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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拳历史文化溯源与高校课程思政元素的
融合路径

杜阳

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四川 绵阳 621000

摘要：太极拳作为承载中华文明基因的非遗项目，其哲学体系、伦理规范与身体实践具有天然的

思政教育属性。本文立足文化传承与思政教育协同创新视角，系统探讨太极拳历史文化资源与高

校课程思政的融合机理与实践路径。经过解析太极拳哲学体系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维共鸣、伦

理规范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关联，揭示传统武术文化在当代思政教育中的转化潜能。结合数

字技术应用与教学实践创新，提出构建双螺旋课程体系、实践哲学课堂等具体策略，为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提供方法论参考，同时为高校思政教育模式革新开辟新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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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全球文化交融与价值重构的当代语境

下，高校思政教育面临传统范式实效性不足与

文化载体创新乏力的双重挑战。当前研究多侧

重太极拳文化价值的单向阐释，缺乏将其纳入

课程思政体系的系统探索。因此，立足文化传

承与立德树人的协同视角，借助挖掘太极拳历

史文化的思政元素，构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融合路径，旨在为破解传统文化教育转化困境、

增强思政教育文化厚度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1 太极拳历史文化的思政内涵挖掘

1.1 哲学思想层面的价值对应

太极拳蕴含的阴阳辩证思维与马克思主

义唯物辩证法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其运动过

程中刚柔相济、虚实转换的技法特征生动诠释

了矛盾对立统一规律的核心要义。太极拳强调

“阴不离阳，阳不离阴”的哲学理念，在动作

编排上处处体现动静相生、攻防一体的辩证关

系，其与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普遍联系与永恒

发展的基本原理形成思维共振。当演练者基于

“白鹤亮翅”等招式体会重心转换时，实际上

已在身体层面感知质量互变规律；在“如封似

闭”的防守反击中，则直观理解否定之否定法

则的运动轨迹。此种将抽象哲学原理转化为具

身认知的独特方式，为思政教育提供了新型载

体。而“天人合一”理念作为太极拳的重要思

想根基，与现代生态文明观具有天然的契合性。

该理念要求习练者经过调节呼吸节奏、规范动

作幅度实现人体运动节律与自然环境的协调

统一，此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智慧，

恰为当代大学生理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生态理念提供了文化注脚。特别是在气候变

暖、生物多样性锐减的全球背景下，太极拳教

学可融入生态哲学讨论，引导学生在身体练习

中深化可持续发展意识
[1]
。至于“舍己从人”

原则与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关联性，则体现在其

强调顺势而为、化解冲突的核心理念中。当学

生基于推手训练体会借力打力的技术要领时，

本质上是在学习处理个体与集体的辩证关系。

1.2 伦理规范体系的思政映射

太极拳传承中形成的武德规范体系，蕴含

着培育社会责任意识的重要价值。传统拳谱中

“未曾学艺先识礼”的训诫，将礼仪规范置于

技艺传授之前，构建起以尊师重道、惩恶扬善

为核心的伦理框架。在高校课程设计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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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解析太极拳拜师仪式中的文化符号，引

导学生理解传统伦理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责任担当，进而与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要求

形成历史对话
[2]
。特别是在套路演练时强调的

“立身中正”，既是身体姿态的技术要求，更

是为人处世的价值隐喻，此种德艺双修的教育

模式为青年价值观塑造提供了独特路径。“中

和”思想作为太极拳的重要哲学原则，对构建

现代和谐人际关系具有显著启示。其主张“无

过不及”的适度原则，在化解对抗性冲突、维

持社会平衡方面展现出独特智慧。当学生在

“揽雀尾”等动作中体会劲力收放的分寸感时，

实质上是在进行情绪管理与社交能力的具身

训练。此种引导学生基于身体实践获得的情感

认知，比单纯的理论说教更具教育实效性，有

助于培养青年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的包容心态。

而传统师承体系与红色文化传承精神的共鸣

点，则体现在知识传递的仪式感与使命感层面。

太极拳口传心授的教学方式所蕴含的严谨治

学态度，与红色教育中“传帮带”的优良传统

形成精神共振。在课程实践中，教师可借助虚

拟仿真技术复原历史传承场景，将革命先辈的

奋斗精神融入武术文化讲解，使学生在体悟招

式流变的过程中，同步接受红色基因的熏陶。

2 融合的必要性与战略价值

2.1 文化传承创新的双重使命

太极拳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

载体，其教育转化不仅是技艺传授的简单复制，

更涉及文化基因的现代解码与价值重构。当前

非遗保护面临的现实困境在于静态保存与动

态传承的割裂，而高校课程体系恰恰能够搭建

文化转化的桥梁。教师可将太极拳的招式套路

拆解为哲学符号，将口传心授的隐性知识转化

为显性课程资源，教育实践可激活传统文化中

沉睡的智性基因。此种转化并非对传统的背离，

而是以现代教育语言重构文化密码，使“掤捋

挤按”的技法原理升华为理解中华文明思维特

征的认知工具。在全球化语境下，传统武术文

化的现代性转型已成为必然选择，其核心在于

突破师徒秘传的封闭体系，构建符合当代青年

认知规律的文化传播范式。当太极拳教学融入

VR 技术再现陈家沟历史场景时，传统拳理便

获得了数字时代的表达方式；当云手动作与物

理力学原理结合解析时，传统智慧便显现出普

适性的科学价值
[3]
。此种转型既保持了文化根

脉的纯粹性，又赋予了传统武术参与现代文明

对话的创新能力，使太极拳从身体技艺升维为

文明互鉴的通用语言。

2.2 思政教育范式变革的内在要求

在培育文化自信的战略背景下，太极拳课

程为思政教育提供了可触可感的实践载体。不

同于灌输式理论教学，太极拳借助身体规训促

进学生实现的价值观内化，契合“知行合一”

的教育本质。当学生在“金鸡独立”动作中体

会重心把控时，实质上是在进行国家文化主体

意识的具身建构；当集体演练形成整齐划一的

动作韵律时，则潜移默化地强化了民族共同体

认知。此种将意识形态教育嵌入身体记忆的教

学方式，开创了价值观培育的新型实践路径。

具身认知理论指导下的教育形态升级，更凸显

了太极拳课程的独特优势
[4]
。神经系统科学证

实，动作记忆与情感认知存在神经回路的重叠，

其为基于肢体训练塑造学生价值观提供了生

理学依据。在“野马分鬃”的动作延展中，学

生不仅能掌握运动技巧，更能基于空间感知理

解“和而不同”的处世哲学；在推手对抗的力

学平衡训练中，竞争伦理与协作精神的辩证关

系得以具象化呈现。

2.3 青年身心发展的时代适配

数字时代的信息过载导致青年群体普遍

存在注意力涣散与认知碎片化问题，太极拳

“以意导气、以气运身”的练习要求恰好构成

针对性干预方案。其强调“眼随手动、心随身

转”的专注训练，教师可建立动作链的连续性

注意焦点，帮助学生在动态冥想中重构思维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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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此种运动干预不仅改善神经系统的信息过

滤功能，更在深层塑造着数字原住民稀缺的深

度思考能力。对于普遍存在亚健康状态的青年

群体，太极拳“调身、调息、调心”三位一体

的调节机制展现出独特优势。缓慢均匀的动作

节奏可修复快节奏生活造成的生物钟紊乱，深

长的腹式呼吸能重置焦虑情绪主导的自主神

经节律，而“松静自然”的心理状态则构成对

抗信息焦虑的精神屏障。在“搂膝拗步”的虚

实转换中，学生经过身体感知重新建立与内在

生命的连接；在“收势”时的气沉丹田，则完

成能量系统的代谢重置。

3 太极拳历史文化溯源与高校课程思

政元素的融合路径

3.1 开发“太极哲学+思政理论”双螺旋

课程体系

太极拳哲学体系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

在关联性，为构建双螺旋课程提供了深厚的学

理基础。阴阳学说的动态平衡原理与辩证唯物

主义的矛盾分析法存在思维同构性，教师可基

于对照研究模块实现传统智慧与现代理论的

对话。在课程设计中，可将太极拳“开合相寓”

的运动规律与质量互变规律进行类比教学，例

如，教师可基于“左右搂膝拗步”的对称动作

解析矛盾主次方面的转化机制，使学生在身体

实践中直观理解抽象哲学命题。太极图文化符

号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意象，其多文明比较研

究具有重要的思政价值。教师可解析太极图与

古巴比伦螺旋纹、古印度曼陀罗等符号的异同，

以此引导学生认识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包

容特性，进而在跨文化比较中强化民族认同。

此种将具体招式升维为文明对话媒介的教学

策略，既延续了太极拳“由武入道”的修炼传

统，又赋予其培育全球视野的现代教育功能，

形成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的双向赋能机制。

3.2 构建“招式解析+伦理思辨”实践哲

学课堂

太极拳招式的技术要领与伦理内涵具有

天然耦合性，为实践哲学课堂的构建提供了独

特的教学资源。“云手”动作中连绵不绝的圆

弧轨迹，可作为理解矛盾转化规律的具象化载

体。当教师引导学生体会手掌内外旋时的劲力

消长，实际上是在进行矛盾对立统一规律的具

身教学；而动作衔接处“旧力未尽新力已生”

的技术要求，则生动诠释了量变质变规律的实

践形态。此种将哲学原理编码于身体记忆的教

学模式，突破了传统课堂的认知边界。推手训

练中的伦理情景模拟更具现实教育意义，双人

推手时“不丢不顶”的技法原则，可转化为竞

争伦理的实践场域。教师设计不同对抗强度的

训练场景，既能促使学生体会市场经济中的适

度竞争原则，又能助力学生理解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所需的协作精神。特别是在化解对方攻

势的“听劲”训练中，培养的不仅是身体感知

力，更是换位思考的共情能力，此种将伦理思

辨融入肌肉记忆的教育创新，实现了价值观培

育从认知层面向行为层面的实质性跨越
[5]
。

3.3 创设“文化溯源+现场教学”立体课

堂

太极拳发源地的文化场域蕴含丰富的思

政教育资源，数字孪生技术的应用可突破时空

限制实现文化基因的活化传承。借助三维建模

复原陈家沟古村落的全息影像，学生可在虚拟

场景中观察太极拳与传统农耕文明的互动关

系，从建筑格局的方位设置理解“天人合一”

的生态智慧，从器械训练场地的功能分区认识

“文武兼修”的教育理念。此种沉浸式教学不

仅增强文化认知的具象性，更基于环境叙事潜

移默化传递价值观念。传统拳派传承人的全息

访谈数据库建设，则为活态传承提供了技术支

撑。将各流派宗师的口述史转化为可交互的数

字化资源，学生可在虚拟对话中感受“尊师重

道”的伦理传统，从招式演变历程理解文化创

新的内在规律。特别是经过对比不同时期拳谱

的技术改良，可直观呈现传统文化守正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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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逻辑，此种跨越代际的对话机制使文化传

承从单向灌输转变为双向建构，极大增强了思

政教育的历史纵深感。

3.4 开发“身心修炼+社会服务”实践项

目

太极拳“修身济世”的文化特质，为构建

服务型学习模式提供了实践框架。太极康养社

区服务计划组织学生开展老年人太极教学，将

课堂知识转化为社会责任践履。在指导社区老

人练习“八段锦”的过程中，青年学子不仅巩

固专业技能，更可借助代际互动深化学生对孝

亲敬老传统美德的理解。此种服务学习模式打

破了校园与社会的知识壁垒，使太极拳修炼从

个人养生升华为社会关怀，实现了知识传授与

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太极

文化传播实践，则是培养文化使者的重要平台。

教师可设计双语太极拳教学课程，引导学生在

对外传授“起势”“收势”等基本动作时，同

步练习用跨文化视角阐释“以柔克刚”的哲学

内涵。此种传播实践既是文化输出的过程，更

是文化自觉的形成过程，当外国学员询问“白

鹤亮翅”的意象来源时，教学者必须回溯中华

传统美学体系，此种文化反刍机制显著增强了

学生的文化主体意识。在“一带一路”太极文

化工作坊中，学生比较太极拳与印度瑜伽、巴

西战舞的身体哲学，既巩固民族文化自信，又

培养文明互鉴的开放胸怀，使思政教育目标在

国际化实践中得到多维实现。

4 结语

太极拳与高校课程思政的深度融合，本质

上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教育范式创新性

发展的双向赋能过程。研究证实，太极拳哲学

体系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本土化阐释提供了文

化载体，其伦理规范为价值观教育创设了实践

场景，技术传承体系则为教学形态革新贡献了

传统智慧。此种融合不仅激活了非遗项目的教

育潜能，更构建起具身认知与价值引领相统一

的新型育人模式。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关注数字

化传承中的伦理边界、国际传播中的文化调适

等深层问题，推动形成更具实践效能的文化育

人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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