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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的美学特征及讲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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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武术套髓运动的艺术美和散手实践的技击莹是武术的美学特征。通过教学，使学生对武术运动的优美形态、鲜明 

韵昧、谐极神韵、形式技艺和技击搏斗的体验，感受自己在武术套路运动中表现、戗造的艺术美，欣赏教师示范、同伴演练的技击 

美．充分享受在武术中的美好感觉，冉冶情操，掌握教艺，这是大学生选修武术的重要因素，也是导致学生对武术的间接兴趣转变 

为直接 趣的认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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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武术除了练以踺身、用以自卫外 ，还具有极 

为丰富的美学因素。在高校开设武术选修课，讲授 

武术的美学特征，就是为了满足大学生对美的追求 

和实现终身体育、素质教育的目的。 
一

、武术的美学特征 

武术套路运动的艺术美与散手实战的技击美共 

同构成武术的美学特征，这也是大学生选修武术课 

的兴趣所在。 

1．套路运动的艺术美。武术套路的艺术美在 

于演练过程中所表现出优美的形态、鲜明的韵味、谐 

极的神韵以及形式与技艺美。这独具特色的美，一 

方面来自表演者对动作攻防含义的理解与身形姿态 

的高度配合、节奏的处理以及艺术表现手法，另～方 

面来自武术套路那浑厚、雄壮的气势和身体运动的 

特殊形式。 

①优美的形态。武术套路中的形态包括动态和 

静态两个部分。动态指套路在运动过程中肢体在空 

问完成动作时的瞬间形态或构成的各种图形，包括 

弧线、折线和直线。静态是指套路中动作与动作之 

间那短暂相对静止的定势造型。动态有快慢之分， 

大小之别；静态有高低之分，俯仰之异。形态在动或 

静的表现过程中能够塑造出千姿百态的艺术形象， 

使观赏者产生愉悦的心态。 

②鲜明的韵味。韵是一种和谐、整齐、具有节奏 

的美，似那乐曲的高低、轻重、长短、强弱、间歇、停顿 

的有规律的和谐组合。韵味就是使各类矛盾表现充 

分激烈化，给人以变化清晰、层次分明，做到韵厚味 

醇，这样才能给观赏者一种美的感受。如：旋风脚劈 

叉这个动作比较典型地反映了高与低的空间层次， 

在腾空纵起的一瞬间，似若龙卷旋风直冲云霄，空中 

完成击拍后转接低姿造型，犹如骄健的雄鹰俯冲而 

下，这种瞬息之间的时空变化，充分展示了醇厚的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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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③谐极的神韵。神韵乃是表现表演者意向情趣 

的高层次，一拳一腿，一招一势，无不以神相配合。 

神者，乃眼神也。形是神生存的物质基础，神是形的 

统帅和灵魂，形其而神生。在套路演练中，神随形 

转，形随意动，存在于含而不露的舒展的神态之中， 

使整个套路协调而富有生气，成为击是本、神是情、 

形是意的高度统一。缺乏神韵的运动只能使人看到 
一 个躯壳和皮囊在运动，而看不到其思想和感情，这 

样的套路运动是不会给观赏者以美感，而欣赏艺术 

美，就是对人类生命活动的召唤。 

④形式与技艺美。纵观武术套路运动中各种拳 

术、器械以及对练的演练形式，在技术特点和风格趣 

昧上各具有技术和艺术的表现特征。在拳术中，那 

剐劲有力、深厚沉稳的南拳具有阳刚之美，飘洒大 

方、气势奔放的通臂拳具有气势之美，丝丝如扣、园 

活走转的八封掌具有阴柔之美，造型舒展、方法清晰 

的自选长拳具有造型之美，还有形、法、势融为一体 

的象形拳具有诙谐之美，行如流水、连绵不断的太极 

拳具有逍遥之美等等。它们都以丰富多彩、神奇变 

化的运动特点，把武术套路的形式美表现出来。武 

术套路运动依赖于武术实用技击术的积累，在表现 

攻防方法上借助于“舞”的演练形式，不同的攻防方 

法和实战技能便产生了不同的套路风格，从而比较 

完善地使技术特点在纷繁众多的套路演练中表现出 

来 也就是说武术套路的演练形式是夸张了的技击 

术的艺术化过程，因而具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2．实战中的技击美。技击，这个带有一种激烈 

厮杀、格斗含义的运动项目，自古以来都为练武的人 

们所重视。武术运动中技击术在冷兵器时代发挥了 

主要的战斗作用，热兵器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削弱 

了技击的实用价值，它的使用范围逐渐从战场上退 

下来，在民间成为一种健身、娱乐、显示功力的有效 

手段。 

武术的技击法则在运用中更注重对动作美的追 

求，它在内意上仍保留了技击法则的实用价值的精 

髓，在外形上则进行修饰和创新。在实战中，蛮倔粗 

野的动作已不符台现代规则的要求，巧远心力、招势 

转化、灵活多变、虚实难料才是制敌的高招．这当中 

无不体现出肢体的灵巧性和协调性，使动作具有一 

种精致、准确 、和谐的美。在技击技术的训练过程 

中，为了增强身体技能技巧，进行有目的、有意识的 

体能练习，使整个身体变得强壮有力，从而呈现出肌 

肉丰满、粗犷雄健的发达身躯，这就表现出了健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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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二、武术美学特征的讲授方法 

在武术美学特征的教学中，无论是相击形式的 

搏斗运动还是舞练形式的套路运动的教学，攻防技 

术、动作路线、行进方向、动作力点、动作定势和运动 

节奏都是教学要点。只有抓住这些要点，进行准确、 

清晰、优美的动作示范以及生动形象的讲解，才能提 

高武术选修课教学质量。 

1．攻防技术。教师首先要完整地演练教学动 

作，重点演示进攻或防守方法，并辅以简短、形象的 

术语、拳谚或词汇讲解，然后再带领学生学做动作。 

例如：讲授马步架打，教师做示范动作后，请一学生 

做劈头进攻动作，教师架掌防守、冲拳还击，演示攻 

防动作要领，同时讲解架掌为防守，出拳为进攻，马 

步要平稳站桩，眼视进攻方向等内容。 

2 动作路线 教师教学时一定要放慢动作速 

度，一边演示一边讲解。如：讲授右弓步推掌，教师 

从并步抱拳开始，将动作速度放慢，边做示范边语言 

提示，指出：右脚向前迈出一大步，同时右掌从腰间 

向前推出，成右弓步握掌，掌心向前，指尖朝上，两眼 

平视前方。并将复杂的动作分成若干部分，最后将 

动作串连到一起练习。 

3．行进方向。教师一定要按学生自身的体位 

或其它标志确定前后左右四个方位，再以时钟运行 

方向指出动作行进角度。如：讲授太极拳中的转身 

推掌，就要以学生的胸为前，背为后，两臂分左右，这 

样才能为学生学习动作明确方位，掌握正确的行进 

方向。 

4．动作力点。教师要讲解动作力点在何处 ，发 

力顺序怎样，使学生明白“运动在梢，机关在腰”，“长 
一 寸，强一寸”的原理。例如：讲授散手中的直拳，就 

要强调教师蹬地转髋 ，拧腰催肩，力达拳面的发力顺 

序，使冲出的拳头具有较大的攻击力度。 

5．动作定势 教师要强调步型正确，手型规 

格、神态到位。如：讲授虚步亮掌时要告诉学生做定 

势动作时必须做到上步勾手挑掌与转头亮相同时到 

位，表现出该动作的完整性，达到静如岳、落如鹊、立 

如鸡 、站如松、折如弓、轻如叶、重如铁的效果。 

6．运动节奏。教师要根据不同的项目特点分 

别讲解运动节奏。如：长拳要求缓如鹰，快如风，节 

奏分明，动静结合，快慢相同；太极拳则是行如流水 ， 

连绵不断，连贯圆活；散手实战讲究攻防有序 勇猛 

果断等等。 

三、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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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俄语教学中翻译能力的培养 

陈复光，姜 群 
(哈尔滨工业大学 外语系，黑龙江 哈尔滨 l O006) 

【关键词]大学俄语教学；翻译；翻译能力 

(摧 喜]太学俄语教学鼠译能力的培养可在听力教学、语言点教学、篇章教学中进行．将翻译的基础理论与实践技巧融于整 

十大学饿语教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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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是把一种语言表达的东西用另一种语言表 

达出来，是使用不同语言的人进行交流的手段。翻 

译是语言的再创造，是外语学习的目的与归宿。然 

而 近年来，许多教师由于片面理解交际法，片面提 

倡以阅读为中心，致使在实际教学中对学生翻译能 

力的培养被不同程度地忽视，学生在实际运用语言 

时，翻译水平在下降，不能准确无误地用母语表达出 

外文的意思，由此暴露出教学中语言基本功训练的 
一 些缺陷。其实，翻译能力的培养与听、说、读、写等 

项能力的培养密不可分，翻译能力的强弱是检验学 

生对外语掌握如何的重要标准之一。笔者认为大学 

俄语教学必须加强翻译能力的培养，强调翻译实践 

活动，将翻译的基础理论和实践技巧融于整个大学 

俄语教学之中。 

一

、听力教学与翻译能力的培养 

根据 1987年国家教委颁布的《大学俄语教学大 

纲》规定，大学俄语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具有较 

强的阅读能力，一定的昕和译的能力 ，初步的写和说 

的能力。”在交际法原则的指导下，各高校的大学俄 

语将听力课的课程设置比重不断加大，大部分院校 

已将其学时设置为俄语教学总学时的四分之一。鉴 

于听力课时比重越来越大，将翻译理论中有关的翻 

通过教授武术让学生感受武术独特美学特征的 

魅力，展现习武风采，研究武术套路运动的艺术美和 

散手实战的技击美，把蕴藏其中的优美形态、鲜明韵 

味、谐极神韵、形式技艺和技击搏斗饱揽一身，充分 

享受在武术教学中的美好感觉，这也是学生选修武 

术的重要因素。这要求教师顺势引导，熟悉专业，知 

识渊博，示范动作准确、优美，能够充分演示武术的 

美学特征，把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对学生终身体育 

思想的树立和实施素质教育会起到积极的倡导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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