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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重庆高校开展舞龙舞狮运动的价值与策略 

袁 锋 赵云书 

（长江师范学院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重庆，408003） 

【摘 要】通过文献资料、逻辑推理等方法总结归纳出在高校校园中开展舞龙舞狮运动重要价值，结合当前重庆

高校实际，提出重庆片区高校开展舞龙舞狮运动的几点建议，以期舞龙舞狮运动能在渝地区高校校园内得到良好开

展，推动民族传统体育的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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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舞龙舞狮运动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民间传统体育项目,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近年来，由于民族传统文化受到进

一步重视，一些高校开始开设舞龙舞狮课程或专业，对龙狮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重庆片区有将近 40所高

校，舞龙舞狮运动与高校体育课堂教学内容却没有形成良好的嫁接，至今仍称得上是一块处女地。重庆高校在舞龙舞狮进入校

园的起步较晚、影响力还不够大、师资、教材等方面还比较缺乏和不规范的背景下,对舞龙舞狮运动普及对策、价值的全面挖掘

与整理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2 研究方法 

2.1文献资料法搜集、鉴别、归纳整理了国内有关舞狮龙文化的有关大量资料。 

2.2逻辑推理法根据获取的资料和目前形势,运用逻辑推理、综合归纳的方法对其进行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重庆高校开展舞龙舞狮运动的价值探讨 

3.1.1舞龙舞狮具有较高的健身娱乐价值 

舞龙舞狮是一种集武术，舞蹈，民族鼓乐于一体的民间体育项目，同时也是一种速度、耐力、技巧要求较高的一项体育运

动。舞者随着鼓乐节奏，利用人体多种运动形式，在动态与静态造型中，将武术动作和舞蹈动作有机结合，将力量、速度、审

美等元素融于舞龙舞狮技巧当中，协同完成各种高雅难美的动作。这可以有效地促进人体的有氧工作能力、呼吸肌机能的提高，

降低安静心率，促进人体心肺功能发展，具有良好健身功效的运动项目[1]。鼓乐激昂，龙狮起舞对于表演者来说，是一种极好的

身体与精神的双重锻炼；对于观赏者来说，是一种健康休闲，调节身心的良好方式。因此，舞龙舞狮运动具有很强的健身娱悦

功效。 

3.1.2舞龙舞狮具有良好的竞赛表演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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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龙舞狮的发展也和其他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一样离不开比赛。通过比赛加速了各具地方特色的龙狮流派的交流，同时也促

进了各项技艺的提高。1995 年 1 月在香港成立了国际龙狮总会，现今会员国已有 20 多个国家，我国于 1995 年 7 月成立了中国

龙狮运动协会，并加入了国际龙狮总会，多次走出国门，参加世界锦标赛，与世界各国进行交流和竞赛，并取得了长足进步，

国际国内和各种大型比赛使舞龙舞狮运动的竞赛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强化和发挥；大学生通过舞龙舞狮竞赛活动，不但可以增强

其竞争意识，还可提高其竞赛心理水平。[3]同时，舞龙舞狮以其鲜明的表演性为人们所喜爱。它是利用人体多种姿态揉合于舞龙

舞狮技巧当中，完成各种高难动作。龙狮套路编排内容丰富，构思巧妙，结构新颖，风格别致，在舞龙动作中有：游龙戏水，

二龙戏珠；飞跃龙门；翻龙肚；走拢圈；龙滚单；龙卷尾；双柱等几十个套路，展现了神龙穿梭、遨游于天上人间、大海的形

象，演绎了龙为人类除害，布雨等传奇故事，在动作与造型中体现出龙的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而舞狮中的各种技巧，表达了

山、岭、岩、谷、溪、涧、水、桥等意境，诠释了喜、怒、哀、乐、静、疑、吼、寻、盼、欢等神情，展现了翻、滚、卧、闪、

腾、扑、跃、戏、跳等动作，塑造了狮的优美形象，展现了狮的精气神韵。如南狮表演时，展现了狮子出洞时的慵懒、探洞时

的多疑、登山时的昂首阔步、过桥瞧见水中倒影时的骤然愤怒、戏水时的欢呼、采食灵芝时的思疑贪馋等生动的形象[3]。可见，

舞龙舞狮技艺有着宽广的表演空间，极具表演性和观赏性，对于大学生而言，通过舞龙舞狮表演，也是展现自己表演才能的机

会。 

3.1.3舞龙舞狮具有优秀的教育价值 

龙狮文化体现出中华民族团结合力的精神内涵，具有极强的民族凝聚力。龙狮文化还表现着中华民族人们的生活方式的价

值观和文化心理结构，表现着人们以礼仪庆典为代表的宗教观念和寓教育于娱乐之中的基本态度。因此，在具备良好科学文化

知识的大学生中推广舞龙舞狮运动，不仅只是动作技能和身体素质、意志力等方面的教育与锻炼，而且能增进对民族传统文化

的学习和教育，增进对各民族文化更直观更深入地了解，激发起民族的自强和自豪感[4]。学生在全面深刻地了解民族文化，明确

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体验中华民族文化的底蕴后，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成分，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教育，使学生全面系统

地领会中华民族精神，并不断地内化为自身的意识和行为。 

3.1.4高校舞龙舞狮运动能有效促进其运动普及和自身理论体系的完善 

舞龙舞狮体现出显著的民族特色，它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它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在漫长的

历史进程中，它和多数国粹一样，一直是以民间口头加实践的形式世代继承下来的。由于流派众多又缺少理论上的支持，极大

地限制了龙狮运动进一步的发展，要想龙狮运动立足于世界，必须要得到龙狮理论上的支持，必须利用一大批高知识的人才资

源，经过实践，不断地总结经验，又不断地从丰富的经验中升华为理论，用于指导这一民族体育事业的发展。在这个升华的过

程中，通过各方面人才的才智，总结出龙狮运动的特点，并加以整理，纪录，规范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建立更完善的竞赛

规则，使龙狮运动项目有一个统一参照的标准，以便于普及与推广，这无形之中又推动了我们民族传统体育理论的发展。[5] 

3.1.5高校开展舞龙舞狮运动能有效推动学校体育改革 

自从 1995年国务院正式颁布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后，民族传统体育开始受到各学校的日益重视，很多学校开始对原

有的达标体育项目进行改革，很多枯燥无味的竞技体育项目渐渐退出学校体育课堂，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娱乐观赏性强的民族传

统体育项目。[6]在当今高校开展的民族体育项目中，除武术外，舞龙舞狮由于它在国内外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其表现形式又不雷

同于其他外来的体育，并且它具有民俗和现代体育的特点，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极高的观赏性和娱乐性，使其在众多民族体育项

目中脱颖而出，逐渐得到了越来越多高校的重视，据资料显示，迄今为止，先后有北京体育大学、武汉体育学院、湖南师范大

学等 80余所国内著名高校已开设了龙狮运动专业，并开始向国内招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舞龙舞狮运动势必会有效地推动我

国更多高校体育课程的改革步伐。[8] 

3.2重庆高校开展舞龙舞狮运动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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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加快舞龙舞狮师资培训与人才引进 

舞龙舞狮运动要在重庆高校校园内得到有效开展，雄厚的师资人才储备是必要条件。但是，就目前来看，重庆片区 40来所

高校当中，从事舞龙舞狮的专业教师可谓零星点点，总体来看，人才储备相当匮乏，这就严重制约了舞龙舞狮运动在高校园中

的开展。因此，各高校相关部门应加快对现有相关专业体育人才派送出去进修和培训；同时，采用各种办法和渠道到已开设舞

龙舞狮运动专业的北体大、武汉体院、湖南师大等院校招贤纳士，以期扭转重庆高校舞龙舞狮专业人才匮乏的局面。 

3.2.2加快校园舞龙舞狮代表队的组建，不断夯实自身实力校园舞龙舞狮运动代表队的建立，是体现一所学校开展舞龙舞狮

运动水准的一个象征。笔者认为，舞龙舞狮运动代表队的组建，可以大胆聘请民间经验丰富、技能水准高的人士进行骨干培训，

特别是要有效利用举世闻名的“铜梁舞龙”资源，先把队伍组建起来，实现该片区高校无舞龙舞狮代表队零的突破。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选拔和培养舞龙教练员和裁判员，建立考评制度，主管部门应加强培训工作，每年都应举办培训班，应加强舞龙集

训队的训练及管理工作，进行赛事组织尝试，不断进行舞龙比赛项目的创新，这样可以在摸索中不断夯实自身的实力。为参加

国内或国际性质的舞龙舞狮大赛奠定良好基础。 

3.2.3加快民间舞龙舞狮运动的校本课程开发，促进教材体系的完善 

重庆地区民间流传着多种形式的舞龙舞狮，最具影响力的是铜梁的舞龙，而且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中国舞龙流派。但是，各

大中小学相关人士对其民间如此火爆的舞龙舞狮运动的开发还远远不够，从而影响了民间舞龙舞狮与学校体育的良好嫁接。因

此，加快对重庆地区民间舞龙舞狮运动的校本化开发，形成地区特色的教材体系，必将对高校开展舞龙舞狮运动有积极促进作

用。 

3.2.4广泛依托社会力量，开拓舞龙舞狮运动市场 

以俱乐部等形式来发展舞龙舞狮运动竞赛市场是竞赛发展的战略重点。通过提高竞赛水平来推动竞赛市场的开发，充分利

用市场规律来促进舞龙舞狮竞赛形式的多样化和资金来源的社会化。只有面向市场，广泛借助社会力量，运动竞赛才能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具有持续发展的能力。对舞龙竞赛进行商业化包装，建立健全竞赛法规，依法规范市场，保证公平、公正的竞争，

这样有利于促进舞龙舞狮运动在重庆高校的进一步发展。 

4 小结 

中国龙狮文化源远流长，古老的舞龙舞狮运动随着高校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与丰富，逐渐开始走入高校课堂并受到校

园学生认可与接纳，价值意义匪浅。但是，总体规模还不够大，教材的校本开发、价值意义有待进一步挖掘，特别是重庆片区

的高等院校，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对舞龙舞狮运动的开展还比较滞后。但这只是短暂的现象，相信不久的将来舞龙舞狮运动会

在重庆片区高校广泛地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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