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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湖北省少数民族地区走访调查，运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逻辑分析法等方法分析湖北省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现状，并结合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从生态文明的视野下挖掘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生态背景，

生存状态，并了解其发展状态，发展诉求，以期提出相应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从而推动湖北省少数民族体育的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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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 言

在健康中国的大背景下，人民的健康意识不断提髙，全民健身的热潮不断升温，体育运动越来越受到人民的重视，各式各

样的体育运动项目如雨后春笋般百花齐开。只有全民的健康，才有全民的小康。而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只有各民族的体

育文化在新形势下不断发展，我们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湖北省作为一个具有多民族的地区，如

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可持续发展我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丰富和发展民族地区体育文化，提髙民族地区人民健

康水平，以生态文明的视野，可持续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成为我们需要研究的课题。

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湖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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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研究方法

2.2.1文献资料法

在中南民族大学图书馆阅读相关资料，浏览国家体育局、湖北省体育局、湖北省民委、及恩施州、利川市体育局等相关网

页，并就“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模式”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相关文献的检索捜集，通过

阅读已搜集到的文献，对资料进行了整理和归纳，比较全面的了解目前有关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现状及成果，在分析前人

研究的基础上，借助其理论，为论文的前期准备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2.2.2访谈法

走访恩施州及利川市各个地区，就利川市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历程及发展模式，实时访谈利川市文体局负责人，比

较具体的了解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利川市的发展现状以及政府所规划的未来的发展蓝图。

2.2.3逻辑分析法

将在各方面收集的关于湖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相关材料进行归纳，将访谈的内容进行分类整理，进行相关分析，得出相

关结论与建议。

3、研究内容

3.1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

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式。它以尊重和维护生

态环境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据，以未来人类的继续发展为着眼点。生态文明是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后的

第四种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与生态文明这“四个文明”一起，共同支撑和谐社会大厦。其中，物质文明为和

谐社会奠定雄厚的物质保障，政治文明为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精神文明为和谐社会提供智力支持，生态文明是现代

社会文明体系的基础。狭义的生态文明要求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用文明和理智的态度对待自然，反对粗放利用资源，建设和保

护生态环境。

3.2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除汉族以外的 55个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生产、生活习俗的演变而逐渐形成的传统体育

运动形式，这些运动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以及风俗习惯等。

3.3可持续发展

联合国开发署从 80年代初就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际问题，1981年莱斯提出《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为国际社会接

受。1987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在《我们公共的未来》报告中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

当代人的需要和追求，不损害子孙后代人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

4、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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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现状分析

4.1.1生态背景

利川市位于武陵山区湖北鄂西南部边缘，丰富的自然环境使得名为有利之川，其丰富的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与得天独厚的自

然景观及四季皆宜的气温使得外来人口纷至沓来，随着利川市旅游业的火热开展，利川市得以进一步开发，在资源开发的同时

生态建设也必须进入轨道。湖北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领导小组关于印发《湖北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2017年工作要点》的通

知（鄂生改组〔2017〕4号）中指出要研究探索完善生态保护专门功能区管理体制，探索提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生态保护专门功

能区管理体制的办法措施。并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维护国土资源和生态安全，实现生态资源永续利用。同时湖

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中强调生态优先，合理开发；以人为本，共建共享；

统筹推进，协调发展；整合资源，开放共贏；深化改革，创新机制。积极开发休闲度假产品。在城乡规划中统筹考虑居民休闲

度假需求，加强设施建设，完善服务功能，优化空间布局。积极发展体育旅游，加强竞赛表演、健身休闲与旅游活动的融合发

展，支持和引导有条件的体育运动场所面向游客开展体育旅游服务。生态文明已经作为一个新词，在社会各项工作与模式中广

泛提及，势必将引领各个行业的经济及发展走向新型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这种生态背景是现代社会所无法规避的，那么民族地

区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又将如何凸显生态文明呢？

4.1.2生态背景与体育的联系

生态文明概念的提出，将整个社会推入了一个新的视野中，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模式加人生态意识，为其融

入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契机。生态文明为体育运动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在利川市的资源开发中，不少生态体育圈的建立，

对现代社会中人们对回归自然环境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渴求提供了方便，合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前提下，既满足体

育活动从自然获取资源又不破坏自然环境的生态平衡，以实现体育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实现体育与自然的生态合一，推行

生态体育可持续发展道路。

4.2少数民族体育的生存状态

4.2.1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时间/地点竞赛项目表演项目

第十届 2015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独竹漂、摔跤、木球、毽球、射弩、马术、龙舟、蹴球、押加、陀螺、板鞋竞速、髙

脚竞速、武术、珍珠球、秋千、花炮、民族健身操 17项 178个表演项目，新增湖北恩施州的“肉连响”。

第九届 2011 贵州省贵阳市独竹漂、摔跤、木球、毽球、射弩、马术、龙舟、蹴球、押力卩、陀螺、板鞋竞速、高脚竞速、

武术、珍珠球、秋千、花炮 16项表演项目约 150余项，分竞技、技巧和综合三类。

第八届 2007广州市珍珠球、花炮、木球、蹴球、毽球、龙舟、秋千、射弩、陀螺、押力卩、武术、马术、民族式摔跤、板

鞋竞速、髙脚竞速 15项 148个表演项目、增加了 1个大类“民族健身操”。

第七届 2003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射弩、龙舟、马术、蹴球、民族摔跤、押加、抢花炮、珍珠球、木球、毽球陀螺、髙脚

马、方棋 13项朝鲜族的“跳板”、壮族的“抢柚子”、苗族的“倒爬楼梯”和哈萨克族的“叼羊”等 126个表演项目。

第六届 1999北京市西藏自治区（分）拉萨市（分）抢花炮、珍珠球、木球、毽球、蹴球、秋千、武术、射弩、龙舟、打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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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押加”、民族式摔跤、马上项目 13项一百多项表演项目。

第五届 1995 云南省昆明市抢花炮、珍珠球、木球、毽球、摔跤、秋千、武术、射弩、龙舟、赛马、打陀螺 11 项表演项目

129项。

第四届 1991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龙舟、抢花炮、秋千、射弩、珍珠球、木球、摔跤、赛马、武术 9项表演项目 120 项。

第三届 198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摔跤、射箭、赛马、叼羊、射弩、抢花炮、秋千 7项比上届增加了 47项，共 115

个表演项目。

第二届 1982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射箭、摔跤 2 项傣族的孔雀拳、白族的霸王鞭、纳西族的东巴跳、彝族的阿细跳月、

高山族的背篓球、回族的斗牛、藏族的“碧秀”、等 68 个表演项目第一届 1953 天津市举重、拳击、摔跤、短兵、步射 5 项武

术（分石担、石锁、等 22项）、骑术（各种马上技巧表演 9项）3大类。

由此可以看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与表演项目在全国民运会上呈现出逐年递增的现象。这表明对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强，参与的人数也是呈现上涨趋势。

4.2.2湖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时间/地点竞赛项目表演项目

第八届 2014 恩施来凤县高脚竞速、蹴球、陀螺、押加、毽球、武术、民族式摔跤、三人板鞋竞速、跷旱船、摆手舞 10 项

竞技类、技巧类和综合类。

第七届 2010宜昌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毽球、蹴球、陀螺、押加、高脚竞速、跷旱船、武术、巴山舞、民族式摔跤、板鞋竞速

10项摆手舞、撒叶儿嗬等 13个表演项目。

第六届 2006恩施恩施市蹴球、陀螺、髙脚竞速、毽球、押加、武术、拔腰带、跷旱船、板鞋竞速 9项无数据。

第五届 2002恩施恩施市陀螺、拔腰带、跷旱船、踩竹马、抢花炮等 11项 1个表演项目第四届 1998恩施利川市无数据第三

届 1994恩施咸丰县第二届 1990宜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第一届 1986恩施恩施市在举办的八届民运会中，与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一样，呈现出逐年红火的现象，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就举办了六届。因此，为了能进一步的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继

续可持续的发展下去，必须完全了解目前在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生存状态进行深入剖析。。

4.3少数民族体育的发展状态

利川市以肉连响为主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各个村寨都有很好的传播度.但是仅仅限于四年一届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中，锻炼群体也基本是准备参赛的队员，在普通大众健身项目中，成人以社区现代体育器材为主，青少年则以社会上开

展的羽毛球、篮球、兵乓球、足球为主，鲜有涉及该地区的原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在利川市的中小学学校里，几乎看不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通过访谈了解到。一方面为了迎合现代体育的浪

潮，受学校场地器材的制约，学校教师专业能力的限制，全民平等的去接受一种模式的学习，另一方面应试教育的施压，使得

家长学校对体育的不重视，更何况目前看不到任何益处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因此，除了在特定的节日及少数民族运动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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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无法看到原来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子。

5、建议

5.1提升文化自信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它不仅积淀着一个民族过去全部的文化创造和文明成果，而且还蕴含着其走向未来的一切可持续

发展的文化基因。独特的鄂西南民族地貌塑造了土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新增

了湖北恩施利川市土生土长的肉连响表演项目充分体现了土家人的热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全国的舞台上展示，在弘扬

民族地区的体育文化之后，潜移默化中养成文化自觉，从而促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迅猛发展。

5.2提升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地位

现代社会在西方竞技体育的强烈冲击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传承和发展上面临艰难处境，以肉连响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迫切的想要在全国体育中占据一席之地，为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提升其在体育界中的地位，让更多

的人关注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投身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格局中去，提升其在大众健身项目中的分量。

5.3引进校园，促成一校一品

青少年作为社会的未来之才，承载着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扬的使命，因此，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

市文体局局长也多次表示，每次承办的少数民族运动会都邀请各个学校的校长，目的就是为了推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引

进校园，使得各个学校根据自己的地理优势及各项条件来进行有针对性的甄选项目，促成各个校园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形

成—校一品的繁荣局面。同时各校之间资源共享形成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良性循环。

5.4打造生态旅游体育场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主要以发展旅游业为主，吸引了无数的本地及外地人游山看水，

因此，借此契机，在利用大自然的天然优势下，在各个民俗民宿间打造生态旅游体育场，让更多的游客在旅游之余还能享受民

族地区的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同时还能使其进一步的推广传播。

5.5与髙校建立频道接轨利川市是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下的少数民族人口居多市，不仅仅只在中小学开展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项目，还可让该地区的中小学与中南民族大学和湖北民族学院等髙校建立民族团结一家亲的体育活动，定期开展一些

联谊活动，提升少数民族体育的文化性，让大学生与中小学生之间建立良好的体育素养，提升少数民族体育的锻炼激情，促进

少数民族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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