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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运动与文化认同：教育中的多元视角
 尹延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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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理解冰雪运动与文化认同在教育领域存在的多元关联，本文首先探索冰雪运动的历史演变及其文化内涵，在此基础上
了解冰雪运动在教育中促进文化认同实现的价值，最终从优化学校冰雪运动课程设计、加强校园冰雪文化建设、提升教师冰雪运
动教育能力、促进家庭与社区的协同参与四个层面，给出在教育工作中开展冰雪运动强化文化认同的有效措施，借此来为培养出
有着深厚文化底蕴以及健康体质、全球视野的高素质人才提供参考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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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冰雪运动起源于寒冷的地区，和人类文明发
展存在着密切的关联，经过长期的岁月变革和沉
淀，冰雪运动已经从最初对于生存技能的习得和
掌握，逐渐演变成了有着深厚文化内涵的特殊体
育活动项目 [1]。在全球化背景下，教育本身承载
着培养个体全面发展以及实现文化传承创新的使
命，将冰雪运动融入到教育领域可以促进学生强
身健体，也能搭建起学生对于文化认同的桥梁，
在学生心下埋下一颗文化的种子，助力文化的传
承和多元化发展。

一、冰雪运动的历史演变与文化内涵

（一）起源与演变
冰雪运动起源于远古时期，是寒冷的地区的

人们为了适应特殊的环境而发展出的活动形式，
最开始是以滑雪、滑冰的形式存在，作为人们狩
猎和出行这些基本生产生活的实用性技能。像是
北欧地区的萨米人，他们在数千年前就已经能熟
练地使用滑雪板追踪猎物，滑雪也成为了他们生
活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伴随着时代的变革
和社会的发展，这些滑雪活动逐渐有了更多的内
涵，除了单纯的实用功能以外，朝向娱乐化、竞

技化的方向演变，最终成为了当前丰富多彩的冰
雪运动项目，包括花样滑冰、高山滑雪、速度滑
冰和冰球等，相对应的技术以及装备，还有规则
也在持续完善和深化 [2]。

（二）地域文化特色
不同地区的冰雪运动承载了各自的文化内

涵，在东北地区满族的传统冰雪项目——冰嬉，
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其中就融合了娱乐、竞
技以及军事训练等多元的要素，充分体现出了
满足人民勇敢、团结、进取的精神特质。在特
殊的日子，满族人民在冰面上举行一场盛大的
冰嬉活动表演，其中就有花样滑以及冰上射箭
等不同的项目，参与活动的民众纷纷穿着传统
服饰尽情地展示技术，追逐驰骋，周围充满了
欢呼雀跃、助威呐喊的人群，现场充满欢声笑
语、滔滔不绝，场面热闹非凡，这样的活动在
发展的过程中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体育竞
技项目，更承载了民族文化与温情，凝聚着民
族情感和荣誉。而在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区，滑
雪文化又和当地民众的山地生活密切相连，那
里的居民依靠于滑雪出行和生存，逐渐形成了
精湛的滑雪记忆以及独特的滑雪文化 [3]。阿尔卑
斯式滑雪更注重技术的精准和优雅，这和当地
的地理环境以及民俗风情相互映衬，完美交融，
每年阿尔卑斯山区的小镇都会举办形式各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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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雪节，人们穿着相应的服装在雪山间穿梭，
庆祝雪季的到来，展示对于生活的热情，这吸
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也让滑雪文化成为了该
地区的一张对外名片。

（三）民族文化传承
在很多民族的文化传承中，冰雪运动都扮演

着非常关键的角色。比如蒙古族的传统冰雪那达
慕大会就实现了冰雪元素和赛马、射箭等传统项
目的紧密结合，在冰天雪地里充分展现出了蒙古
族人民热情好客，豪放勇猛的性格。在活动开展
期间，牧民从四面八方集聚到活动现场观看各种
表演，参与各种比赛，年轻人感受到了民族文化
的魅力，也逐渐将这些文化传承下来，他们学习
先辈的记忆，体会活动中彰显的精神，蒙古族的
传统文化在年轻人的身上再一次得到了呈现，在
冰雪的映照之下，又绽放出独特的光彩，逐渐成
为了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符号及载体。

二、冰雪运动在教育中促进文化认同的价值

（一）增强民族自豪感与归属感
学生参与到冰雪运动中，可以了解冰雪运动

独特的技艺以及感受深厚的文化底蕴，他们在冰
球比赛中体会到团队拼搏的魅力，学到为国争光
的本领，感受到本国文化的独特价值，激发了学
生对于民族文化的热爱和民族自豪，这样的情感
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民族归属感，让他们对本土文
化更加珍惜，也愿意在传承本土文化的过程中付
出自己的努力，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坚定本心，坚
守根基，维护国家的尊严以及民族的荣誉 [4]。

（二）培养团队合作与竞争精神
包括冰球、花样滑冰等冰雪运动，很多都

需要团队成员相互配合、共同努力，才能获得
优异的成绩。其中冰球比赛就要求球员们可以
掌握出色的个人技术，懂得战术配合，共同应
对对手的进攻以及防守，这些项目让学生学会
了在团队中展现自己的才能和优势，学生会尊
重他人的意见和要求，也促进了学生团队合作
意识和精神的形成。同时，在冰雪运动中所具
有的竞技性要求学生不断的超越自我，挑战自
我，寻找新的方向，激发内在潜能，在竞争过
程中学生坚韧不拔的意志力得到培养，勇敢拼
搏的精神品质得以形成，这对于学生个人的成
长以及未来的发展意义重大，也符合现代社会
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念。

（三）促进地域文化传承与交流
通常来说冰雪运动会和特定的地域文化有着

紧密联系，开展冰雪运动教育，让学生深入了解
地域文化特色，熟悉冰雪运动背后隐含的冰雪民
俗特点以及传统冰雪技艺，增强学生对于民族的
热爱之情，也愿意主动承担起传承地域文化的重
任。与此同时，伴随着冰雪运动在教育领域的普
及和发展，各地学生会主动参与到冰雪比赛和交
流活动中，有机会接受到其他领域的冰雪文化，
这就促进了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例如东北地
区的学生和其他地区的学生在全球性的冰雪运动

比赛中，交流各自的文化习俗以及运动的技巧，
拓展了双方的文化视野，也增强了他们对于地域
文化的深刻理解，这在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
格局过程中有着极其关键的作用，推动了民族文
化的繁荣发展进程 [5]。

（四）提升全球视野与跨文化交流能力
全球化时代背景之下，冰雪运动作为全球性

运动的作用越来越鲜明，开展冰雪运动可以吸引
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爱好者，通过教育使之接触
到国际冰雪运动赛事，如冬奥会，可以了解不同
国家的冰雪运动项目，感悟背后的文化传统，挖
掘参赛选手背后的个人故事和精彩瞬间，让学生
开阔视野，看待世界文化时更加客观和包容。同
时，学生参与国际冰雪交流活动或者和其他运动
员进行交流的过程中，让他们的沟通能力以及跨
文化交际能力得到了培养，对待不同文化之间的
差异能学会理解和尊重，助力学生未来参与国际
交流和合作。

三、教育中开展冰雪运动强化文化认同的措
施

（一）优化学校冰雪运动课程设计
优化冰雪运动的课程设计，学校方面除了讲

解基础的滑雪和滑冰的技能，也可以增设冰雪运
动的历史、文化以及规则等相关的理论知识课程，
方便学生对冰雪运动产生更加全面的了解。比如
开设《冰雪运动文化赏析》课程，在其中讲解不
同国家以及地区的冰雪运动传统比赛背后涵盖的
故事，建立冰雪运动以及当地民族之间的紧密联
系，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这门课程中，教师可
以详细介绍瑞士的高山滑雪文化，讲一讲瑞士当
地人员怎样将冰雪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可以
讲一讲阿尔卑斯山地区所举办的各种经典的滑雪
赛事，展示现场的画面，让学生体会不同地域下
冰雪运动文化的差异及魅力。同时，冰雪运动的
课程可以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兴趣爱好以及身
体条件进行丰富。针对于低年级的学生开设《冰
雪运动启蒙》课程，介绍冰雪运动的流程，观看
冰雪运动的视频，做简单的冰雪运动游戏，激发
学生对于冰雪运动的好奇心和兴趣，可以组织学
生在校园内的人工冰场上进行冰上接力或拔河这
些趣味性活动，在轻松的环境中让学生初步体会
冰雪运动的魅力所在；而针对中高年级的学生，
可以开设《冰雪运动技能》课程，其中涵盖滑冰、
滑雪这类基础技巧的教学，指导学生在雪地上如
何滑行、转弯和刹车，强化基本动作的掌握，也
能结合冰雪运动的历史文化，让学生思考和探索
运动技能背后的文化内涵。此外，可以开设冰雪
运动的选修课程，如《花样滑冰》或《冰壶》等，
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要，培养学生的专项特
长和技巧，课程实施过程中需要注重理论知识以
及实践课程之间的紧密结合，用小组学习法、示
范教学法或情境教学法等途径吸引学生的参与，
保证冰雪运动课程的质量，让学生透过冰雪运动
的表面现象形成对于相关传统文化的理解，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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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文化认同。
（二）加强校园冰雪文化建设
首先，在学校中可以营造冰雪文化的氛围，

设置有关于冰雪运动主题的文化墙和宣传栏，
在其中展示冰雪运动的历史照片，呈现优秀的
运动员事迹以及冰雪运动项目的介绍这些内容，
帮助学生在校园内感受到冰雪文化的气息，可
以举办冰雪运动文化节，在其中设置冰雕展览
以及冰雪摄影比赛，还有主题征文活动，吸引
学生的积极参与，让学生对冰雪运动文化产生
高度认同。例如某学校在校园内打造了一面冰
雪运动文化墙，在墙面上展示了古代冰雪运动
的起源和诞生，直到现代冬奥会中冰雪项目的
发展历程，还有展示本校的学生参加冰雪运动
的一些精彩瞬间照片，吸引很多的学生驻足观
看，潜移默化培养了学生对于冰雪运动项目的
热情。在举办冰雪运动文化节的过程中，学生
能积极参与冰雕展览，用他们自己的双手创造
出各种精美的冰雕作品，增强了学生的实践动
手能力，也加深了学生对于冰雪文化的理解和
热爱。其次，可以在学校内举办冰雪赛事，设
置多样化的比赛项目，例如花样滑冰表演赛、
速度滑冰比赛以及雪地足球赛等，为学生提供
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比赛中学生的拼搏精神
和竞争意识得到了培养，也通过团队竞赛增强
了班级和学校的凝聚力。学校鼓励学生成立冰
雪运动社团，包括滑雪社团、冰壶社团、滑冰
社团等，学生参加社团活动，让他们之间的交
流更加密切，学生的社交能力和组织能力、领
导能力得到了同步的培养。比如在北方的一些
学校每年都会举办冬季冰雪运动会，其中除了
常见的一些冰雪项目比赛以外，也会设置趣味
丰富的冰上接力项目、雪地拔河项目，这就吸
引了众多师生的参与，学生参与比赛时会奋力
拼搏，现场的加油声、呐喊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整个校园内充满了勃勃生机与热情。同样学校
的滑雪社团也会定期组织成员到附近的滑雪场
中进行训练和交流，可以邀请专业的教练为学
生提供指导，社团的成员之间又会相互分享滑
雪经验，让大家的滑雪水平得到了同步的提升，
也形成了深厚的友谊，这些都是滑雪运动的文
化魅力所在。

（三）提升教师冰雪运动教育能力
滑雪运动教育中教师是相关活动的重要组织

者和实施者，因此提升教师的冰雪运动教育能力
是推动冰雪运动在学校教育中设立组织开展的关
键。对此，学校要定期组织教师参与到冰雪运动
的培训过程中，特别是涉及冰雪运动技能的培训、
教学方法的培训、运动中可能会发生的损伤预防
与急救的培训等，确保教师能以扎实的冰雪运动
专业知识和技能参与到教学环节，熟练地为学生
提供冰雪运动的教育学和指导。要鼓励教师开展
冰雪运动教学探究活动，寻找更贴合学生特点的
教学模式及办法，根据学科教学的要求融入冰雪
运动文化元素，例如语文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撰写
冰雪运动主题的作文，描述学生自己参与冰雪运

动的过程，以及从中收获的体验，或讲讲和冰雪
运动相关的传奇人物故事 [6]；美术教师可以组织
学生开展以冰雪运动为主题的绘画创作活动，培
养学生对冰雪运动现场以及冰雪景观的观察力和
表现力；体育教师则可以协同其他学科的教师共
同开展跨学科的冰雪运动项目式学习，让学生在
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综合运用多方面的学科知
识，保证教学的质量，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让
冰雪运动的文化作用进一步提升。

（四）促进社区与家庭的协同参与
开展冰雪运动离不开社区以及家庭的支持，

其中社区可以组织各种类型的冰雪运动俱乐部和
社团，为学生提供一个参与冰雪运动的户外场
所，提供相应的指导，可以在社区内举办冰雪赛
事和趣味活动，吸引学生和居民的参与，营造良
好的冰雪运动氛围，可以利用公园或广场等场地
来建设简易的溜冰场、滑雪场，在节假日组织青
少年参加冰雪运动的培训和比赛，邀请家长作为
志愿者参与到活动中，实现家庭与社区之间的配
合。而家庭在冰雪运动教育中同样也起着重要的
作用，他们要鼓励孩子积极参与，为孩子提供必
要的运动装备和支持，和孩子一同观看冰球运动
比赛项目，带着孩子去滑雪场滑雪，去溜冰场溜
冰，培养孩子对于冰雪运动的喜爱；同时家长也
需要注意在家庭中传播冰雪运动文化，多讲讲自
己小时候参与活动的故事或介绍家乡的冰雪传统
习俗，给孩子一个健康的家庭环境，让孩子接受
到冰雪运动的熏陶，增强文化认同，促进孩子全
面发展。

四、结语

冰雪运动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将其融入
教育工作中有独特的价值和丰富的作用，挖掘冰
雪运动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展现其在教育过程
中的文化认同促进价值，可以培养出有着深厚文
化底蕴、强烈民族自信、兼具全球视野的综合性
人才，使之在推动冰雪运动的多元化发展以及弘
扬优秀文化的过程中做出卓越的贡献，助力文化
认同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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