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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岗

原韩国武术国家队主教练、
鲁东大学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系
主任黄义军博士邮寄来他的新著

《我国世界遗产地民族传统体
育——— 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研究》(人民体育出版社2019
年12月出版)。

品读书稿全文，我最大的感
受就是作者著述通篇都体现出一
种高度的“文化自信”立场。这一
点是值得点赞的。因为，在我看
来，一个学者的研究必须具有“立
场”，而这种对“立场的坚守”是一
个学者学术研究“积水成河”的前
提和保障。也是学者“一辈子做好
一个主题研究的关键所在”。面对
当前学术界“赶时髦、求数量、堆
字数”的专著出版时弊，黄义军博
士的著述所体现出的“一以贯之”
的学术立场是值得称道的。同时，
也因为这种一以贯之的学术立场
的坚守，就使得本著述具有了另
外一种意义和价值。这一点，在我
看来就是：“一个优秀的学者一定
要有立场，绝对不可墙头草随风
摆”。

著作回顾了近百年来，由于
全盘西化和全盘的文化拿来，中
国的传统文化中断和失效的范围
相当广泛和严重，国家遭遇了西
方强大的语境，全人类跟着西方
文化模式走，是否是人类的福音？
东方文化是否可以提出自己的文
化精神？谁来阐释中国和当代中
国文化的复杂形态？谁来塑造和
如何塑造21世纪的中国形象？中国
武术、“武侠人生”，一个完全的、纯
粹的中国制造，中国武术是中国
文化具有中国元素的文化代表之

一，我们完全有理由将这一个体
现“中国制造”的文化产品塑造成
为“中国形象”的最佳和有效途
径。中国武术是中华民族的伟大
创造，穿越古今福泽华夏人民，博
大精深育化广大民众。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中有中国武术，健康中
国建设中有中国武术，文化强国、
体育强国建设中有中国武术，文旅
融合中有中国武术。可以说，无处
不在的中国武术政治生态正在形
成，新时代的中国武术“再出发”
已势在必行。

全书共分为八章，主要阐述
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历
史使命，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
武术的传承与发展、保护策略分
析，武术的教育传承，武术文化国
际传播和传承保护的拓展思考、
个案分析等内容。总体来说，本书
以新颖的视角，对中国传统文化
武术进行了全新的盘点和分析，集
科学性和系统性为一体，理清了传
统武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武
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
传统武术与现代文明的关系，在坚
守中国文化的立场中，做好中国武
术文化价值的阐发，做好中国武术
蕴含的中国智慧表达，推动中国武
术价值和资源的开发，创新性地
提出传统武术“创造性转化到创
新性发展”。

遵循中国武术自身发展规
律，要保持中国武术的中华本色。
作为身体行为文化的中国武术，
存在其自身的文化生成规律。与
西方体育的身体文化特征相比
较，这些理念、精神和意识的存
在，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在几千

年的发展进程中，中国武术形成
了独特的价值观、健康观、教育观
等，这些理论是长期积淀形成的
中国武术生存发展的根基。而不
少中国武术的内隐文化，被几十
年来的“体育武术”的推进遮掩、
屏蔽了。在“体育武术”话语权起
决定作用的今天，这些内隐性文
化处于“濒临灭绝”的状态。我们
应在中国武术发展“再出发”的新
时代，下大力气把中国武术文化
中那些藏在古籍里、散在民间、融
在百姓生活中的弥足珍贵的“技
术”充分挖掘出来、保护起来、传
承下来、弘扬开来，使其呈现出多
彩的光芒。而不应以过往的“体育
思维方式”，寻觅和求解中国武术
的发展之策。

我们必须正确认识中国传统
文化，因为一个民族必有一个深
厚的民族文化为基础，才能更好
地融合和吸收外来的西方文化，
创造出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化文
化。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费孝通
先生认为文化的自觉首先是要对
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这种自
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
自主能力，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
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不带
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也不是

“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中国
文化有“和而不同”的核心价值、
有不确定性在“在混沌中形成”的
宇宙观、有与西方不同的多种思
维方式，追求的是一个多元文化
均衡发展的世界。

纵观书稿全貌，使我感到作
者能够从非遗的基本理论出发，
并紧紧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中
国传统武术、保护、传承、拳种、流
派”等关键词来展开研究。这种研

究所呈现出的就是一个主题鲜
明，勾连紧密，逻辑严谨的完整报
告。所以，我认为该著作的出版对
于相关研究者而言，一定会具有
一定的参考和示范价值。

中国武术是一个丰盈饱满的
文化载体，在一招一式中折射着
中华智慧，在一拳一路中体现着
中华精神，在一技一理中内隐着

中华文明。中国武术所展示和内
隐的文化意涵，更多是天人合一
的理念、厚德载物的精神与彬彬
有礼的竞争意识。新时代，传承与
发展好中国武术文化，应是国家
和社会的责任。

(作者系武汉体育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湖北省“楚天学者

“特聘教授)

一招一式一理法，一拳一路一境界
——— 简评《我国世界遗产地民族传统体育——— 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

本报烟台10月26日讯 (记者
李楠楠) 记者从烟台市教育

招生考试中心获悉，2020年下半
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
于10月31日(周六)进行，烟台市
设芝罘区、福山区、莱山区、牟平
区、莱阳市、栖霞市、龙口市、招
远市、莱州市九个考区，36个考
点。

考生可在10月26日至30日
及时登录考试报名网站(http://

ntce.neea.edu.cn/)打印准考证，
准确掌握各科目考试时间、考点
地址等信息，并仔细阅读准考证
上的“考生须知”和“特别提示”。

所有考生进入考点前必须接
受体温测量。体温≥37 . 3℃的考
生，须进行体温复测。体温复测后
仍高于37 . 3℃，经专业评估和综
合研判，能继续参加考试的，安排
在备用隔离考场考试。

考试期间要做好个人防护。

低风险地区的考生在进入考场前
要佩戴口罩，笔试考试过程中，考
生可自主决定是否佩戴。非低风
险地区或备用隔离考场的考生要
全程佩戴口罩。

考生要提前到达考点进行
两次安检。第一次：进入封闭区
时，除考生准考证上规定的证
件、考试文具外，其他物品禁止
带入(严禁携带手机等各种无线
通讯工具、书包、学习资料、手

表、电子存储记忆录放设备、发
送接收设备以及涂改液、修正带
等)。第二次：进入考场时，再次
配合监考老师进行证件和违禁
物品检查。

规范考试管理，确保公平公
正，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
在标准化考点组织实施，考试在
视频监控下进行，监控视频和后
期的录像回放都将作为认定考试
违规的依据。请各位考生主动配

合监考人员按规定进行身份验证
核查、安全检查和随身物品检查
等，遵守《考场规则》，服从监考教
师管理。

考生应按照考点统一发出的
考试指令完成考试。整个考试过
程以考点信号指令为准，考场内
挂钟时间仅供参考。

请各位考生严格遵守考试纪
律，诚信应考，烟台市招考中心咨
询、投诉电话：0535-2101810

2020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10月31日举行
即日起打印准考证，烟台市设九个考区36个考点

福山区教体局举行“家校携手，共育英才”主题活动
本报烟台10月26日讯(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王韶华)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教师与家长
之间的联系，真正做到“家校携
手，共育英才”，近日，烟台市福
山区教体局举办了“家校共育，
携手同行”家庭教育巡回宣讲活
动。

宣讲活动于10月17日在
西关小学拉开序幕。活动中，
学校负责人与家长们交流了
家庭教育工作相关经验，听取
了家长们的意见。活动邀请曙
光幼儿园园长孙艳杰作为主
讲人，分别围绕“孩子没有叛
逆期，只有父母才有”“孩子学
习为什么没有动力”两个主

题，向家长们介绍了家庭教育
的关键理念和实际操作方法，
为家长在家庭教育方面提供
了新思路，得到了家长们的一
致好评和肯定。

在实验小学宣讲专场，孙
艳杰园长分别带来了“孩子不
听话的根本原因”“父母和孩子
之间为什么存在沟通障碍”两
场讲座，孙园长通过列举现实
生活中的实例，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解释了教育现象、揭示了
教育规律，阐明了什么是有效
沟通、沟通有哪些要素、如何实
施等一些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
法。活动中，家长代表们也向大
家分享了自己的教育经验，起

到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同时，为进一步提升家庭

教育质量，福山区教体局组织
全区家庭教育负责人、骨干教
师以及学生家长代表参加了第
二届烟台市家庭教育高端论坛
培训活动，培训活动为家长和
教师提供了新的教育理念和教
育知识，也促进了家校合作的
顺利进行。

此次系列活动的举办，为
推动构建家庭教育新生态、在
新时代发展家庭教育起到了重
要作用，全体教师和家长将以
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加强
家校联系，携手为学生“扣好人
生的第一粒扣子”。 “家校共育，携手同行”家庭教育巡回宣讲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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