞的文化意涵与教育价值实现[J].艺术百

家,2017,33(06):103-107+193. 
10
雷军蓉.中国舞龙运动的社会特性和价值功能[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10）:1331. 

11
薛浩.地域文化视野下舞龙舞狮文化研究[J].湖北体育科技,2014,33(11):996-998. 

12黄丹.论舞龙舞狮运动的传承和可持续发展对策[J].中华武术(研

究),2012,1(Z1):230-233. 
13
王岗，王铁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文化审视[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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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们精神的象征，是中华民族不畏艰险、勇于拼搏、勤劳勇敢的精神象征，更

是中华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舞龙舞狮文化的传承、发扬

具有重要意义。 

1.4.1.2 舞龙舞狮价值研究 

黄振鹏《舞龙舞狮运动的价值及发展趋势的研究》一文中阐述舞龙舞狮文化

价值：体现于舞龙舞狮始于原始宗教信仰和生产活动，它具有浓厚显著的民族性

和浓厚的文化底蕴价值14；袁丽，万里，苏雯，陈玉容，莫兰《舞龙舞狮运动文

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与价值研究》一文中论述舞龙舞狮具有：文化价值、健

身价值、休闲娱乐价值、经济文化价值等15；李传武《试论我国舞龙舞狮运动的

文化渊源与价值》一文中论述舞龙舞狮的特殊价值体现在展示民族文化而生的竞

技性、观赏性以及特殊的教育性16；焦英奇，刘良超《民族图腾与国家象征:舞龙

舞狮运动的文化价值与仪式认同》一文中主要阐述舞龙舞狮具有发扬传统文化，

加强民族认同；注重娱乐美感价值，具有教化功能；具有商业活动性质，带动经

济文化发展等价值17。刘洁,牛健壮,于雪梅,邵妮娜《舞龙舞狮文化在高校发展状

况》研究中论述舞龙舞狮运动是中国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代表了中国的龙文化，

具有文化价值、教育价值、健身娱乐价值、经济价值等优势18；李龙飞《浅析四

川高校开展舞龙舞狮运动的价值及意义》一文中论述舞龙舞狮具有文化价值、审

美价值、经济价值、教育价值、健身与娱乐价值等19；林爱翠、孔明涯《舞龙舞

狮运动的价值及其在高校开展的意义》一文中阐述了舞龙舞狮具有教育价值，体

现在通过舞龙舞狮运动特色及其所蕴含的中华民族团结合力的民族精神等来对

学生进行教育，使学生能体会中华民族精神的同时又得到了身体的锻炼和意志的

                                                        
14
黄振鹏.舞龙舞狮运动的价值及发展趋势的研究[J].体育科技文献

报,2009,17(04):61-62. 
15
袁丽,万里,苏雯,陈玉容,莫兰.舞龙舞狮运动文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与价值研究[J].

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17,25(03):15-16+47. 
16 李传武.试论我国舞龙舞狮运动的文化渊源与价值[J].沈阳体育学院学

报,2006(06):126-128. 
17焦英奇,刘良超.民族图腾与国家象征:舞龙舞狮运动的文化价值与仪式认同[J].体育与科

学,2014,35(01):104-107. 
18
刘洁,牛健壮,于雪梅,邵妮娜.舞龙舞狮文化在高校发展状况的文献综述[J].体育世界(学

术版),2016(12):67+70.4． 
19
李龙飞.浅析四川高校开展舞龙舞狮运动的价值及意义[J].内江科

技,2014,35(07):140-141. 

万方数据



 7 

培养20。黄丹,荆治坤《岭南舞龙舞狮运动文化传承与产业协同创新发展的研究》

一文中论述了舞龙舞狮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以及锻炼人身体素质和意志品

质、增强民族团结、弘扬民族精神，提高民族凝聚力等价值21；方哲红《民族传

统体育教学与训练》一文中阐述了民族传统体育具有个体价值体现在健身、娱乐、

竞技，而社会价值体现在传承民族文化、民族认同、经济等价值22。 

综上，从舞龙舞狮起源发展来进行探究，得出舞龙舞狮具有文化价值、育人

价值、健身价值、休闲娱乐价值等不可或缺的价值。而综合其价值进行分析，可

以得出舞龙舞狮的价值契合时代的发展，充分体现素质教育的要求。 

1.4.1.3 学校舞龙舞狮开展现状研究 

对学校舞龙舞狮研究，主要从高校、中小学开展现状及对策进行分析。首先

关于高校研究：杨俊《贵阳市高校舞龙运动开展现状及对策研究》一文中研究结

果表明制约贵阳市高校舞龙运动发展主要因素有领导重视程度不够、课程设置不

足、舞龙舞狮科研少、师资力量不足、教师专业师资队伍不足、场地器材不足、

学生参与比赛不足等困境23；雷帮齐《在高校开展舞龙舞狮运动的现状及策略》

一文中调查得出高校舞龙舞狮目前开展广泛，已走上了规范化、科学化、竞技化

的道路，并成立了舞龙舞狮协会、舞龙舞狮科研机构，开展了竞赛等24；杨菊华

《民间舞狮运动融入高校体育课堂的研究分析》一文中对教学进行研究，并提出

了在体育课程中增加舞狮运动项目、开展专业培训、加强专业教学等具体措施25；

杜寿高,吕伟,王鸣骏《高校开展舞龙舞狮运动的实践与探索》一文中提出了促进

高校舞龙舞狮发展的相关对策：解决好学练矛盾、加大舞龙舞狮运动的宣传力度、

多渠道筹措经费、开设选项课，发挥舞龙舞狮兴趣社团的作用以及加强教练员队

伍建设等对策26。 

                                                        
20
林爱翠,孔明涯.舞龙舞狮运动的价值及其在高校开展的意义[J].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

报,2006,21(6):78-79. 
21
黄丹,荆治坤.岭南舞龙舞狮运动文化传承与产业协同创新发展的研究——以广东佛山舞

龙舞狮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为例[J].广东经济,2017(01):69-76. 
22方哲红.民族传统体育教学与训练[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3杨俊.贵阳市高校舞龙运动开展现状及对策研究[D].吉首大学,2017. 
24雷帮齐.在高校开展舞龙舞狮运动的现状及策略[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10(02):90-93. 
25
杨菊华.民间舞狮运动融入高校体育课堂的研究分析[J].新乡学院学

报,2014,31(42):67-68. 
26
杜寿高,吕伟,王鸣骏.高校开展舞龙舞狮运动的实践与探索[J].体育世界(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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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关于中小学舞龙舞狮研究：毛梦玲《我国中小学开展舞龙舞狮运动的

SWOT分析》一文中研究得出影响中小学舞龙舞狮运动开展的主要原因有：领导

不重视、资金不足；器材缺乏；教材缺乏以及现代体育项目为主导教学内容的冲

击27；鲁丰《中学舞龙舞狮教学现状与推广对策研究》一文中论述制约中学舞龙

舞狮发展主要因素是资金投入不足；领导重视程度不够；师资不足；教材、场地、

器材不够；舞龙舞狮文化氛围不浓等28；孟祥玉,刘丹,包维《辽宁省新宾县中小

学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开展现状及对策研究》一文中提出为促进学校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项目的开展，应定期举办各级各类的民族传统体育比赛，如邀请赛、友谊赛、

大奖赛、表演等策略29。 

综上，从现有文献进行分析，关于落后地区中小学的舞龙舞狮研究较少，针

对舞龙舞狮进行个案的研究也较少。因此，本研究在借鉴前辈研究基础上，对贵

州省兴义市顶效镇铁路小学舞龙舞狮发展进行研究，旨在丰富中小学舞龙舞狮的

相关理论研究。 

1.4.1.4 学校舞龙舞狮发展趋势研究 

黄振鹏《舞龙舞狮运动的价值及发展趋势的研究》一文中分析舞龙舞狮文化,

将成为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30；闫二军《从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探析我

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趋势》研究中表明未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由表演项目向竞

技项目转变，完善竞赛规则。定期举办优势项目的大型赛事，不定期的举行各种

类型的邀请赛、表演赛、对抗赛；走向全民健身，发展各民族体育文化、加强交

流共建和谐社会等趋势31。 

综上，学校开展舞龙舞狮，是为了更好弘扬民族文化、建设中国优秀文化、

增强学生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培养学生人文精神、增进学生体质健康、促进学

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等。研究表明舞龙舞狮的发展将会成为人文素质教育的需求，

                                                                                                                                                               

版),2010(02):100-101. 
27毛梦玲.我国中小学开展舞龙舞狮运动的 SWOT分析[J].福建体育科

技,2016,35(03):50-52. 
28
鲁丰.中学舞龙舞狮教学现状与推广对策研究[D].中南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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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专业的项目发展。 

1.4.2 国外研究现状 

1.4.2.1 国外舞龙舞狮研究现状 

通过知网查找舞龙舞狮国外相关文献资料，研究较少，主要研究如下：黄东

教《新加坡华人舞狮文化研究》一文中描述国外舞龙舞狮开展的状况，越南的 m

úa lân、日本的 shishi-mai、韩国的 sajach'um、印尼的 ReogPonorogo 都成了

为异国舞狮的典范32；梁政东《中国—东盟舞龙舞狮运动融合发展研究》一文中

主要对舞龙舞狮发展的国际平台构建进行归纳：2010年 7月 6日广西民族大学

成立了“中国—东盟体育交流合作中心”，为研究中国和东盟国家的体育和文化

方面提供平台；同时欧洲多国通过舞龙舞狮庆祝中国春节。例如：西班牙马德里，

当地社区举行中国春节游行以及英国伦敦，伦敦市中心举行舞龙舞狮表演，庆祝

中国春节33。 

综上，随着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舞龙舞狮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底

蕴，传播到世界各地，被世界人民所推崇和喜爱。不管是国际赛事的发展，还是

作为节日庆祝的一种表演手段，它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证明了中华民族优秀的

传统文化被世界接纳、吸收、融和与发展。就目前来看，其他国家如此重视中华

民族舞龙舞狮的发展，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传承、发扬自己的民族文化呢？而学校

是传承、发扬舞龙舞狮项目的主要途径之一，所以我们需要加强学校体育对舞龙

舞狮的传承与发展。 

1.5 相关研究文献述评 

综上所述，舞龙舞狮是我国的优秀传统体育，是我国民间传统文化的精髓和

杰出代表，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因此，如何推广舞龙舞狮是一个亟待解决的

问题。而目前关于舞龙舞狮研究主要集中在：舞龙舞狮运动的文化内涵、价值研

究、舞龙舞狮运动在高校开展现状的研究、发展趋势等方面。而对落后地区舞龙

舞狮研究以及中小学研究较少。因此，为进一步丰富相关研究，本研究选取了经

济欠发达地区的中小学舞龙舞狮作为研究对象。贵州省兴义市顶效镇铁路小学舞

                                                        
32黄东教.新加坡华人舞狮文化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7（2）:86-91. 
33梁政东.中国—东盟舞龙舞狮运动融合发展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7(10):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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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舞狮在当地文化底蕴背景下结合国家政策，在贵州省中小学中率先引入舞龙舞

狮，并且其发展较为系统，已经带动、辐射了一些学校，以铁路小学作为个案研

究，代表性强、研究突出。因此，通过对铁路小学舞龙舞狮开展现状进行调查，

探究制约其发展的因素，并结合省外中小学舞龙舞狮示范学校发展的成功经验，

提出相关建议，为铁路小学舞龙舞狮的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依据，并总结、归纳铁

路小学舞龙舞狮开展成功的经验，以供更多学校借鉴和参考，为促进贵州省中小

学舞龙舞狮的蓬勃发展。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兴义市顶效镇铁路小学舞龙舞狮的开展现状为研究对象。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本研究通过搜索中国知网、国家数字图书馆、万方数据库等网络资源，并通

过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查阅相应的图书、期刊、报纸、学术文献等途径，寻求本

论文的解决思路与方法，并收集相关开展政策，通过对文献的分析、进行综述，

为本研究提供所需资料。 

2.2.2 访谈法 

首先通过对兴义市顶效镇铁路小学的 5位学校领导和 13位舞龙舞狮教师以

及 6位班主任进行访谈，了解铁路小学舞龙舞狮的发展状况，挖掘制约铁路小学

舞龙舞狮发展的因素并提出对策以供学校参考；同时总结、归纳出铁路小学开展

成功的经验，为更多学校舞龙舞狮的发展提供借鉴。 

2.2.3 实地考察法 

多次深入到铁路小学进行调研，通过对铁路小学舞龙舞狮教学、训练、课外

活动、竞赛等开展情况以及基础硬件设施和师资配备、管理制度等进行调研。通

万方数据



 11 

过收集图片、为本论文的撰写提供真实有效的素材保障。 

2.2.4 问卷调查法 

2.2.4.1 问卷的设计 

通过查阅大量的相关研究文献与科研书籍，并在专家的指导下，根据研究内

容的需要，设计出学生问卷 2 份（普通学生、训练队学生）、针对舞龙舞狮教师

设计问卷 1 份，总的 3 类问卷。并请贵州省中小学舞龙舞狮一线教师给出意见进

行修改，最终请教相关领域的专家，听取意见后修改定稿。 

2.2.4.2 问卷的效度检验 

为了保证此调查问卷的可靠性，本文制定的问卷经过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使

用“五级评分法”进行评定，来对本问卷结构、内容、总体设计三个方面进行评

定。评定结果如下所示： 

表 1 专家对问卷设计的评定结果 

职称 人数 非常合理 比较合理 一般 不太合理 非常不合理 

教授 3 0 2 1 0 0 

副教授 3 0 3 0 0 0 

小学一级教师 2 2 0 0 0 0 

总计 8 2 5 1 0 0 

百分比 100% 25% 62.50% 12.50% 0 0 

如表 1所示，论文的问卷设计的评价结果显示：25%的专家认为非常合理、

62.5%的专家认为比较合理，12.5%的专家认为内容设计的基本合理。由此，可知

该调查问卷的设计符合问卷调查法的效度要求。  

2.2.4.3 问卷的信度检验  

为了使问卷调查中得到的数据具有较高的可信程度，采取“重测法”对同一

调查对象，间隔 14天之后重新测试，在利用软件 SPSS18.0对两次测试结果进

行分析，求出其相关系数（r），两次所得答案的相关系数为 r=0.816，说明对

同一对象两次调查结果具有高度相关性，从而证明调查结果的可靠性。 

2.2.4.4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通过对铁路小学 4-6年级学生进行问卷发放，以是否参与舞龙舞狮兴趣社团

为界定，设计两份问卷。参与舞龙舞狮兴趣社团的学生为训练学生，全部发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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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24份，不参与的学生为普通学生，发放 260 份，共计 284份问卷，回收 276

份，回收率 97%，有效问卷 264份，有效率 95%。教师问卷发放 13份，回收 13

份，回收率与有效率为 100%。                                                              

表 2 学生与教师问卷发放与回收情况 

2.2.5 数理统计法 

问卷回收后进行整理分类，主要运用 spss18.0 对数据进行统计并进行相关

分析，并运用 excel 制作所需图表，为准确地对回收问卷进行统计与分析，得出

相关结论。 

2.2.6 逻辑分析法 

对所获得的文献资料以及问卷、访谈等资料，根据研究内容运用分析、比较、

归纳、演绎与综合等逻辑方法进行整理分析，最后得出研究结论。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研究点的基本情况 

3.1.1 兴义市顶效镇的基本概况 

黔西南布衣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省西南部，境内分布有布依族、苗族、汉族、

仡佬族、回族等 35 个民族，因此具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背景，在长期的社会

历史进程中，创造了绚烂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形成了独特而浓郁的民族风情。

如兴义市马岭镇瓦戛寨高台舞狮 100多年来，代代相传，沿袭至今，被称为高台

舞狮的传统活动场地，并且高台舞狮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录之

调查对象 发放问卷 回收问卷 有效问卷 回收率 有效回收率 

训练队学生   24           23 21  96%      87% 

普通学生     260    253      243   97%     93% 

舞龙舞狮教师问卷      13             13        13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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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而兴义市顶效镇位于黔西南州兴义市东部，被称为“黔西南州十强乡镇”，

这里有古文化“兴义人”遗址和驰名中外的“贵州龙”化石，因被誉为“龙的故

乡”。这里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并且顶效镇民族风情更为浓郁醇厚，如举行一

年一度的顶效查白歌节以及布依族开展对歌等民族传统活动，相邻的云南、广西

等人民也参与相关的活动，可以体现出其规模宏大、场面隆重、影响深远。因此，

可以看出顶效镇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基础以及社会影响力。 

3.1.2 铁路小学的基本情况 

顶效镇铁路小学是一所半寄宿制的完全学校，位于兴义市东部。截止至 2018

年 9月，学校共有 30 个教学班，学生 1562名，84名教职工，6名体育教师；校

园占地面积 14300平方米，建筑面积 7400平方米。学校为丰富学生课余生活，

专门开设了美术、社团、舞蹈、书法、道德讲堂、体育等六个活动室。为弘扬民

族文化、营造良好氛围，形成鲜明的校园文化特色。结合在当地文化地域优势的

影响下，铁路小学通过学校路径，教育手段把舞龙舞狮引入教学、大课间、课余

体育训练中，建设宣传栏和文化走廊，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打造了舞龙舞狮特色

学校，具有社会影响力，带动了一些中小学舞龙舞狮的发展。 

3.1.3 引入舞龙舞狮的背景 

     在 2018年 9月 12日开始对铁路小学的 5 位领导就学校舞龙舞狮的开展情

况进行访谈，归纳如下：首先舞龙舞狮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并且兴义市顶效镇

被誉为“龙的故乡”，结合当地龙文化的背景下，该校在 2014年 9月率先在贵

州省中小学引入舞龙舞狮；其次是根据教育部提出的“一校一特色”，并积极响

应 2003 年由国家教育部会同民政部、国家体育总局共同倡导并推出“百校舞龙

舞狮进校园”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倡导高校及中小学普及推广舞龙舞狮运动的背

景下而引入舞龙舞狮。因此铁路小学主要是结合地域文化和相关政策文件而引入

舞龙舞狮，并贴切符合铁路小学的办学特点，发扬“铁”、“毅”的品质，打造

魅力、毅力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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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引入舞龙舞狮取得的成绩 

通过访谈铁路小学领导以及舞龙舞狮专业老师，了解到铁路小学以打造舞龙

舞狮为学校特色。从表 3中可清晰看出，铁路小学作为贵州省中小学率先引入舞

龙舞狮的学校，在领导的重视下，学校已经取得较好的成绩，为铁路小学带来了

很多荣誉，提高学校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同时对一些学校舞龙舞狮的发展起到了

推动作用，例如：兴仁县民建希望小学，引入舞龙舞狮，开展舞龙舞狮兴趣社团，

计划下一步引入大课间体育活动；兴义市鲁屯中学引入舞龙舞狮，成立了领导小

组，组建舞龙舞狮训练队等；毕节地区金沙县长坝中学引进舞龙舞狮，成立了相

关领导小组，并把舞龙舞狮引入学校的体育课堂以及大课间体育活动，并受县政

府的邀请，参加了相关表演，得到了政府的和人民群众的认可和赞扬等。综上，

所列举的三所学校引入舞龙舞狮的主要途径是：通过聘请铁路小学舞龙舞狮的黄

福波教师作为指导教师，并借鉴铁路小学舞龙舞狮开展的模式结合学校情况引入

学校。因此，铁路小学舞龙舞狮的开展，产生了巨大的辐射作用，不仅提升了学

校影响力，更重要的是起到了良好的模范作用。 

表 3 铁路小学舞龙舞狮取得的成绩 

时间 授予荣誉单位 荣誉名称 

2015年 4月 义龙试验区教育局和民

宗局 

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示范校 

2015年 9月 义龙试验区教育局 义龙试验区大课间体育文艺活动先进学校 

2015年 10月 国家教育部 全国体育示范学校 

2015年 11月 黔西南州教育局 首批州级校本研修示范学校 

2016年 5月 贵州省教育厅 贵州省优秀校园文艺团队 

3.2 兴义市顶效镇铁路小学舞龙舞狮课堂教学开展现状 

3.2.1 舞龙舞狮课时开设情况 

毛泽东曾说，无体便无德智也，很大程度肯定了体育的价值。而学校体育是

开展体育的最好途径，所以，重视学校体育的发展便是发展德育、智育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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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学校体育包括教学与课外体育活动。其中体育课是体育教学的基本组织形式，

主要使学生掌握双基，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课程34。因此，体育课的开设

情况是衡量体育教学状况的重要尺度,是反映学校体育现状的一项重要指标。根

据《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第二章第七条规定中小学要认真执行国家课程标准,保

质教学质量,小学 1-2年级每周 4次课，3-6年级以及初中每周 3节课，高中 2

节课的要求35。通过多次对铁路小学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结果得出铁路小学体育

课不仅仅达到国家制定的标准，每周三节体育课，还结合学校具体情况，制定了

每周一节舞龙舞狮教学课，达到体育课总学时的三分之一，并且很好的协调了国

家统一规定的教学内容。因此，可以看出铁路小学不仅达到了国家基本要求，还

充分发展学校特色，也体现学校对舞龙舞狮的高度重视。 

3.2.2 舞龙舞狮课堂教学内容 

课堂教学是完成课程的落脚点，从以下表 4中,可以得出铁路小学课程方案

设计体现在不同年级的学生学习不同舞龙舞狮内容,并且不同年级学习难易程度

不一样。并通过访谈可知，学校一学期开设 16 个学时。因此。可以得出铁路小

学制定的舞龙舞狮教学内容符合学生的生理发育特点，也体现循序渐进、因材施

教的教学原则，也达到一定教学的质量规定。从铁路小学合理设计的教学内容来

看，小学生也能学好舞龙舞狮。但存在教学大纲不够完善，教学评价指标不够系

统等问题。 

表 4 4-6年级舞龙舞狮教学内容的对比情况表 

年级 舞龙学习内容 舞狮学习内容 

四年级 了解舞龙基本知识、学习舞龙基本握

法 

了解南狮基本知识，学习南狮的

基本步法 

五年级 学习基本技术：基本游、穿、腾 学习基本技术：腾、闪、跃、翻、

跳、滚等动作 

六年级 行进间动作以及简单的组合动作，左

右 8字舞龙、行进间 8字舞龙等 

行进间的动作以及简单的组合

套路 

 

                                                        
34宗瑶. 北京市中小学学校体育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D].北京体育大学,2010. 
3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发[2007]7 号)第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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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铁路小学舞龙舞狮课堂教学 

3.2.3 舞龙舞狮课堂教学教学方法手段的运用 

教学方法指的是在教学过程中为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的，在教学过程

中所采用的方法；而体育教学手段是在体育教学过程中，学生和教师为实现教学

目标、教学任务而采用具体的方式。教学方式手段是促进学生与教师互动的一个

重要手段，因此在体育教学过程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从侧面也可以反映出一个

体育教师的教学能力。通过对铁路小学舞龙舞狮教师进行访谈，了解到 9位教师

在教学中主要采用传统教学方法为主，比如采用讲解示范、模仿等教学方法；其

中 4位教师结合信息技术采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因此，可以得出，铁路小学舞龙

舞狮教师在教学中手段不够丰富，缺乏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多媒体进行教学。随着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我们逐渐走向一个终身学习化的社会,现代化科学技术手

段,能提高教学效果,满足学习化社会的需要36。因此，从小学生的心理特点出发，

同时符合学生直观思维，因此应该多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并合理利用多媒体进

行教学，多方面刺激学生的感觉器官，从而提高教学质量。总之,体育教师在课

堂中使用教学手段要充分考虑到各个年龄学生的身心特点，因材施教会使教学达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2.4 舞龙舞狮教材制定情况 

教材建设是促进教师立足于本学科进行科学研究，以及师生互动和共同研究

                                                        
36史振瑞,练碧贞.我国高等体育院校篮球专业教师教学科研状况的调查[J].湖北体育科

技,2009,28(02):23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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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手段，高质量教材是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手段37。因此，教材对于教

学是至关重要的。根据实地调查可知，学校领导组织舞龙舞狮专职教师编写校本

教材，遵循自编的原则。首先学校编写教材时，主要根据学校以及学生情况进行

编写，体现了编写教材时与学校具体条件相适应；其次在编写教材过程中注重素

质与技术并重，主要体现舞龙舞狮对学生具有重要的育人价值；再次在舞龙舞狮

教材编写中，竞技体育内容占有一定地位，为检验教学效果，因此对舞龙舞狮发

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最后在编写教材中注意编写内容有利于教学与训练。根

据以上原则，经过反复斟酌，最后制定了如图 2所示《龙狮呈祥 魅力铁小》为

学校的校本教材。此校本教材精选了舞龙的基本方法、舞龙常用技术动作、舞龙

基础阶段实践部分课时计划（共 16课时）、广东醒狮舞法介绍、舞狮教学的节

奏与动作配合、基本阵式等内容，每个章节除了文字编排外，还配有精彩的图案

说明，有利于小学生的学习。铁路小学已经把《舞龙舞狮》教材纳入到教学课程

中，4-6年级学生每周一节舞龙舞狮课。因此，铁路小学制定了校本教材，为学

校的舞龙舞狮教学、训练提供理论的支撑。 

 

图 2 铁路小学舞龙舞狮教材 

3.2.5 学生对舞龙舞狮的学习兴趣以及动机情况 

3.2.5.1 学生在舞龙舞狮课堂教学中的兴趣 

学生是学校体育教育的主体，学生对学校体育的态度直接影响体育学习的质

量，从而影响学校体育的开展。“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会尽可能的选择自

己喜欢的体育项目，而对于不感兴趣的活动,就会感觉无味枯燥,所以说,如果学

                                                        
37方千华,王家宏,季浏,贾明学,王雷.我国体育学研究生课程建设研究——基于全国 63 所院校的调查分析

[J].体育科学,2018,38(05):3-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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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对于兴趣浓厚的体育活动项目,会激发学生积极学习,并参与到体育活动中38。

因此，对学生的兴趣、态度进行调查，有助于舞龙舞狮的开展。从图 3可知，有

19.3%的学生非常喜欢舞龙舞狮，28.4%的学生喜欢舞龙舞狮，25.4%的学生居于

中间，18.1%的学生不太喜欢舞龙舞狮，8.2%的学生非常不喜欢舞龙舞狮。从上

可知，舞龙舞狮能够被大部分学生接受，也进一步说明舞龙舞狮的学生不仅仅能

够在高校进行教学，同样能够在小学进行教学，对小学生进行教育具有重要的意

义和价值。 

 

图 3 学生对学习舞龙舞狮的态度分析图（N=243） 

3.2.5.2 学生参与舞龙舞狮的动机因素分析 

动机是为实现一定目的而决定自己行为的原因，它包括态度、情趣、爱好等

方面。体育动机是指引起和维持学生参与体育学习和锻炼活动的内部心理动因39。

体育动机在对学习的学生起到激励、调节、强化和维持的作用。学生对舞龙舞狮

的喜欢态度有助于促进学生的学习效果，因此对铁路小学的学生喜欢舞龙舞狮的

动机进行调查。从表 5可知，喜欢舞龙舞狮的学生认为从中能够学习传统知识的

占 26.7%；其次，认为能够增进健康、体验快乐、感兴趣、可以参加表演以及能

够加深同学友谊的学生分别占 17.6%、13.40、13.1%、12.8%、12.20%等。以上

可以反映出舞龙舞狮伴随中华民族的产生，具有悠久的历史，最先影响的是学生

的认知，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其次，从舞龙舞狮的项目特点进行分析，对学生身

体素质的锻炼以及精神意志力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最后，从舞龙舞狮表演性

的特点可知，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审美以及丰富学校校园文化。因此，舞龙舞狮对

于学校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也说明铁路小学高度重视舞龙舞狮的发展，能够让

                                                        
38王淑玲. 乌鲁木齐市部分中学体育开展现状调查与分析[D].上海体育学院,2010. 
39吴健,王珂.大学生体育锻炼动机的强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南省高校为例[J].文体用品与科

技,2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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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学生了解舞龙舞狮文化知识、并参与舞龙舞狮学习，做到不仅仅教授学生基

本技能、基本知识，更多的是传承舞龙舞狮的精神。 

表 5 学生参与舞龙舞狮的动机因素分析（N=243） 

学生参与舞龙舞狮的动机 百分比 个案百分比 

学习传统知识 26.70% 59.10% 

增进健康 17.60% 38.90% 

体验快乐 13.40% 29.50% 

感兴趣 13.10% 28.90% 

可以参加表演 12.80% 28.20% 

加深同学间友谊 12.20% 26.80% 

其他 4.30% 9.40% 

总计 100.00% 220.80% 

3.2.5.3 学生对舞龙舞狮课堂教学的评价 

体育教学评价是按照体育教育目标体系，对其活动及效果进行有效的价值判

断。在学校体育教育的系统中，体育教学评价会影响到学生今后对体育学习的态

度，影响到学生体育学习的质量40。因此教学评价对于教学质量的改进是非常重

要，由于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小学生，所以主要从学生对教学满意程度以及掌握

程度来体现。 

（1）学生在舞龙舞狮教学中的态度 

教学满意程度是学生对教学的一种反馈，有利于教师改进教学，进一步提高

教学质量。调查结果如下：从图 4 中调查结果显示，对舞龙舞狮教学满意的学生

占了 70.4%，对教学不满意的学生占 29.6%。因此可以看出大部分的同学对教学

是持满意的态度，说明教师教学符合学生的需求，达到了一定的教学效果。而少

部分学生表现为不满意，进一步探究学生不满意的原因，并提出对策，改善教学，

让更多的学生改变对学习态度。 

                                                        
40刘稳.苏州市工业园区初中排球运动开展现状的调查研究[D].苏州大学,2016. 

万方数据



 20 

 

图 4 学生对舞龙舞狮教学的满意程度情况（N=243） 

从图 5可知，对教学持不满意态度的少部分学生认为在教学中缺乏游戏，其

次是认为在教学中教学氛围不够，再是教学练习时间不够，最后认为教学内容有

难度，教师亲和力不够。从上可以反映出，教师在教学过程教学设计不够完善、

教学组织有待加强、教学氛围不够融洽。而根据小学生生理特点进行分析，对游

戏比较感兴趣。对此，在教学课堂中应该运用舞龙舞狮的游戏贯穿于教学内容中，

不仅让学生能够学会教学内容，而且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体验快乐，进一步提高

效果。此外，在教学器材有限的基础上，灵活调整教学组织，优化教学环境，能

够使学生最大化的进行学习，保证练习的时间、提高练习效果。 

 

图 5 部分学生不满意舞龙舞狮教学的原因 (N=72) 

（2）学生在舞龙舞狮教学中的掌握程度 

从图 6调查可知大部分学生能够掌握教学内容，只有少部分学生不能掌握。

从上可知，教师教学符合教学要求，大部分学生能够适应教学内容，只有少部分

学生不能学会教学内容，因此，在教学中注意优化教学设计，调整教学手段，灵

活采用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总之，可知铁路小学舞龙舞狮选择教学内容符合学

生生理特点，教学过程设计较为合理，大部分学生能够掌握教学内容，但少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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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掌握较差，所以应在教学中需要适当兼顾基础较差的学生，不断反馈调整教

学手段，提高教学效果，吸引更多学生主动学习。 

 

图 6 学生对舞龙舞狮教学内容的掌握情况（N=243） 

3.2.5.4 普通学生在学习舞龙舞狮中的感受 

从图 7调查显示，33.9%的学生认为在舞龙舞狮教学中可以提高身体素质，

23.6%的学生认为在教学中可以培养集体合作、团结的精神，21.9%的学生认为可

以学习传统文化知识，只有少部分学生认为在教学中体验比较愉快。由此可知，

舞龙舞狮不仅仅具备锻炼身体的特点，更重要的是能够通过舞龙舞狮培育学生的

合作、团结等集体主义精神。因此，舞龙舞狮的教育中的价值是素质教育中所需 

要的，因而舞龙舞狮教学过程设计显得十分重要，为达到育人的价值。 

 

图 7 学生在舞龙舞狮教学中的收获情况统计（N=243） 

3.3 兴义市顶效镇铁路小学课外活动中舞龙舞狮开展现状 

3.3.1 课间操开展情况 

现称课间操即大课间体育活动，是国家法定开展的体育教育活动，一般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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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在上午课程中间，课间操的时间大约为 20—25分钟41。学生在早上两节课后，

心理和身体产生一定的疲劳，为了缓解精神的紧张和身体、心理的疲劳，使大脑

和身体得到积极的休息，提高上午两节课后的课程效率42。通过调查可知，铁路

小学大课间具体实施情况(时间安排、课间操内容)如下:铁路小学的大课间活动

在每周二到周五上午 09：30——10：00进行，时长为三十分钟。 

第一部分：进场、整队（5分钟）；第二部分：广播操+武术操（4 分钟）；

第三部分：整队----各班根据活动内容到达指定位置（3分钟）；第四部分：各

班根据活动安排内容进行活动（10分钟）；第五部分：结束部分----整队、退

场与休息（8分钟）。 

（1） 大课间活动中第四部分内容安排情况 

表 6 铁路小学大课间活动一览表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年级 

一年级 跑操 素质练习 跑操 素质练习 

二年级 跑操 素质练习 跑操 素质练习 

三年级 跑操      素质练习 跑操 
跳绳过三关 

 

四年级 
跳绳过三

关 
跑操 素质练习 游龙 

五年级 素质练习 游龙 
 

跳绳过三关 
跑操 

六年级 素质练习 跳绳过三关 游龙 跑操 

从表 6中，可以看出铁路小学大课间体育活动非常丰富，不仅仅在完成规定

的广播操，还有跑操、跳绳过三关、舞游龙等内容。铁路小学大课间体育活动不

仅仅充分调动了学生参与大课间的积极性，最重要的是把本校特色展现得淋漓尽

致。同时，铁路小学充分考虑不同年级的学生生理特点不同以及学生长期对同一

种活动方式可能会产生疲劳感、兴趣不足等问题，采取分年级进行不同的活动内

容和同一年级在一周之内安排多种活动。如此安排，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大课间

活动容易出现的问题——活动内容单调、形式单一。总之，铁路小学大课间活动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充分结合了铁路小学特色-开展的舞游龙、舞狮活动，极

                                                        
41张兆红. 山东省滨州市普通高中学校体育开展现状调查与分析[D].曲阜师范大学,2016. 
42李祥.学校体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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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增强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图 8 铁路小学大课间体育活动开展情况 

3.3.2 课外体育锻炼的开展情况 

课外体育锻炼是课余体育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一般以班级为单位由全校组

织安排,时间一般为 1小时，锻炼时间较长，活动量较大，是开展学校体育的重

要手段43。课余体育锻炼对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具有重要的意义，培养学生兴趣，

良好的品格、个性等优良素质，实现素质教育，培养社会中的人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教师问卷可知，学校在课外体育锻炼中没有开展舞龙舞狮，相关原因如下：

8位教师认为课外体育锻炼中没有课外补助，5 位教师认为师资不够、场地不够

等。两位专业教师主要负责训练情况下，其他教师由于课外中没有补助，导致教

师的主动性、积极性不够。对此，想全面开展舞龙舞狮，仅仅依靠两位专业教师

是不够的，应该继续融合多学科教师，加强教师培训以及职业教育，培养更多教

师的责任感，举全校之力打造舞龙舞狮全面特色。另一方面，通过图 9可知，如

果在学校课余体育锻炼中开展舞龙舞狮，还有很多学生想加入舞龙舞狮学习。因

此，铁路小学可根据教师情况以及学生的需求，适当在课外活动中增加舞龙舞狮

的内容，丰富课内外舞龙舞狮的开展形式，全方位打造学校舞龙舞狮特色。 

                                                        
43周登嵩.学校体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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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课余体育锻炼中若开展舞龙舞狮的学生态度统计图（N=243） 

3.3.3 舞龙舞狮训练情况 

《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第四章第十二条规定,学校应当在体育课教学和课外

体育活动的基础上,开展多种形式的课余体育训练，提高学生的运动技术水平。

课余体育训练是体育教师利用课余时间对具有特长的学生进行的特殊训练，为了

提高学生的竞技水平。因此，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政策，并凸显学校体育魅力，

需要加强学校课余体育训练。对此，学校应当在在体育教学和课外体育活动的基

础上开展多种形式的课余体育训练。通过对铁路小学课余体育训练情况调查可知

学校训练与舞龙舞狮社团紧密联系，主要对该社团的学生进行训练与参与比赛，

具体调查情况如下： 

  

图 10 铁路小学学生训练情况 

3.3.3.1 舞龙舞狮训练队生源的状况 

调查可知，从实际来分析铁路小学的舞龙舞狮兴趣社团与课外体育训练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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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是一样的，都是通过选拔对具有特长或者优势的同学参与训练，制定一定的要

求或者人数的限制。其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技能，提高竞技能力，参与比赛获得一

定成绩或者名次，这是训练的内涵。但是若从舞龙舞狮兴趣社团的名称进行分析，

所谓兴趣二字主要是考虑学生的兴趣、爱好等，而非是学生的素质。对此，令人

觉得产生矛盾，并且学校课余体育锻炼中并未融入舞龙舞狮，那么在此情况下，

容易忽略部分想参与而不能参与的学生兴趣。具体调查情况如下： 

从学校目前的组织形式进行调查，从图 11 中可以看出学生没有加入舞龙舞

狮兴趣社团的主要原因有：31%的学生认为每个班名额有限制，24%的学生认为社

团要求有基础，20%学生认为学校社团选择多，少部分的学生认为不感兴趣，教

学内容较难等。可知大部分想加入舞龙舞狮兴趣社团的学生受学校对社团的限

制。从图 12可知，如果舞龙舞狮兴趣社团没有名额限制，还有部分同学想加入

其社团。而根据学校的立足点进行分析，以社团为训练队伍培养参与比赛的队员，

对社团进行要求以及限制这是符合训练规律，而根据其兴趣社团来说，学校并未

真正落实到以学生兴趣为主。对此，为解决目前的矛盾以及考虑学生的需求，可

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考虑：第一、在课余体育锻炼中开展舞龙舞狮，让想加入兴

趣社团的学生可以考虑转移到课外体育锻炼中，并且改善舞龙舞狮社团名称，应

是舞龙舞狮训练社团，也保障了学校最初的立足点；第二、学校转换以舞龙舞狮

兴趣社团为训练的立足点，调整社团人数限制及要求，不仅仅包含训练比赛队员，

还有以兴趣为主的学生，但对教师的专业性要求更高，做到分层训练，因材施教；

第三、把训练队从兴趣社团中脱离出来，而社团的对象更换为兴趣为主的学生，

并制定社团开展舞龙舞狮学习的时段性与课外体育锻炼的时间一样，不仅能够考

虑想加入而未加入的学生需求，而且能够避免舞龙舞狮兴趣社团与课外体育锻炼

同性质的冲突，有效缓解师资力量，避免资源浪费，高效率的实现学校资源配置，

实现对学校体育更清晰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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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学生没有参与社团的原因 

 

图 12 学生期望加入舞龙舞狮兴趣社团的统计 

3.3.3.2 铁路小学舞龙舞狮训练频率、时间 

运动训练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深化的过程，运动员运动成绩的提高需要训

练时间作保证，训练频率和时间不仅可以反映学校开展课余训练是否符合教育部

的要求，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青少年训练是否系统、科学。训练时间是构成

运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运动训练水平的持续提高,需要有比较充足的训练时间

作为保证,这是运动训练学的基本条件44。从表 7可知，铁路小学一周训练两次，

时间集中在周三-周四，时间在下午 16:00-17:00 一个小时，一周共训练 2个小

时。根据学生情况以及教师情况，每次训练的时间不应该过长，避免影响学生正

常学习。因此，铁路小学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训练时间，能够达到训练效果。  

表 7 铁路小学舞龙舞狮训练频率、时间情况一览表 

训练指标  训练频率  每次训练时间 

训练安排  一周 2次  一个小时 

3.3.3.3 铁路小学舞龙舞狮训练方法、手段 

根据实地调查以及访谈 13位，总结访谈结果如下：舞龙舞狮教师在进行训

                                                        
44李永明. 河南省田径传统项目小学课余训练现状分析[D].河南大学,2009. 

万方数据



 27 

练时主要采用：示范讲解法、分组与完整教学法、重复循环法、游戏竞赛法等方

法。可知小学生的抽象思维较弱，需要采用直观思维，所以小学生在教学、训练

中更多采用示范法；其次，根据舞龙舞狮教学训练内容，例如简单的套路，可以

采用分解练习，单个动作采用完整练习法；最后，根据小学生注意力不集中的特

点，采用了游戏竞赛法。因此，可知学校采取的训练方法比较合理。此外，建议

针对小学生可采用一些启发式的训练方法，培养学生的积极思维能力，可采用图

片、视频进行教学，通过这样更直观的手段容易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深入访谈铁

路小学的 2位舞龙舞狮专业教师，了解到教师在训练的过程中，为了有利于教师

的指导和管理，同时有利于监督学生安全，两位教师采用了分类训练，各负责舞

龙、舞狮训练。另外，针对集训，教师首先会采用较重的 3号龙给学生训练，后

在采用较轻的 5号龙，运用了训练中加难的方法，能够让学生快速适应 5号龙，

加快训练效果。综上，说明铁路小学教师的训练方法、手段合理化。 

3.3.3.4 训练队学生在参与舞龙舞狮训练后的感受 

从表 8可知，参与舞龙舞狮兴趣社团有 24 名同学，其中社团中男生有 14

个，主要集中在五年级；女生有 10人，主要集中在六年级，根据小学生生理发

育特点可知，男女生的生长发育差不多，都可以参与舞龙舞狮训练。另外，学生

集中在五、六年级，侧面说明社团要求基础较好、身体素质较好的学生。同时，

从表 8中看出，所有学生认为在舞龙舞狮兴趣社团中学会了团结，这也是学生加

入社团最大的收获。通过对比参与舞龙舞狮课堂教学中的学生感受，能够推断出

参与社团的学生在团队精神、吃苦耐劳等精神方面认可更多，一定程度上，能说

明更多的接触舞龙舞狮，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 

表 8  学生在舞龙舞狮兴趣社团中的收获情况 

年级 性别 锻炼身体 
交更多的

朋友 
玩的开心 学到知识 学会团结 学会坚持 总计 

五年级 男生 11 6 9 11 12 7  

 女生 2 2 2 2 2 2  

六年级 男生 2 1 1 2 2 1  

 女生 6 3 3 4 8 6  

全部总计 21 12 15 19 24 16 107 

百分比 19.60% 11.20% 14.00% 17.80% 22.40% 15.00% 100.00% 

个案百分比 87.50% 50.00% 62.50% 79.20% 100.00% 66.70% 44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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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舞龙舞狮竞赛情况 

根据访谈 5位学校领导以及舞龙舞狮教师，了解到铁路小学参加比赛的学

生都是选自舞龙舞狮兴趣社团的学生，参与比赛的层次分别有：全国舞龙舞狮比

赛、省级比赛、州级、市级、区级、学校艺术节和冬季校运会等。相关比赛获奖

情况如表 9，可知学校参与了不同赛事，但是参与大型赛事有限，尤其在 2017

年处于空白。通过访谈 13位教师可知：铁路小学两位专业舞龙舞狮教师到其他

学校进行交流，他们的重心在交流学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铁路小学舞龙舞狮的

发展，导致这一年没有参与相关比赛；另外的原因是由于有些比赛太远，上级领

导考虑路程远、学生安全问题，因此在此区间的很多比赛就处于停滞状态。直到

2018年 9月，交流骨干教师重心重移到铁路小学，学校舞龙舞狮又保持蓬勃发

展的态势。 

表 9 铁路小学参加舞龙舞狮相关比赛统计表 

时间 地点 比赛名称 比赛结果 

2015年 9月 贵州省铜仁思南县 第二届中国舞龙大赛 传统舞龙组第一名 

2016年 1月 北京 第四届全国中小学舞龙

舞狮锦标赛 

注;由于比赛地点在北

京，路途遥远，未能赴赛 

2018年 10月 黔西南州 黔西南州童心之梦少儿

才艺大赛 

从通过初赛-复赛-决赛 

 

 

图 13 铁路小学参加比赛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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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舞龙舞狮表演情况  

通过访谈了解到，铁路小学参加丰富的舞龙舞狮表演，相关统计如表 10可

知：铁路小学从 2014 年 9月开始引入舞龙舞狮，历经两年发展，该校参加了很

多活动的开幕式表演，得到了大众的认可，并带动一些学校的发展，也进一步说

明该校舞龙舞狮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在 2017年，由于学校缺乏专业教师，舞龙

舞狮的发展处于停滞状态。直到 2018年外出交流教师重心放置回来，该校舞龙

舞狮表演、比赛开始恢复到正轨时期。由上引发了我们的思考，一个项目的可持

续发展需要骨干教师引领，才能保持蓬勃发展。对此，其他学校发生类似情况时

应该预先做好应对策略，加强团队的师资构建。总之，从铁路小学舞龙舞狮参与

的表演情况可知，该校舞龙舞狮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发展，已形成了学校亮

丽的风景线。 

表 10舞龙舞狮表演情况统计表 

时间 地点 相关活动 

2014年 12月 黔西南州兴义 黔西南州中学生运动会开幕式的表演 

2015年 5月 黔西南州兴义 万峰林美丽乡村·好歌旅游节暨楼纳“四月六·开

秧节”的开幕式 

2015年 9月 黔西南州兴义 第四届全省小城镇建设现场观摩会 

2015年 12月 黔西南州义龙新区 生态之城魅力义龙”首届职工运动会开幕式 

2016年 5月 贵州省 第九届舞龙舞狮锦标赛新闻发布会 

2018年 12月 黔西南州兴义 黔西南州中学生运动会开幕式的表演 

2018年 12月 黔西南州 全国女子垒球锦标赛和海峡两岸垒球锦标赛开

幕式 

2018年 12月 顶效镇铁路小学 中央电视台 CCTV5进行对学校的表演进行录像

并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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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铁路小学舞龙舞狮表演图片 

3.4 兴义市顶效镇铁路小学舞龙舞狮的保障体系 

3.4.1 舞龙舞狮管理机制 

3.4.1.1 领导重视程度 

学校领导把握学校教育的发展方向，对体育教学的重视程度，直接影响学校

体育教学的质量。根据访谈 13位教师可知，学校领导在保障舞龙舞狮发展过程

中实施了以下工作：支持成立舞龙舞狮领导小组，它是保障舞龙舞狮系统、持续

发展的基础；制定舞龙舞狮管理制度，为了形成完整的体系，有利于保障舞龙舞

狮工作的运行；在舞龙舞狮发展过程中投入一定经费，为舞龙舞狮的发展提供了

动力，注入了血液；另外由教育部门颁发的有关培训相关文件，铁路小学领导都

会支持教师外出交流、培训，进一步提升教师的质量。通过以上的策略，为学校

舞龙舞狮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因此，从以上几个客观的评价中，可以得出铁路小

学的领导很重视舞龙舞狮的发展，并且力争打造本校特色，争取成为全省乃至全

国的典范。 

3.4.1.2 机构设置情况 

铁路小学为了保证舞龙舞狮的顺利开展，成立了舞龙舞狮领导小组，为舞龙

舞狮的开展保驾护航。铁路小学为保障舞龙舞狮可持续发展，成立领导小组，图

15所示，并制定了具体工作安排如表 11，为舞龙舞狮有序进行提供了依据。为

进一步发展舞龙舞狮，铁路小学在学校体育工作中健全领导组织机构，制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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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龙舞狮开展活动方案，不断完善校园管理制度，确保学校舞龙舞狮和其它工作

和谐同步发展。 

 

 

 

 

 

 

 

图 15 舞龙舞狮组织机构图 

表 11 铁路小学舞龙舞狮领导小组安排表 

姓名 负责工作 

黄福波（舞龙舞狮总教练）              调研与各校对接工作 

秦榜彬（舞从龙教练） 铁路小学舞龙舞狮培训网站建设 

刘希坤（舞龙教练）        指导各校的舞龙教学与训练 

张蒸荣（南狮教练及鼓手）   资料整理与宣传 

段永华（南狮教练）       组织制定并实施计划 

吴传兴（南狮助教练及南狮镲手）       南狮教学 

张坤玉（南狮助教练及南狮镲手）    南狮教学 

范启章（舞龙助教练及南狮锣手）       舞龙教学 

3.4.1.3 舞龙舞狮管理制度建设情况 

根据对 5位学校领导访谈可知，学校通过“行政会、教代会、家长会”等多

种途径，广泛征求师生意见，逐步修正、完善舞龙舞狮的各项规章制度，包括对

教师的管理、学生的管理等相关制度。如学校对教师制定了激励制度，根据一般

激励制度包括部门人员的绩效评价与考核制度、管理人员的激励制度45。而该学

校对舞龙舞狮的教师主要奖励是通过比赛获奖作为评优的支撑条件；对学生的管

理主要体现在：明确训练管理制度，要求队员必须遵守学生守则、遵守学校规章

制度、遵纪守法，按规定时间进行训练，不迟到、不旷课、因病、因事不能参加

训练的，需向教练员请假；训练时服装统一，并必须爱护器材，按时归还、摆放

整齐等。综上所述，无规矩不成方圆，铁路小学在舞龙舞狮管理制度上，制定了

相关的制度，进一步完善舞龙舞狮的相关制度体系，为舞龙舞狮的发展提供了有

                                                        
45张瑞林，秦椿林.体育管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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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保障，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学校领导很重视舞龙舞狮的发展。但同时也存在不

足，如缺乏对学生的奖励。对此，可通过适当增加一些激励措施，激发小学生兴

趣，如对学生可以颁发奖状证书、赠送学习物品等。  

3.4.1.4 经费来源及投入情况 

学校体育经费是开展学校体育工作的最基本的物质保障。《学校体育工作条

例》中第六章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各地方政府在预算学校教育经费的过程中，

要结合各学校实际情况，安排一定数额的体育经费，以确保各学校的体育工作能

够正常开展。学校体育经费的收入来源主要有事业拨款、学校筹款、社会集资和

自行创收。根据访谈学校 5位领导以及 13位体育教师，可以深入的了解到铁路

小学项目经费主要来源于事业拨款和学校筹款，用于购置器材方面，教师外出培

训、学生比赛（包括购买了意外伤害保险、购买比赛服装、学生化妆、吃饭以及

专用车安排）等等。如果从铁路小学舞龙舞狮发展的时间段来分析，发现铁路小

学在引入舞龙舞狮发展的近两年，在购买器材、培训教师、参与比赛、表演较多，

投入经费相对较多。此后，铁路小学一直沿用之前的器材，直到 2018年 9月新

增两只南狮。以上舞龙舞狮方面的经费投入共计 5万元左右，只能维持学校舞龙

舞狮的常态发展，基本的器材保障是足够的，但是想要长足发展，让更多学生在

教学中接触舞龙舞狮，提高教学效率，那么需要投入更多资金来保障舞龙舞狮的

发展。 

3.4.1.5学校宣传舞龙舞狮的路径情况 

宣传是每一个项目传递给大众的必要手段，宣传方式的多样性是为了更好的

达到宣传效果，因此，学校的宣传对于项目的发展是必要的。从问卷调查图 16

可知，部分学生在校了解舞龙舞狮主要是通过表演、体育比赛、图片资料展示等

途径，其百分比分别占了 38%、22%、21%；其次是少部分学生通过宣传教育、演

讲比赛以及体育专题讲座等途径了解舞龙舞狮，其百分比分别占了 11%、3%、3%。

根据访谈了解到学校举行活动时把舞龙舞狮作为表演项目、在节日中举行班级之

间的比赛及在学校文化长廊的建设、美术学科中融入舞龙舞狮课等措施。因此，

大部分学生了解舞龙舞狮的主要途径是通过表演、比赛以及图片等，而少部分学

生还通过宣传教育，演讲比赛以及专题讲座等途径了解舞龙舞狮。总之，铁路小

学非常重视舞龙舞狮宣传，采取了多样的宣传路径，增加了宣传灵活性，而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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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传力度方面有侧重而已。  

 

图 16 学校校内宣传舞龙舞狮的相关途径分析表（N=243） 

3.4.2 舞龙舞狮的师资结构情况 

3.4.2.1 舞龙舞狮教师队伍的年龄、性别、专业情况 

年龄结构是指各年龄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群体的

创造力和心理特征。教师的年龄结构关系到教师群体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影响

学校体育工作目标完成质量的首要因素46。根据《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基

本标准》中指出,学校应当在核定的教职工总编制数内，根据体育课教育教学工

作的特点，按照教学计划中体育课授课时数和开展课外体育活动的需要，配备体

育教师。小学 1～2年级每 5～6个班配备 1名体育教师，3～6年级每 6～7个班

配备 1名体育教师，另外学校应当配备一定数量的女体育教师。通过调查可知，

铁路小学从 1年级至 6年级总的 30个教学班，已知体育教师共 6人，目前在校

4名教师（两名是外校交流的老师），2名教师外出交流。根据国家规定中小学

教师配备标准来说，铁路小学体育教师配备基本能够达到国家配备的标准。但学

校实际在进行舞龙舞狮教学、训练、竞赛，仅仅依靠 2位专业教师是不够的。因

此，铁路小学应该应继续由专业舞龙舞狮教师培训更多非专业感兴趣的教师参与

舞龙舞狮，盘活学校能够利用的一切资源。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仅能够解决师

资的不足，还能促进舞龙舞狮的发展。 

 

 

                                                        
46刘稳.苏州市工业园区初中排球运动开展现状的调查研究[D].苏州大学,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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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铁路小学舞龙舞狮教师年龄、性别、专业统计表（N=13） 

名称 类别 人数 比例 

 20-35岁（青年组） 1 8% 

年龄结构 36-49岁（中年组） 10 77% 

 50 岁以上（中老年组） 2 15% 

性别 男 9 69% 

 女 4 31% 

专业类型 
体育类  

非体育类 

6  

7 

46% 

54% 

3.4.2.2 舞龙舞狮的师资学历及职称情况 

学历，指求学的经历，指在哪些学校

毕业或肄业。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是指

一个人最后也是最高层次的一段学习经

历，以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实行学历教育。

职称是指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

及成就的级别称号，是反映专业人员的技

术水平、工作能力47。由表 13可知，铁路

小学体育教师学历在大专以下的教师占

8%，大专学历的占 46%，本科学历占 46%。

而学历衡量是一个教师具备专业知识的标

准，由上可知，大专和本科学历是铁路小

学教师队伍的主力军，也体现出铁路小学师资配备具有一定质量。同时可知，调

查的 13 名舞龙舞狮教师中三级职称的教师占 0%，二级职称占 8%，一级职称的教

师占 77%，高级职称教师占 15%，由此得出，该校一级教师占了大部分，那么从

侧面可以反映出铁路小学具备骨干教师。在 2016-2017年双百工程中铁路小学两

名教师被评选，其中一位是专业的舞龙舞狮教师黄福波老师，他是贵州省“双百

工程”民族教育名师，是黔西南州省级教师发展中心双百专家团成员，是兴义民

族师范学院重点学科建设“民族传统体育学”指导教师、“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47刘稳.苏州市工业园区初中排球运动开展现状的调查研究[D].苏州大学,2016. 

图 17 铁路小学舞龙舞狮专业教师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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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兼职导师，并被多所学校聘请为舞龙舞狮指导教师。因此，铁路小学在具

备名师的背景下，在教学实践中发挥带头作用，有利于学校体育的开展。 

表 13 铁路小学舞龙舞狮教师学历、职称统计表(N=13) 

名称 类别 人数 比例 

 大专以下 1 8%% 

学历 大专 6 46% 

 本科 6 46% 

 研究生（硕士、博士） 0 0% 

    

 三级 0 0% 

 二级 1 8% 

职称 一级 10 77% 

 高级 2 15% 

3.4.2.3 舞龙舞狮教师队伍、科研、获得证书情况 

根据访谈舞龙舞狮教师中专业体育教师和非专业教师在近五年发表论文的

情况，了解到非专业教师没有发表过相关论文和获得相关证书，因此以下主要对

专业体育教师进行深入了解并分析在体育科研方面的成果。表 14可知，铁路小

学 6位专业体育教师在近五年发表体育文章总数量只有 6篇文章，舞龙舞狮类只

有 2篇。可以得出学校教师缺乏科研意识，主要原因如下：大部分教师对科研了

解较少、接触较少，一些体育知识、理念、教学方法并不是完全理解；其次，教

师缺乏科研理念，认为科研主要是针对高校；最后，部分体育教师认为对小学生

注入太多的注意力，容易疲倦，对从事科研的精力不够。从铁路小学舞龙舞狮开

展成功的角度分析，对学校发展成功经验记录并保存具有重要价值，不仅仅能够

给相关教学者提供实践经验，还能探究在舞龙舞狮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促进教学

的提高，更好的提升自身水平。因此，教师应该重视科研，把实践转化为理论，

理论转化为实践。总之，理论与实践是相辅相成的，不管是作为小学教师还是高

校教师，都应该注重科研能力的提升，才能更好的提升教学质量。从表 14中同

时可知，铁路小学中有 2名体育教师获得国家一级裁判，其他的教师并没有裁判

证书，但是铁路小学在舞龙舞狮专业教师黄老师率带领、指导下，培训对舞龙舞

狮感兴趣的教师，能够完成基本的教学任务。侧面反映出，该校具备骨干教师，

为舞龙舞狮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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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铁路小学体育教师在舞龙舞狮方面的科研及获取证书情况统计表（N=6） 

名称 类别 人数 

专业体育教师科研 

以及证书情况 

 

体育类发表文章数量 

舞龙舞狮类文章数量舞龙舞狮裁

判证 

舞龙舞狮教练证 

 

3人（6篇） 

1人（2篇） 

2人（一级） 

1人（C级） 

 

3.4.2.4 学校教师参加交流、培训情况 

《学校体育工作条例》规定：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定期组织体育教师参加各

种体育培训和学习活动，不断提升体育教师的整体素养48。根据对 5位学校领导

以及舞龙舞狮教师访谈可知，归纳出铁路小学教师参加过以下的交流和培训： 

（1）交流情况 

2016 年 1月铁路小学教师受全国舞龙舞狮进中小学工作领导小组邀请，学

校教师代表参加了第四届全国舞龙舞狮进中小学工作研讨会；2017年 3 月在望

谟县民族中学举行黔西南州体育年会，铁路小学教师作为代表，展示了一节舞南

狮示范课；2018年 12 月贵州省名校校长柯玉明校长工作室与名校铁路小学平荣

波校长工作室开展关于舞龙舞狮发展的交流活动等。总之，通过开展交流研讨会，

才能接收新的信息，分享开展成功心得与体验，让更多的学校了解舞龙舞狮并参

与，努力推动舞龙舞狮的发展。 

 

图 18  铁路小学教师交流图片 

（2）培训形式情况 

                                                        
48孙玮. 邢台市农村小学学校体育现状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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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小学对于教师的培训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公费培训，主要是通过上

级教育部门下发的文件，学校非常支持教师参与相关培训；另一种是自费培训，

主要是对于非上级教育部门直接下发文件，教师利用假期参与培训学习的。通过

深入对参与舞龙舞狮自费培训的教师进行访谈，了解到舞龙舞狮在假期培训的相

关文件虽然由国家教育部颁发，但是国家教育部颁发文件并未下发到各省教育部

以及各地方教育部，而是直接下发到全国大学生舞龙舞狮分会，由该协会进行负

责。那么在此情况下，学校没有接收到上级教育部门文件，并且培训费用较多情

况下，教师参与培训是自费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部分教师参与的积极性。 

3.4.2.5 学校教师对开展舞龙舞狮的态度分析 

通过表 15中可知铁路小学教师非常支持舞龙舞狮的教师占了 77%，比较支

持的教师占 15%，持一般态度的教师只有 8%，说明学校的教师非常支持舞龙舞狮

的开展。主要原因如下：他们认为舞龙舞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瑰宝，应当继承

并发扬光大；其次，舞龙舞狮有利于锻炼学生意志品质。从班主任角度分析，有

50%的教师表示一般的态度，33%的班主任比较支持。通过深入访谈，了解到班主

任大部分持一般的态度主要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班主任认为尤其是六年级的学

生，学业太重、面临着升学的压力，作为班主任同样也存在巨大的压力；另外由

于班主任的重心主要投入在学生的学习上，对舞龙舞狮的认识不够深入和全面。

对此，学校在保证学生正常学习的情况下，继续加强学校舞龙舞狮的教育宣传，

扩大舞龙舞狮的影响力，让更多教师、班主任深入了解舞龙舞狮，支持学生参与。

综上所述，铁路小学大部分教师是非常支持舞龙舞狮的开展。 

表 15 铁路小学教师对发展舞龙舞狮的态度（N=6，N=13） 

 

教师对舞龙舞狮支

持情况 

非常支

持 
比例 

比较

支持 

比

例 
一般 

比

例 
不支持 比例 

非常不

支持 
比例 

教师（N=13） 10 77% 2 15% 1 8% 0 0% 0 0% 

班主任（N=6） 1 17% 2 33% 3 5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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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体育场地器材情况 

3.4.3.1 场地设施情况 

《学校体育工作管理条例》明确提出：各

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要严格相关规定的要

求，逐步完善学校的体育硬件配给，各学校要

制定完整的体育器材、场地等管理制度，并安

排专业人员实施管理
49
。场地器材是开设体育课

的物质基础和必要条件，良好的场地器材不仅

能够提高教学效率和锻炼效果，而且可以调动

学习者锻炼的积极性。根据实地调查，如表 16

可知，铁路小学有一块篮球场、田径场、没有

排球场，学校的场地主要使用形式是混合使用。

而根据《国家学校卫生条件试行标准》中关于中

小学校场地器材配备的标准，中小学达到 30个班级以上需要配备 300米-400米

环形跑道，3块篮球场，2块排球场。根据国家制定标准来看，铁路小学部分硬

件设施没有达到国家标准。但是，针对舞龙舞狮的教学、训练，只需要平坦的地

方都可以进行。因此，对学校场地资源进行整合能够达到使用需求。 

表 16 铁路小学场地器材统计表 

场地/器材 数量 标准 

篮球场 2块 15*28米 

乒乓球台 8台  

田径场 1块 200米 

舞龙          8条 
2条（百米长龙），4

条五号龙，2条三号龙 

南狮 10只  

 

 

 

 

                                                        
49孙玮. 邢台市农村小学学校体育现状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16. 

图 19铁路小学的场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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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2 学生、教师对场地器材的满意程度 

（1）教师对学校场地器材的满意程度 

教师和学生对场地器材的满意度不仅关系

教学质量的完成，同时也可作为学生技术掌握

好坏的参考。铁路小学具有专门盛放舞龙舞狮

器材的地方。根据图 21可知铁路小学教师对学

校场地满意度如下：可知 15%的教师认为学校场

地完全能满足上课和训练的需要；54%以上的教

师认为学校场地比较能够满足教学和训练的需

要；仅少部分教师认为学校场地不能够满足上

课的需要。总之，研究得出大部分教师对于学

校的场地持满意的态度，少部分教师不满意。

而不满意的教师认为，因考虑天气因素，如果

条件允许情况下，希望增添室内场地。根据从

实地调查可知，通过观察铁路小学在同一时间段上体育课的班级，每个学生所占

的空间大小，可知学生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能够达到国家基本标准，说明铁路小

学体育场地可以满足教学的需要。因此，可知铁路小学体育场地器材能够满足教

学、训练的使用。 

 

图 21 教师对学校场地的满意程度调查表（N=13） 

图 20 所示铁路小学舞龙舞狮

器材成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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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兴义市顶效镇铁路小学开展舞龙舞狮的成功经验 

3.5.1 学校领导高度重视 

通过对铁路小学舞龙舞狮教师的访谈，可得出铁路小学舞龙舞狮的体系之所

以完善、影响力这么大，都离不开领导的高度重视。具体体现在铁路小学舞龙舞

狮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阻碍并及时采取了相关措施：如学生参与外出较远的比

赛，因考虑安全问题，学校通过购买保险、配备医疗队伍、制定严格的纪律，尽

可能保证学生安全。并且学校的领导对舞龙舞狮文化进行了深入探究，形成了课

题研究。对此，可以总结出学校领导大力支持舞龙舞狮的开展，不仅局限于舞龙

舞狮的外在形式，而是真正地对舞龙舞狮内涵有了高度的解读。因此，铁路小学

引入舞龙舞狮并且能够取得成功，都离不开领导的大力支持。 

3.5.2 完善的制度体系 

铁路小学的领导以及教师为保障舞龙舞狮的实施，成立了舞龙舞狮领导小

组，制定具体的人员安排，分工明确，落实到位，为学校舞龙舞狮的发展提供了

有力的保障。具体而言体现在学校制定了不同的管理制度，于教师而言，学校制

定了激励制度，通过鼓励教师在舞龙舞狮中获得的成绩能够参与评奖评优；另外

于学生来说，学校制定了相关训练的管理规定，保障训练的组织纪律性，形成良

好的训练秩序等。总之，学校通过不断完善舞龙舞狮领导小组的制度体系，为学

校舞龙舞狮的发展不断提供反馈并进行调节，进而促进学校舞龙舞狮的可持续发

展。因此，铁路小学完善的制度保障体系是保证舞龙舞狮形成系统的有利屏障，

是推动舞龙舞狮发展的有效手段，是舞龙舞狮形成特色的主要原因之一。 

3.5.3 学校专业的师资配备 

铁路小学具备两名专业的舞龙舞狮教师，为学校舞龙舞狮教学、训练都提供

了有利的师资保障。其教师专业性具体表现在除了获得相关的等级证书之外，更

重要的可以体现在教学中：学校校本教材的编制，教学内容设计的有序性；教学

内容编制的合理性，根据不同年级的学生安排不同教学内容，符合学生的生理特

点以及学生的技能基础，充分体现了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等。此外，在两位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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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带领下，学校领导的支持下，多次对非体育专业的教师进行培训，保证非专

业教师能够完成基本的教学任务，为学校舞龙舞狮的师资力量提供后备源泉。因

此，铁路小学舞龙舞狮的影响力度大，不仅在于领导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专业的

师资配备，团队的搭建，从而为铁路小学舞龙舞狮的发展提供保障基础。 

3.5.4 开展舞龙舞狮输出过程中经费的保障 

铁路小学开展舞龙舞狮获得成功，除了领导的高度重视之外，专业师资队伍

的保证，同样需要学校资金的投入，才能顺利、有效的开展。铁路小学购置了舞

龙舞狮器材，根据比赛训练购置了不同器材；支持舞龙舞狮训练队参加了很多表

演以及比赛，在比赛和表演中，经费投入占了很大比例，体现在给学生购买统一

的服装，负责学生基本饮食问题、负责交通问题、配备医疗队以及给学生购买保

险等。因此，学校在舞龙舞狮发展过程中，投入了一定资金用于比赛以及表演中。

但从发展至现在，学校投入资金在购买器材方面相对有限，主要是由于对农村小

学来说，想加大力度一直保持对舞龙舞狮的投资，是极其困难的。因此，资金的

投入仅仅依靠学校经费是不够的，应该从社会中寻求支持。 

3.5.5 学校开展舞龙舞狮形式的动态化 

    铁路小学引入舞龙舞狮后，通过灵活的开展不同形式即动态的过程，以此推

动舞龙舞狮的发展。一、学校打造了舞龙舞狮大课间特色活动，并根据学校器材、

场地问题，灵活的采用不同形式，力使舞龙舞狮最大力度的展现；二、铁路小学

根据学校特色，制定了 4-6年级每周一节舞龙舞狮课，充分的扩大了舞龙舞狮的

普及力度；三、学校成立了舞龙舞狮兴趣社团，使课内与课外进行了充分的有机

结合，有助于促进学生学习，培养学生团队精神。四、学校把舞龙舞狮融入美术

学科中，有利于舞龙舞狮的学科建设。综上所述，铁路小学开展舞龙舞狮形式多

样化，课外活动的开展更好的延伸了课堂教学，大课间体育活动对教学和训练进

行了检验，充分实现了课内与课外的有机结合，有利于促进学校舞龙舞狮的发展。

因此，学校灵活的开展形式，是学校发展的一个大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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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 自身特色优势的深度挖掘 

铁路小学引入舞龙舞狮，不仅仅因其“形”，更多的在于“神”。所以根据

铁路小学贵州龙文化的地域优势，引入舞龙舞狮是为了更好的传承、培育中华民

族精神。在此背景下，铁路小学灵活的开展舞龙舞狮，打造舞龙舞狮特色，深度

挖掘舞龙舞狮文化。铁路小学从多方面宣传并深入挖掘舞龙舞狮，比如学校校徽

设计融入舞龙舞狮元素，是学校内涵、形象的重要体现；文化长廊的设计、班级

牌子以及美术学科中都融入了舞龙舞狮的元素；学校网络平台的建设等都充分体 

现了铁路小学深入的挖掘校园文化。并且，通过访谈学校平校长以及学校领导、

专业教师可知，学校计划下一步更加深入的对舞龙舞狮进行挖掘，外在体现在校

园建筑的“形”进行改变，使其尽量吻合舞龙舞狮的外在色彩，打造统一的校园

文化特色。而内在体现在学校下一步辐射到聋哑学校以及更多学校，旨在促进舞

龙舞狮的发展，弘扬民族文化、传播民族精神。 

 

 

图 22 铁路小学舞龙舞狮文化建设 

 

3.6 兴义市顶效镇铁路小学开展舞龙舞狮对校园文化及体育教学的

作用 

3.6.1 开展舞龙舞狮对校园文化的扩建作用 

舞龙舞狮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瑰宝，学校开展舞龙舞狮有助于推动校园文

化建设，传承民族文化，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建设，促进和谐校园的建设，提高

万方数据



 43 

学生的素质，增强学生的爱国情怀，实现育人价值，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起

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铁路小学开展舞龙舞狮对校园文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根据秦瑞林、张椿林作者对校园文化结构的评定包括三个方面：物质层面

包括体育场地、设施、器材等；制度层面：包括学校体育组织、体育政策、制度、

管理体系、竞赛、运动会等方面；精神层面包括价值观、审美观、娱乐观等50。

对此，对铁路小学开展舞龙舞狮扩建校园文化的作用主要从物质、制度、精神三

个层面分别进行论述。首先从物质方面来说：学校体育场地器材是开设体育课的

物质基础和必要条件，良好的场地器材不仅能够提高教学效率和锻炼效果，而且

可以调动学习者锻炼的积极性。铁路小学开展舞龙舞狮购置了相关的器材设施，

不仅仅丰富了设施的种类，更是完善了设施的建设，进一步促进学校体育的开展，

所以添置舞龙舞狮的器材进一步丰富、完善了学校的物质基础；其次从制度方面

进行剖析：任何一个组织机构，都需要制度来保障其运营、发展。铁路小学开展

舞龙舞狮，为保障舞龙舞狮的系统性、长期持续发展，成立相关的领导组织，加

强管理制度的建设，进一步完善了学校的制度构建；最后从精神方面进行阐述：

就舞龙舞狮本身的属性来说，它是一项团队的体育运动，外在的表现有助于锻炼

学生的体质，而内在体现为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团结统一、坚持不懈、

勤劳勇敢等民族精神，达到真正的教育目的。铁路小学具体把舞龙舞狮融入在校

园长廊的打造、学科建设等各种文化之中，都潜在的影响学生的审美与价值观。

综上可知，铁路小学开展舞龙舞狮有助于校园的物质、制度、精神等文化方面的

建设，有利于学校体育的发展，实现育人的价值。 

3.6.2 开展舞龙舞狮对体育教学的促进作用 

铁路小学开展舞龙舞狮对于学校体育的发展来说，极大的促进了体育教学的

发展。首先铁路小学在国家统一的要求之下开展了不同的教学内容，同时结合地

域、学校特色，融入了舞龙舞狮，打造了舞龙舞狮校园特色，开发了校本教材，

有助于促进教学的实施。更重要的是铁路小学开展舞龙舞狮有助于帮助学生了解

当地文化特色，培养学生对舞龙舞狮的兴趣爱好，进一步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情

怀等。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对舞龙舞狮的热爱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从

                                                        
50张瑞林，秦椿林.体育管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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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助于提高体育教学的效果。其次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竞技体育对民族体

育的冲击力较大，导致一些民族体育的消融。而舞龙舞狮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

代表，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最能突出其民族性。在此背景下，加强舞龙舞

狮在学校教育中传承，有利于突出中华民族优势，让更多学生了解民族知识，培

养爱国情怀，传播舞龙舞狮的文化，促进教学的开展。最后从舞龙舞狮的本身属

性分析，它属于一项团队的运动项目，而现在的学生在团队意识方面比较缺乏，

因此，需要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舞龙舞狮不仅仅可以磨练学

生的意志力，更为重要的是促进学生团队合作的精神。根据 2017 年提出的体育

核心素养，包括体育品德、健康行为、运动能力三个方面，需要贯彻落实在体育

教学中。舞龙舞狮的开展为了更好的贯彻、落实、达到核心素养的目标，促进体

育教学的开展。 

3.7 兴义市顶效镇铁路小学开展舞龙舞狮存在的不足 

3.7.1 教师校外深层次培训不够 

     铁路小学虽然支持教师参与相关培训，但仅仅是校际之间的交流、分享活

动，这对于教师专业化深入的提升是很难达到的。而对于很多专业协会组织的培

训，无论是费用、时间都需要投入太多，并且类似培训不是上级教育部门直接要

求，学校对此很难支持教师参与培训和学习。而目前社会发展趋势是为了进一步

深化社会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整合利用社会资源，逐渐转变政府职能，简

政放权，把体育类相关活动组织的职能转变给体育单项组织，为盘活更多的体育

资源。因此，很多比赛、培训都交由相应的单项协会进行组织。在此情况下，教

师参与培训只能自行承担相关费用，而对于小学教师来说，很大程度上影响教师

学习的积极性。对此，学校应适当增加一定的机会支持骨干教师外出进行专业化

的培训，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提升教师专业能力，促进学校舞龙舞狮的发展。 

3.7.2 赛事平台展示不足 

随着社会的发展，安全问题成为了体育比赛、教学的痛点，很多比赛因存在

安全隐患而停止举行的案例已司空见惯。首先从参赛对象是小学生，那么在安全

问题上的考虑就需要更充分。因此，对很多远距离比赛，上级部门在充分考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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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安全的基础上，不建议学校参与，所以铁路小学参与全国大型赛事的机会不多 

其次从舞龙舞狮项目特点的视角进行分析，它属于团队项目，参与人数多、规模

大，安全管理成为重要的关注点之一；最后从舞龙舞狮的技术特点进行分析，表

演性强，即意味着技术动作存在一定的安全性。综上可知，上级部门非常重视学

生的安全问题，加上法律对教师或者相关部门职责界定存在模糊性，不能明确保

障教师或者相关部门的权益，因此形成了宁可不参与，也要保证学生安全问题等

现状。对此，学校应深入打造特色训练队，加强安全管理，最后通过获得的成绩

以及感染力、影响力来推销学校、展示舞龙舞狮的魅力和精髓，让上级部门充分

认识到比赛对舞龙舞狮发展的重要性，进而争取更多的赛事平台。 

3.7.3 教师的科研成果不足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铁路小学体育教师在近五年体育类期刊上发表文章较少，

而对于舞龙舞狮类的文章而言，则更有限，这对于舞龙舞狮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重

要的制约因素。科研能力也是作为评价教师专业能力的指标之一，科研缺乏，一

定程度上证明了教师专业能力有待提高。而理论-实践-理论-实践是一个不断改

进-提高的过程，教学科研是对教学实践重要成果的记录、探究和发现，是记录

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的过程，对相关研究人员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和依据，同时

有利于探究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有利于进一步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提升教师专业

能力，继而推动舞龙舞狮的发展。因此，学校应加强宣传科研的重要性、鼓励和

支持教师重视科研，提高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程度，进一步提高教师科研能力，丰

富相关研究成果。  

3.7.4 舞龙舞狮兴趣社团界定存在模糊性 

铁路小学成立舞龙舞狮兴趣社团，而学校对舞龙舞狮兴趣社团的定位主要是

把社团视为训练队，旨在提高学生的技能，参与比赛获得名次，因此对加入该社

团的学生提出了相关要求，以身体素质好，具备基础技能的同学为主。但若从舞

龙舞狮兴趣社团的名称进行分析，兴趣二字很充分的体现学校考虑学生的需求，

兴趣、爱好等，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而非是以学生的身体素质为主。但

实质是学校并未全面考虑部分学生的需求，在此，社团的名称不得不令人觉得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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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定位不够准确，这无疑是制约学校舞龙舞狮大规模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对

此，学校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一定的调整，不仅仅使开展形式定位准确，达到

更加规范，形成更完善的体系。  

3.8 兴义市顶效镇铁路小学舞龙舞狮开展成功经验的可推行性及启

示 

3.8.1 开展成功经验的可推行性 

铁路小学能够开展成功并不是它拥有其他学校无法比拟、不可替代的资源优

势，而是在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教师不懈努力、学生兴趣浓厚等多因素共同促

进达成的。因此，铁路学校开展舞龙舞狮的成功经验具有可推行性，其他学校借

鉴铁路小学发展的经验可同样促进其学校的发展。具体可推行的方面主要体现在

以下：一、学校领导的重视。校领导能够对舞龙舞狮的文化精神有深入的解读，

这是学校能够持续开展舞龙舞狮的基本保证；二、学校要配备专业的骨干教师，

并且要保证后备师资力量充足，并不断加强教师的职业精神教育，注重团队搭建，

融合其他非体育专业的教师参与舞龙舞狮的学科建设，促使师资力量达到最优

化。而学校在不具备骨干教师的基础上，可到一些学校聘请专业教师作为学校的

指导教师，同时加强本校教师的培训和交流，适当支持教师外出培训；三、学校

资金投入，开展舞龙舞狮购置相关的器材是需要学校资金投入，投入程度与其普

及化、深入化发展具有紧密的联系，而对于许多农村地区中小学来说，资金来源

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此情况下，仅仅依靠学校支持是很难扩大发展，那么就需

要社会的支持，需要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合作。四、学校开展舞龙舞狮，需

要建立健全、完善相关的管理制度，为舞龙舞狮可持续、系统化发展提供基本保

障；五、全面的解读舞龙舞狮文化，铁路小学能够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并辐射

到其他学校，对此得到的启示最为深刻。学校引入开展舞龙舞狮不仅仅只是为了

学校的特色、名气的发展，仅仅专注于学校训练队的打造。而是全方面丰富舞龙

舞狮的发展，无论是开展舞龙舞狮的途径动态化，还是宣传方式的多样化，都应

该丰富舞龙舞狮校园文化的发展，促进多学科融合、舞龙舞狮形神一体化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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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开展成功经验的启示 

常说，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铁路小学开展舞龙舞狮积累了很多宝贵的成功

经验，这些积累的成功可以为其他学校开展舞龙舞狮提供有力借鉴，笔者认为这

是铁路小学对舞龙舞狮的内涵有了深入的认识，才能让其持之以恒的发展。同样

省外一些中小学被评为全国舞龙舞狮教育示范学校，其开展的成功经验也可供铁

路小学借鉴和参考，如广东省中山市西区沙朗小学为第一个国家级舞龙舞狮示范

学校，第一个市级龙狮训练基地、龙狮教学与研究工作室，并成立了龙狮教学研

究工作室，制定龙狮教学与研究的中长期目标和各项管理制度，编写《舞龙舞狮》

校本教材，创编了少儿舞狮课间操等；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七星中心小学为全国

第二批舞龙舞狮教育示范学校，深入挖掘校园文化，体现在举办舞龙周，并推出

了一系列舞龙舞狮文化与课程融合的活动，如与语文课程相结合，推出征文比赛；

与科学课程相结合，推出手工活动等，并且学校将舞龙舞狮列入了学校发展规划

自主特色创建项目，每年推进相关工作等途径；重庆两江新区康庄美地小学在

2016 年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中小学舞龙舞狮锦标赛小学组第一名，学校

打造了独特的“康康龙舞队”，开设课程，编写教材。并且该学校从一年级就开

始让学生学习龙舞文化，了解理论知识；从三年级至六年级，每个班级都会组建

一支龙舞队，每年开展班级之间的比赛。并且开展了识龙、画龙、写龙、说龙、

吟龙等校园文化活动，打造了学校特色。总之，列举的全国中小学舞龙舞狮教育

示范学校，都对舞龙舞狮文化的内涵有了高度诠释，深入的全面挖掘校园文化，

打造了独特的文化，体现了更为专业、深入的发展，为铁路小学的发展也提供了

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此时，笔者深思其他学校发展舞龙舞狮，不仅仅是因为舞龙舞狮的“形”，

而在于舞龙舞狮的“神”，真正想通过开展舞龙舞狮来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实现

育人的价值。从四大文明古国发展角度进行分析，中国是唯一没有割断历史文化

传统的国家。为什么只有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顽强生存和不断发

展，主要是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

息的民族精神51。舞龙舞狮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代表，而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

                                                        
51贾丽云,李彦青.新时期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研究[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04):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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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核心和灵魂52。因此，舞龙舞狮代表

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另外从李力研著作《野蛮的文明》中，作者深入论述毛泽东

所言“野蛮其体魄 文明其精神”，只有锻炼肉体和磨练意志，才能实现自我，

也才能达到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而从舞龙舞狮的项目特点进行分析，正

与作者论述相吻合，也证明了舞龙舞狮对于实现自我以及达到更高的境界具有重

要的意义。对此，我们一方面要重视对承载民族精神的 “形” 进行挖掘和保护；

另一方面，更要重视对民族精神的内涵把握，要发掘中华民族深层次的精神追求，

把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就意味着要从小学生抓起。因此，

传承传统中华民族文化，培育民族精神最主要是贯彻在教学全过程，从小学教育

开始。主要体现在从教育传承、竞赛传承、表演传承、当地文化等方式进行传承。

总之，通过学校教育为主要手段对民族传统优秀文化进行传承，让中华民族精神

进教材、进课堂、进生活等，从而促进民族精神的培育、达到育人的目的，而骨

干教师以及学校的经费投入是保障其开展的最重要支撑条件。最后，希望越来越

多的学校能够借鉴铁路小学开展成功的宝贵经验，深入的理解其发展价值和意

义，最终促进舞龙舞狮的传承与发展。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铁路小学从 2014年引入舞龙舞狮，打造了大课间体育特色活动，并结合

学校实际情况为 4-6 年级学生制定了每周一节舞龙舞狮常态课，参加了不同层次

的比赛及表演，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并辐射、带动了一些学校舞龙舞狮的发展，

其整体发展呈现良好态势。 

（2）铁路小学在舞龙舞狮课堂教学中，编写了《龙狮呈祥 魅力铁小》作为

校本教材，并根据不同年级制定不同教学内容，一学期教学课时达到了体育课总

学时的三分之一，同时大部分学生对舞龙舞狮的学习表现为较高的兴趣。但教学

过程中存在教学不够优化，教学手段不够信息化、教学评价不够清晰等问题。 

（3）铁路小学在课外活动中成立舞龙舞狮兴趣社团；形成了舞龙舞狮大课

间体育特色活动，全面普及舞龙舞狮的开展；打造舞龙舞狮训练队，参加了不同

                                                        
52温静.中国梦视域下当代中国精神的形塑与建构[J].教学与研究,2018(01):5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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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比赛以及表演；深入挖掘舞龙舞狮文化，大力推动了校园文化建设。但同时

也存在不足：学校对舞龙舞狮兴趣社团的定位不够清晰，影响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学校赛事平台不够全面，影响学校舞龙舞狮的发展。 

（4）铁路小学开展舞龙舞狮有完善的保障体系作为支撑，包括学校领导高度

重视，成立了舞龙舞狮领导小组，完善了规章制度；专业教师的保障以及教师队

伍后备力量的充足；体育场地器材的充足；学校经费支持等。但教师在科研方面

以及教学培训方式上存在不足，一定程度影响舞龙舞狮的学科建设。 

 (5)铁路小学开展舞龙舞狮积累了宝贵的成功经验及启示。成功经验包括学

校领导、教师对舞龙舞狮传统项目的深入解读，专业师资配备，学校经费的支持，

完善的制度体系，开展形式灵活化，宣传途径多样化，自身优势的深度挖掘等方

面。同时为其他学校发展提供更为深刻的启示，加强师资团队建设，支持教师参

与更多专业的培训，最后学习保持深入解读舞龙舞狮文化内涵等。  

4.2 建议 

（1）优化舞龙舞狮的教学过程。为了使教学过程达到最优化，教师在教学

中一方面应合理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充分发挥多媒体直观作用，激发学生

感官器官，促进学生的学习；另一方面，教师适当调整教学手段，优化教学组织

形式以及丰富教学手段，完善教学评价系统。如在舞龙舞狮课堂教学中合理安排

游戏，并适当增加素质练习，融合每节课 10 分钟课课练的内容，真正根据实际

情况调整教学策略，制定学习评价标准，提高教学效果。 

（2）适当调整对舞龙舞狮兴趣社团的定位。学校舞龙舞狮兴趣社团的定位，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为真正落实兴趣二字以及结合课余体育锻

炼中开展舞龙舞狮，提出三个建议：第一、在课余体育锻炼中开展舞龙舞狮，并

调整舞龙舞狮兴趣社团名称为舞龙舞狮训练社团，也保障了学校最初的立足点；

第二、转换学校以舞龙舞狮兴趣社团为训练的立足点，调整社团人数限制及要求，

不仅仅招收参与比赛的学生，还有以兴趣为主的学生，但对师资要求更高，需要

分层训练、因材施教；第三、把训练队从兴趣社团中脱离出来，而社团的对象更

换为兴趣为主的学生，其开展形式与课外体育锻炼融合一体，不仅能够考虑想加

入而未加入的学生需求，而且能够避免舞龙舞狮兴趣社团与课外体育锻炼同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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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开展带来的冲突，有效缓解师资力量，高效率的实现学校资源配置，有利于

对学校体育更清晰的定位。 

（3）精细管理训练队，打造赛事平台。在上级部门过度关注学生安全的情

况下，限制学校外出比赛的频次，因此，制约了学校舞龙舞狮的发展。对此，学

校应该利用课余时间加强训练，百年如一日、艰苦训练，打造一支水平高，具有

学校特色的舞龙舞狮队伍。通过参与表演及比赛来提升学校的影响力，增强领导

的关注力。对此，安全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防范，首先，打造特色龙狮队，提

升学生实力，减少安全隐患，并能够有机会获得比赛名次；其次，通过制定安全

管理条例，形成体系，保证学生在训练及比赛中的安全问题，进一步深化舞龙舞

狮安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旨在赢得赛事平台。 

（4）加强学校师资培训、提升教师科研水平。铁路小学在舞龙舞狮发展过

程中，由于骨干教师外出交流，学校比赛、表演出现过停滞现象。对此，学校应

该持续加强培训其他非专业教师，全面提高舞龙舞狮师资队伍的综合素质、管理

水平和工作能力，为师资力量提供后备来源。同时了解到铁路小学体育专业教师

发表的文章较少，而科研是促进教学实践提升的重要手段，只有两者深层结合，

才能共同发展。因此，铁路学校应该结合学校情况聘请科研专家到校进行交流，

再借鉴省外中小学舞龙舞狮示范校开展成功的经验，进一步成立体育研究工作

室，制定明确科研奖惩管理规定，并纳入绩效考核等相关策略。 

（5）丰富发展校园文化内涵。铁路小学舞龙舞狮的发展在贵州省中小学处

于领先位置，若想持续保持良好发展的态势，需要建立在自身特色的基础上，在

借鉴省外中小学舞龙舞狮教育示范学校开展成功的经验。比如：举办舞龙舞狮周，

推出舞龙舞狮文化主题活动；全面与多学科融合，如与语文课程结合，推出征文，

举办演讲比赛；与科学结合，推出手工活动；与音乐结合，感受舞龙舞狮中的锣

鼓等。最后，开设舞龙舞狮专业文化课程，成立舞龙舞狮研究工作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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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件一：              调查问卷效度评价表 

尊敬的专家：  

您好！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能够抽出时间对我的调查问卷进行指导。我是贵

州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2017级的研究生，所做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兴义市顶效镇

铁路小学开展舞龙舞狮个案研究》，根据研究内容设计了本调查问卷，现就问卷

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征求您的意见和建议，请您对问卷进行效度检验，并提出您对

问卷修改方面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最后，感谢您的帮助与支持，祝您工作顺利！ 

              2017级贵州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指导教师：  

您的基本情况    

姓名：_______     职称：_______    所在单位：            

一、有效度的评价分为五个等级，请您在阅读玩问卷后，依次对两份问卷做出评

价，并请在相应的等级下面划“√”。  

1.普通学生问卷效度评价表 

等级        非常合理     基本合理    一般    不太合理   非常不合理 

问卷内容设计      

问卷结构设计    

问卷总体设计   

2.训练队学生问卷效度评价表 

等级        非常合理     基本合理    一般    不太合理   非常不合理 

问卷内容设计      

问卷结构设计    

问卷总体设计   

3.教师问卷效度评价表 

等级        非常合理     基本合理    一般    不太合理   非常不合理 

问卷内容设计      

问卷结构设计    

问卷总体设计   

4.您对本问卷设计的修改建议是：（请写出题号和修改建议） 

评价老师签字：_________________ 职称：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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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义市顶效镇铁路小学开展舞龙舞狮个案研究的访谈提纲 

一、访谈目的 

通过对铁路小学的领导、教师进行访谈，对舞龙舞狮的开展状况有一个概貌

了解，准确获得有关的第一手资料。 

二、访谈对象 

铁路小学的领导、舞龙舞狮教师、班主任 

三、访谈内容 

领导的访谈提纲 

尊敬的校领导：   

您好！我是贵州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2017级硕士研究生,我的论文题目是《兴

义市顶效镇铁路小学开展舞龙舞狮个案研究 》，为全面了解贵校舞龙舞狮开展

成功经验，为其他学校舞龙舞狮的发展提供借鉴。因此，设计此问卷，在研究中

相关的问题，恳请您给予指导和帮助，此次访谈的结果仅限于学术研究,我将对

访谈进行记录，并对访谈涉及到的任何内容及您的信息给予保密。再次感谢您的

帮助。   

             2017级贵州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硕士研究生：杨克敏  

指导教师： 赖小玉（副教授） 

1. 贵校引入舞龙舞狮的背景？ 

2. 贵校舞龙舞狮发展的途径、保障？ 

3. 贵校对舞龙舞狮的管理制定了那些规章制度？（组织机构，教师管理，

学生管理方面） 

4. 贵校发展舞龙舞狮的经费来源以及投入情况？ 

5. 您认为通过引入舞龙舞狮后对学校校园文化产生了哪些影响？（制度、

物质、精神） 

6. 贵校支持教师外出交流培训的活动有哪些？支持教师培训方式（自费、

公费）情况？ 

7. 贵校舞龙舞狮取得成功，有哪些成功的经验？ 

8. 您认为目前制约贵校舞龙舞狮发展的主要瓶颈是什么? 

9. 您怎么看待校际之间舞龙舞狮的推广战略？您对贵校的舞龙舞狮下一步

发展有什么计划？ 

再次感谢您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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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龙舞狮教师的访谈提纲 

尊敬的老师：   

您好！我是贵州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2017级硕士研究生,我的论文题目是《兴

义市顶效镇铁路小学开展舞龙舞狮个案研究 》，为全面了解贵校舞龙舞狮开展

状况，总结开展的成功经验。因此，在研究中遇到的问题，恳请您给予指导和帮

助，此次访谈的结果仅限于学术研究,我将对访谈进行记录，并对访谈涉及到的

任何内容及您的信息给予保密。再次感谢您的帮助。   

            2017 级贵州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硕士研究生：杨克敏 

      指导教师：赖小玉（副教授） 

 

1. 贵校舞龙舞狮课总共多少个学时、教学内容怎么安排？ 

2. 贵校针训练队学生，舞龙舞狮的器材怎样安排？同时您认为学校舞龙舞狮场

地器材是否满足教学的需求？ 

3. 您在舞龙舞狮教学中采用的教学方法手段情况？ 

4. 贵校大课间的安排情况以及开展内容？此外，参与校外哪些舞龙舞狮的比赛

以及获奖情况、比赛规模、比赛内容、以及参与的舞龙舞狮表演情况？ 

5. 贵校开展那些社团？其中对加入舞龙舞狮兴趣社团的学生有什么要求或者限

制的条件？主要是由于什么原因？ 

6. 您参加过舞龙舞狮那些培训学习？培训学习的的形式是公费还是自费？自费

的话主要原因是什么？ 

7. 贵校在舞龙舞狮中经费的投入情况？ 

7.您认为贵校开展舞龙舞狮对学校校园文化有什么影响？ 

8.贵校的舞龙舞狮发展过程中，遇到哪些困难阻碍？ 

9.您认为目前制约贵校舞龙舞狮发展主要瓶颈是什么？ 

10.您对贵校舞龙舞狮的发展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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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舞龙舞狮教师的调查问卷 

尊敬的老师：   

您好！我是贵州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2017级硕士研究生,我的论文题目是《兴

义市顶效镇铁路小学开展舞龙舞狮个案研究》，为深入了解贵校舞龙舞狮的开展

状况，归纳发展成功经验，为其他学校舞龙舞狮的发展提供借鉴。因此，设计此

问卷，在研究中相关的问题，恳请您给予指导和帮助。问卷内容仅用于研究，并

采用匿名方式，您的答案将成为我研究的重要信息，敬请客观、详实的填写。衷

心感谢您的参与和配合！最后，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2017级贵州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硕士研究生：杨克敏 

      指导教师：赖小玉（副教授） 

 

填写说明：请在选项前打“√”表示您选择的答案.凡是没有特殊注明“可

多选”或其他说明的题目，均为“单选”。 

 

1.贵校总教师     人；体育教师    人，男教师   人，女教师  人；其中能够

进行舞龙舞狮教学的专职体育教师   人，能够进行舞龙舞狮的兼职体育教师   

人。 

2.您在近五年发表的体育类期刊总数为：      篇；发表舞龙舞狮类文章期刊总

数    篇。 

3.您是否有舞龙舞狮裁判员、教练员相关等级证：       ，有的话是什么等级

类别证书：           。   

4.贵校舞龙舞狮教学中使用的教材为？ 

A.国家统一编制的教材  B.地方教材   C.学校自编教材   D.其他 

5.如果是学校自编教材，遵循哪些自编原则？ 

A.与学校的具体条件相适应   B.素质与技术并重   C.教材编写中竞技体育 

占有地位规定位置   D.自编教学有利于“教”“学”“练”   E.其他   

性别   职称  

专业   

您的年龄 A.20-35岁     B.36-49岁      C.50岁以上        

您的文化程度  A.大专以下 B.大专 C.学士本科  D.硕士研究生  E.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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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贵校各年级舞龙舞狮的教学内容实施情况？[可多选] 

A.各年级教学内容制定不一样      B.教学过程中从易到难  C.其他 

8.课外体育锻炼中没有开展舞龙舞狮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A.学习内容太多  B.师资不够  C.指导教师没有课外补助 D.场地不足  F.其他  

9.贵校舞龙舞狮课余体育训练中采用的训练方法有哪些[可多选]？ 

A.讲解法   B.示范法 C.完整与分解法 D.重复、循环法 E.游戏竞赛法  G.其他   

10.贵校一学期举办舞龙舞狮比赛的频率是？ 

A.0次   B.1次     C.2次   D.3次以上    

11.贵校领导在舞龙舞狮哪些方面做了相关工作？[可多选] 

A.支持成立舞龙舞狮机构小组   B.制定舞龙舞狮管理制度 C.在舞龙舞狮中投

入一定经费   D.定期送教师出去交流、培训    E.其他  

12.贵校舞龙舞狮的经费投入来源?[可多选] 

A.事业拨款   B.学校筹款    C.社会集资    D.自行创收 

13.贵校宣传舞龙舞狮的校园途径有哪些？ 

A.表演      B.体育比赛       C.宣传教育      D.体育专题讲座    F.体育

演讲比赛       G.图片资料展示    I.其他  

14.您对学校开展舞龙舞狮的态度？ 

A.非常支持     B.比较支持    C.一般   D.不支持   E.非常不支持 

15.贵校舞龙舞狮取得成功，有哪些宝贵的成功经验？ 

                                                                

                

再次谢谢您的支持！祝您生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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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的访谈提纲 

尊敬的班主任：   

您好！我是贵州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2017级硕士研究生,我的论文题目是《兴

义市顶效镇铁路小学舞龙舞狮开展现状研究 》，为全面了解贵校舞龙舞狮开展

状况，充分了解学生的参与情况。因此，在研究中遇到的问题，恳请您给予指导

和帮助，此次访谈的结果仅限于学术研究,我将对访谈进行记录，并对访谈涉及

到的任何内容及您的信息给予保密。再次感谢您的帮助。   

                     2017级贵州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硕士研究生：杨克敏  

指导教师：赖小玉（副教授） 

 

 任教年级：              班级：                        

1. 贵校领导对舞龙舞狮的重视情况？ 

2. 您们班级有多少学生参与舞龙舞狮兴趣社团？ 

3. 您认为影响学生参与舞龙舞狮兴趣社团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4. 您对学生参与舞龙舞狮的态度是什么？ 

5. 您认为贵校开展的舞龙舞狮对学校校园文化产生了什么影响？ 

6. 您认为贵校开展舞龙舞狮有哪些成功的经验？ 

7.贵校舞龙舞狮在发展过程中，遇到哪些困难？ 

8.您认为目前制约贵校舞龙舞狮发展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 

9.您对贵校舞龙舞狮的发展有什么更好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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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比辐射的学校 

领导访谈提纲 

尊敬的校领导：   

您好！我是贵州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2017级硕士研究生，为全面了解贵校舞

龙舞狮发展的现实图景。因此，在研究中遇到的问题，恳请您给予指导和帮助，

此次访谈的结果仅限于学术研究,我将对访谈进行记录，并对访谈涉及到的任何

内容及您的信息给予保密。再次感谢您的帮助。   

                 2017级贵州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硕士研究生：杨克敏   

指导教师：赖小玉（副教授） 

 

1. 贵校开展舞龙舞狮的背景是什么？ 

 

2. 您认为开展舞龙舞狮有什么意义？ 

 

3. 贵校开展舞龙舞狮有无相关管理制度？ 

 

4. 贵校目前开展舞龙舞狮的形式(教学、训练、竞赛、课外体育锻炼)有哪些？ 

 

5. 贵校体育教师以及专业舞龙舞狮教师配备情况以及来源情况？ 

 

6. 贵校舞龙舞狮场地器材配备情况？ 

 

7. 您认为目前制约贵校舞龙舞狮的开展主要有哪些因素？ 

 

8. 您对学校的舞龙舞狮下一步发展有什么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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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小学舞龙舞狮开展现状调查的学生问卷表 

（普通学生） 

亲爱的同学： 

你好！我是贵州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的研究生，为全面了解你们学校舞龙舞狮

的开展情况，归纳发展成功经验，为促进贵州省中小学舞龙舞狮的发展，特设计

了此问卷。问卷仅仅用于研究，并采用匿名方式，你的答案将成为我研究的重要

信息，请如实认真填写。再次感谢你的帮助！最后，祝各位同学学业有成，更上

一层楼。 

填写说明：请在选项前打“√”表示您选择的答案.凡是没有特殊注明“可

多选”或其他说明的题目，均为“单选”。 

1.民族：__________ 

2.性别:__________ 

3.年级    A.三年级    B.四年级     C.五年级     D.六年级 

4.你喜欢舞龙舞狮吗？[填写喜欢的同学跳过第 6题；填写不喜欢的同学，请跳

过第 5题；填写一般的同学，两题都可以选择或任意选择一题] 

A.喜欢               B.一般           C.不喜欢    

5.你参与舞龙舞狮的动机是?(可多选) 

A.可以参加表演、展示     B.学习传统文化知识    C.增进健康    D.能加深

同学间的友谊    E.体验快乐      F.感兴趣      G.其他        

6.你们舞龙舞狮教学中有没有通过视频学习舞龙舞狮？ 

A.从不      B.偶尔       C.经常   

7.你满意舞龙舞狮的体育课堂教学？[填写 A的同学，请跳过第 9题] 

A.满意           B.不满意 

8.你不满意舞龙舞狮教学有哪原因？(可多选) 

A.练习时间不够      B.教学氛围不够   C.教学内容有难度   D.游戏少               

E.教师不够亲和      F. 其他        

9.你能学会舞龙舞狮课堂教学内容吗? 

A.能           B.不能 

10.舞龙舞狮课后的感觉是？ 

A.开心      B.累     C.还想继续学习    D.不好玩      E. 其他        

11.你从学校里哪些形式了解到舞龙舞狮的？（可多选） 

A.表演      B.体育比赛       C.宣传教育      D.体育专题讲座    F.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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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比赛       G.图片资料展示    I. 其他        

12.你参与课外体育锻炼吗？ 

A.参加       B.不参加 

13.如果课外体育锻炼中增加舞龙舞狮的练习，你愿意参加吗？ 

A.非常愿意      B.愿意       C一般       D.不愿意       D.非常不愿意 

14.课余体育训练中只有舞龙舞狮兴趣社团的学生才能参与训练吗？ 

A.是          B.不是 

15.你为什么没有加入舞龙舞狮兴趣社团？[可多选] 

A.每个班级名额太少      B.学校社团多，选择多          C.不感兴趣      

D.教学内容有难度        E.社团要求有基础      F. 其他        

16.如果舞龙舞狮兴趣社团能够加入很多同学，你会加入吗？ 

A.会          B.不会 

17.你认为你在舞龙舞狮教学中可以学到了什么？(可多选)  

A.锻炼身体    B.学会团结  C.玩的开心   D.了解知识  E. 其他        

18.你对学习舞龙舞狮有什么深刻的感受:                                                                                              

                                                                                           

再次谢谢你的帮忙！祝你学习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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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小学舞龙舞狮开展现状调查的学生问卷表 

（训练队学生） 

亲爱的同学： 

你好！我是贵州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的研究生，为全面了解你们学校舞龙舞狮

的开展情况，归纳发展成功经验，为促进贵州省中小学舞龙舞狮的发展，特设计

了此问卷。问卷仅仅用于研究，并采用匿名方式，你的答案将成为我研究的重要

信息，请如实认真填写。再次感谢你的帮助！最后，祝各位同学学业有成，更上

一层楼。 

 

填写说明：请在选项前打“√”表示您选择的答案.凡是没有特殊注明“可

多选”或其他说明的题目，均为“单选”。 

 

1.民族：_____ 

2.性别：      

3.年级    A.三年级    B.四年级     C.五年级     D.六年级 

4.你加入舞龙舞狮兴趣社团主要原因是什么？ 

A.感兴趣    B.在班级中舞龙舞狮的基础较好   C.老师要求   D. 其他                 

5.你们舞龙舞狮课余体育训练有没有教师指导？  

A.有      B.没有 

6.你能完成舞龙舞狮的训练内容吗？  

A.能          B.不能 

7.你满意老师舞龙舞狮的训练吗？ 

A.非常满意      B.比较满意   C.一般     D.不太满意     D.非常不满意 

8.你们学校一周训练几次舞龙舞狮？ 

A.1次也没有     B.1 次      C.2次       D.3次    E.4次以上 

9.你们舞龙舞狮兴趣社团一次训练多长时间？ 

A.30分钟       B.31-60分钟     C.61-90分钟   D.90分钟以上 

10.参加舞龙舞狮比赛获奖的同学有没有得到学校奖励？ 

A.有            B.没有 

11.你认为你在舞龙舞狮兴趣社团中学到了什么？(可多选)  

A.锻炼身体      B.交更多朋友      C.玩的开心   D.学到知识    E.团结           

F.坚持      D. 什么都没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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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你认为你参加舞龙舞狮兴趣社团比没有参加社团的同学，最大的收获是什

么？                                                                                              

                                                                                           

再次谢谢你的帮忙！祝你学习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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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时光飞逝，转眼两年研究生生涯就此结束，顿时心生踌躇、感慨：学术之路，

贵在坚持和思考。从论文的选题到定稿初成，都是在导师赖小玉副教授的悉心指

导下由本人独立完成的。从论文选题、撰写、修改、定稿都是凝聚了恩师的心血。

她视我们如家人，无论在学习还是生活上，她都给了我最大的支持，让我一直坚

持着自己的梦想；也是她，不辞辛苦为我们付出，工作奔波辛苦之余，夜深人静

时还在为我们修改论文。恩师谦虚、严谨的治学态度、高尚师德、和善的处事态

度等高尚品质都时时影响着我的处事之道。从恩师那里，不仅仅学到知识，更重

要的是学会做人，在此向恩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衷心的感谢! 

感谢两年一直以来，默默支持和关心我的老师：孟刚教授、刘转青教授、冯

胜刚教授、曾晓进教授、王朝琼教授、桂祝教授等，各位老师敦敦教诲，让我铭

记于心。他们谦虚的教学态度、高尚的师德深深影响着我，让我一生受益。同时

感谢欧强辅导员、步廷威辅导员、袁俊锋老师等对我的帮助和关心，感谢他们的

理解。最后真诚感谢体育学院所有老师对我的关心与帮助。 

在此，特别感谢孟刚教授，他是我研究生期间的第二导师，无论在学习，还

是生活，都给我无限的鼓励和支持。在我选题提供启发，在收集数据时提供了支

持、撰写论文提供宝贵意见等等。同时特别感谢刘转青教授，在论文撰写过程中

给予我很大的帮助以及在学习中给予我默默的支持和帮助。感谢收集论文数据时

的铁路小学教师黄福波老师的热情帮助。最后对我的贵人导师们表示真挚的感

谢。 

感谢我的朋友和同学，在研究生学习生涯中，张潘东同学一路随行，给予我

很大的鼓励和支持；感谢唐亚师姐，她就像亲姐姐一样，在我研究生学习及生活

迷茫时给予开导；感谢远在他方的娄靖靖师兄、卢吉洪师兄给予论文的指导以及

对我一直以来的帮助；感谢杨淑兰同学在工作中一直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感谢赵

久林、周世同、彭阳、闫丹怡、吴峥等同学们在研究生期间对我的无私帮助和支

持。 

感谢我的爷爷奶奶、父母、弟弟妹妹和亲人们，感谢他们默默的付出，没有

他们就没有今天。他们含辛茹苦养大了我，教会我太多，自己唯一能够做的是勤

奋学习，将来能够回报他们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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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真诚的感谢我的恩师、贵人、体育学院的所有老师，师兄师姐、朋友、

同学们在我研究生期间给予我的无限帮助和鼓励，感谢有他们，我的研究生生活

才能如此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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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期间发表的论文 

 

2017 年 12 月在文体用品与科技上发表了《浅谈篮球裁判员判罚方式对场上队员

参赛行为的影响》 

2018 年 1 月在文体用品与科技上发表了《浅谈竞技体育异化至弱化的发展》 

2018 年 2 月以第二作者在文体用品与科技上发表了《从第 13 届全运会引发的对

全民健身素养的思考》 

2018 年 12 月参与申请了《贵州省贞丰县三岔河体育特色小镇发展研究》的校级

课题研究 

2019 年 2 月在当代体育科技上发表《浅谈分期训练理论与板块训练理论的关系》 

2019 年 2 月在度假旅游上发表《浅谈体育课程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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