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导论 

武术又称为国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一。

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最后成形体

系。武术所具有的功能不再局限于增强体质，其更大

的功能在于其所承载的文化特质，是中华文化的具象

表现。在不同社会形态中，武术所存在的形式不具相

同，其根据社会形态及需求而变化，发展至现代，中

华武术更强调其健身表演功能，而对于其技击功效被

时代所弱化。在现代武术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的

一环是武术教育。武术已然进入学校教育之中，而围

绕学校武术教育，产生各类课后武术培训，武术俱乐

部等在体育产业多元化发展的新时代，俱乐部形式也

逐步迁移至武术中，形成武术俱乐部。但武术俱乐部

形成时间较短，其与武术馆的管理模式与运营形式是

否存在差异性，还需要进一步进行研究。在新时代背

景下，武术俱乐部发展迅猛，而在特殊的后疫情时代

中，武术俱乐部的发展是艰难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青少年在着重文化提升的过程

中，同样需要强调身体体质的锻炼，同时具有一项特

长也是家长们的共识，因此在学校课程以外，家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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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培养孩子的一项特长。其中武术作为中华传统体

育项目，传播范围广，需要家长都会选择让学生进行

武术的学习。此时武术俱乐部的需求达到，武术俱乐

部需要提供一系列服务，包括教师教学质量、硬件设

施、培养模式、收费方式等等，来产生竞争。 

天津市是著名爱国武术家霍元甲的故乡，受此影

响武术的发展势头强。许多武术比赛也十分偏爱在天

津举行，这也带动当地武术产业链的发展。目前天津

市武术俱乐部较多，也证明天津市武术俱乐部发展的

前景。龙武道俱乐部在天津武术俱乐部中广有盛名，

主要表现在其教练员的专业能力突出，教学能力强而

让许多学生与家长慕名而来。因此本研究期望通过以

个案研究的方式对天津市的龙武道俱乐部运营现状进

行调查分析，以小见大，对武术俱乐部的开展及运营

提出建设性建议。 

2. 文献综述 

虽然许多学者都尝试对武术的概念进行界定，但是

一直未出现学界公认的统一解释，故而武术的概念界

定在学界一直存在各种争议。“武术”作为名次最早出

现在南朝《皇太子释奠会作》：“偃闭武术,阐扬文令。”

其中包括李印东教授对武术的概念是：武术，亦称 

“武艺”、“功夫”，旧称“国术”，是以技击为内容，

以身心练习为基本手段，中华民族传承的个人防卫实

践活动。[1] 

而后，武术的词义发生了变化。季培刚教授在《近

代中国“武术”词义转变考论》中指出，“武术”虽然

是中国古代的固有词汇,但清末以来的词义发生了大幅

度转变,本质已是由日本在历史上吸收改造后回流的概

念名词,这与甲午战后（特别是清末新政和宪政时期）

日本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深刻影响有关。[2] 初晓帅

及李吉远在《武术概念的演进及新时代背景下的阐

述》中同样指出了武术一词最早指军事，清代武术一

词在中华文化背景中实现了词义的转换而成了今天意

义上的武术。[3] 在 1988 年全国武术专题论文研讨会上

对武术的概念进行讨论与界定，最后确定为：“以技击

动作为主要内容,以套路和格斗为运动形式,注重内外兼

修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4]此武术的概念得到更广泛

的推广与认可，在许多武术的教材中都采用这一概

念。综上所述，本研究对于武术的概念界定为：以技

击动作为主要内容,以套路和格斗为运动形式,注重内外

兼修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 

而俱乐部(Club)—词源于欧美，亦称总会，为社会

团体及公共娱乐场所的总称。在我国一般将各种文化

娱乐、体育活动等场所也称为俱乐部。俱乐部名词最

早由美国经济学家 J.M.布坎南在 1965 年的《俱乐部的

经济理论》中提出，经转译，我国《辞海》[5]对俱乐部

的解释为：机关、团体、学校中文化娱乐场所通称。

体育俱乐部则是一种自发的、从事体育活动的社会组

织，是“人的集合”而非狭义上场所的概念。[6]体育管

理部门对体育俱乐部界定为：体育俱乐部是指由企事

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利用非政府财政拨款举

办的，以开展体育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基层体育组织。

而武术俱乐部则是指由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个

人，利用非政府财政拨款举办的,以开展武术活动为主

要内容的基层体育组织。 

2.1. 武术俱乐部发展现状 

关于武术俱乐部的研究中文学界早已有之，但总

体呈现面广而不精的情况。靳卫平[7]等提出在对高校课

外武术俱乐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调查分析的基础上，

指出了目前武术俱乐部活动的发展思路和俱乐部管理

中应注意的问题等方面加以阐述,旨在充分发挥俱乐部

在继承、发扬、传播武术文化，弘扬民族文化方面的

作用,使高校课外武术俱乐部成为高校武术教学的第二

课堂。的投资限制与出口管制手段，通过补贴手段吸

引和鼓励私人投资以及管制手段遏制其他经济体的半

导体发展，吸引先进半导体制造业回流，巩固并加强

已形成的半导体产业优势。刘建新[8]在研究中指出武术

俱乐部的发展存在四个突出问题：第一，武术俱乐部

教学组织形式和项目单一，理论教学和武术文化的宣

传较少；第二，武术俱乐部教学场地、器械不足，各

班级课程安排及时间规划不合理；第三，武术俱乐部

专项教师不足，难以满足需要，新型项目教师外出学

习、培训机会太少；第四，武术俱乐部教学评价制度

不完善， 没能跟上现代化体育俱乐部的教学模式。 

张明贺[9]在论文中指出：北京市武术技术培训在武

术项目选择上倾向于对抗类、养生类和时尚类武术,在

俱乐部运营上,存在师资不稳定,流动性大,管理人才匮

乏,机构设置不健全、不合理等问题。 

相关研究中[10]指出中华武德的核心观念是仁、

义、礼、智、信、勇,蕴含着仁慈、爱国、爱民、重

义、守礼、和谐、谦让、中正、诚实、守信、忠勇、

报国等传统美德,通过校内外武术俱乐部进行中华武德

交流,对学生的传统美德修养具有良好的寓理教育作用,

能促进学生美德修养的自我养成。 

任启俊、柴春胜[11]在《关于武术俱乐部教学的研

究》一文中谈到了俱乐部的教学问题，他们发现武术

教学一直停滞不前，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达不到理

想目标的原因为：一是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二是师

资不足，教学内容枯燥；三是课时偏少，训练内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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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充分掌握；四是教学方式比较保守，示范——学习

——矫正——再练习的训练方式比较死板，打消了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 

赵晶晶[12]在硕士论文的研究结论中表明: 

1、西安市青少年武术俱乐部开展的优势：武术运

动的自身优势、地理位置选择优越、家长支持程度

高、场地基础设施支持。 

2、西安市青少年武术俱乐部开展的劣势：师资力

量不均衡、管理者专业化程度不高、宣传力度不够、

场地未能合理化使用、学员结构失衡。 

3、西安市青少年武术俱乐部开展的机会：国家政

策对武术项目支持、宣传方式高效便捷、众多高校提

供了师资资源、大众传媒促进武术向前发展。 

4、西安市青少年武术俱乐部开展的威胁：不可抗

力的突发事件、其他体育产业市场的冲击、武术传统

观念的影响。 

综上所述，目前武术俱乐部开展较为普遍，根据

上述文献中，是在全国不同地区进行武术俱乐部运营

模式调查。学者们在对武术俱乐部开展现状叙述中，

集中存在如下问题：首先最突出的是武术俱乐部的经

营方式问题，对于本身俱乐部开展形式的定位不精

准；其次是武术俱乐部各项资源的匮乏，武术设施设

备不全面，导致教学模式单一；最后是武术俱乐部的

师资问题，教师结构不稳定。 

2.2. 武术俱乐部的发展机制策略 

冯路[13]指出外来文化的渗透是中小型武术馆校倒

闭外部原因, 其本身的失败也存在着内因:中小型武术馆

校以“文武学校”的模式发展, 本身承担了太多管理责

任, 资金基础不扎实、管理方面的精力受限、师资情况

不稳定等, 这些因素导致了武术馆校自身发展受限。管

理者缺乏经验和素质、学生风气混乱、就业层次低, 武

术运动的形象受到不良影响, 生源的急剧锐减。为了抢

夺生源, 武术馆校推出了走职业化发展路线, 但受实力

限制, 学生出路问题得不到保障。当今社会经济繁荣, 

人们对武术的需求不再局限于职业化发展。那些实力

较弱的中小型武术馆校已经无法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

需求。 

胡勇[14]在硕士论文中指出跆拳道俱乐部市场运营

模式对武术俱乐部有如下启示:培育具有代表性的经营

型俱乐部,引导俱乐部科学化、制度化、市场化发展,不

断建立健全武术制度;以“体验式”营销、“互联网+”

营销方式构建特色营销方案,塑造品牌形象;构建人才技

术渠道,提高教练团队、招生团队、教务团队,增强市场

竞争能力;俱乐部教学标准以教研、教学为中心,服务标

准以学员、家长为中心，挖掘市场潜在力;实现演出、

竞赛、段位及设施设备市场化，扩大产品的关联性。 

申瑞琴[15]在其硕士论文中指出，长治市少儿武术

培训机构在运行方面缺少专业性的人员来管理，缺少

对运行机制理论方面的学习，整体运行制度比较混

乱；在管理人员上的分配较混乱，缺乏专用性，缺少

对管理制度的理论学习和认识，在管理方法的使用上

具有较大的盲目性；经营者不够重视对保障机制的构

建,体育培训市场的规范缺失；评价与激励机制缺失,人

员流失严重,发展不稳定。 

俞宏建[16]指出，业余训练体制的换汤不换药，选

拔人才的工作误区，创造经济效益为重点，俱乐部管

理经营人才的缺乏，青少年武术俱乐部训练体制模式

的设计与探讨， 深化业余训练体制,建立法制管理的新

模式， 最大限度扩大青少年武术活动覆盖面，宣传到

位、影响深远，“训读结合”的全面素质教育，“以点

带面”在经济效益的基础上扩大青少年武术俱乐部的

社会效益。 

张峰[17]在济南市跆拳道俱乐部与武术俱乐部运营

策略的比较研究中指出，武术俱乐部存在以下问题:关

联营销方面:济南武术俱乐部缺乏相应的课程延伸活动

和服务;济南武术俱乐部的定位不符合市场需求;济南武

术俱乐部产品同质化严重,缺乏产品特色。 

王胜男[18]在上海市武术俱乐部发展现状及存在问

题调查研究中指出，上海市武术俱乐部开设的课程主

要有长拳和太极拳课程，但指导教练有限，且开展的

省市竞赛活动较少；俱乐部内个别项目发展受阻；上

海市武术俱乐部经营模式显示市场单一，无依托单位

的制度扶持等导致俱乐部经费不足，影响俱乐部的可

持续发展；上海市武术俱乐部缺乏规范的管理制度、

相关规章制度的制定以及相应的评价体系和对俱乐部

教练员的考核评价体系。 

肖君平、宫祥辉[19]在“双减”政策背景下武术培

训机构发展路径中发现校外武术培训机构主要面临服

务模式单一、教学体系杂乱、运营和管理制度效率不

高、师资力量短缺等问题。因此提出多元化办学、健

全教学体系、完善行业标准、提高机构管理效率，促

进武术培训机构发展。 

崔高峰、张晨雪[20]在青少年武术培训机构发展现

状与对策研究——以合肥市为例中指出，合肥市青少

年武术培训机构教练员年龄偏小、教学经验不足、薪

资待遇偏低是教练员队伍不稳定的主要因素；合肥市

青少年学习武术动机不明确、缺乏锻炼意识、学习频

率较低、培训机构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是影响合肥市青

少年武术培训机构长远发展的主要原因。针对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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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培训机构发展现状及相关障碍因素提出了优化对

策，以期促进青少年武术培训机构的健康发展。 

朱坤[21]在长沙市少儿武术培训机构运营现状及发

展对策研究中指出，长沙市少儿武术培训机构在运营

管理过程中存在以下的问题:培训机构训练场地高度没

有达到相应要求,训练环境相关配套设施存在一定的不

足;培训机构难以长久的留住学员,大多数学员都属于短

期训练培训,坚持长久训练的学员人数较少;因外来武术

项目的不断的壮大、长沙市少儿武术培训机构面临生

源少、师资力量单薄、市场竞争激烈等问题. 

综上所述，武术俱乐部的开展机制策略中，均是

根据存在问题进行建议，并不具有前瞻性，而各俱乐

部的开展也是存在共同性，这也阻碍武术俱乐部的发

展，武术俱乐部的开展机制及策略研究对于弘扬中华

传统文化的同时提高扩展营业额、提高学员能够起到

重要作用。 

在以上文献中发现，对于武术俱乐部开展的相关

研究中，在全国各个地区都进行了相关调查，也对武

术俱乐部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开展形式进行阐述，其中

重复性出现的问题集中在武术俱乐部师资不稳定，教

师的教学模式单一，武术俱乐部运营目的不明确。针

对这一情况，许多学者也纷纷提出建议，其中不乏有

通过优化俱乐部管理模式等，但是对于具体措施并未

详尽叙述。因此在本研究中，也应该对师资、教学、

目的和管理模式进行重点研究。 

3. 龙武道武术俱乐部现状 

龙武道武术俱乐部是位处于天津市的一所武术培

训机构，主要针对中小学生进行校外武术培训，龙武

道武术俱乐部成立于 2016 年，成立已有 7 年时间。 

龙武道武术俱乐部的管理人员主要包括了投资

者、运营者两部分。在前期，首先对相关人员进行了

访谈，了解到龙武道的创始理念是以传播武术为出发

点，培养武术兴趣。而在具体运营过程中，各部门之

间划分清楚，主要分为：招生宣传部，教学部门，机

构人事管理，以及后勤机动部门。机构管理人员的具

体情况如下表 1。 

 
由上表可知，龙武道武术俱乐部的管理人员整体

情况较好，并且在访谈与问卷调查中也了解到，管理

人员对于龙武道武术俱乐部的情况都十分了解，并且

对目前的机构运营方式等满意。 

龙武道武术俱乐部共有教练员6名，教练员主要集

中在 20-25与 26-35岁这个区间，这也说明了龙武道武

术俱乐部的教练员处于年轻化情况。在运动等级上，

仅有 2名教练员没有运动等级，另外 4名教练员为二级

运动员，在武术段位上，1 名教练员没有武术段位，4

名教练员为 4-5 段，另外有 1 名教练员为 6 段。 

在学历上，6 名教练员均在本科学历，龙武道武术

俱乐部的教练员队伍在教学方法手段是丰富且充足。

在教龄上，1 名教练员不足 1 年教学经历，而另外 5 名

教练员都有 2-3 年的教学经历。在习武年限上，1 名教

练员练习有 2-3 年，另外有 3 名教练员 4-8 年，2 名教

练员练习年限达到 9 年以上。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在学生的调查问卷中显示，有很多学生选择周中

进行上课，也有学生是在周末或者暑假再进行培训，

而学生的培训情况也反映了龙武道武术俱乐部的开课

情况。龙武道武术俱乐部的学生主要集中在周末上

课，其中选择在周末上课的占比 76.14%。也有

14.67%的学生也会选择在周中上课。另外也有 5.51%

的学生会在周末与周中都上课。龙武道武术俱乐部主

要在周末开课。学生每周培训的次数 55.04%都是培训

2-3 次，而 39.44%的学生每周仅完成 1 次培训。这也

是龙武道武术俱乐部招生的人群主要集中在学生，一

般都在课后以及周末才有时间进行课外培训。 

综上可知，龙武道武术俱乐部的开课情况中，龙

武道武术俱乐部主要课程在周末开设，在周中则主要

在放学之后才开展，其他时间均为空档。在寒暑假则

情况另算。 

表 1                    龙武道武术俱乐部管理人员情况表（N=5） 

  人数 占比 

年龄 

20-25 0 0% 

26-35 2 40% 

36-45 2 40% 

45以上 1 20% 

运动等级 

无运动等级 3 60% 

二级运动员 2 40% 

一级运动员 0 0% 

国家健将及以上 0 0% 

武术段位 

无段位 3 60% 

四段-五段 2 40% 

六段 0 0% 

七段以上 0 0% 

学历 

高中学历及以下 2 40% 

专科学历 0 0% 

本科学历 3 60% 

研究生及以上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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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武道武术俱乐部是一家主要进行武术培训的而

机构，主要针对的人群的中小学生。在本研究中，对

学生发放的问卷中，对龙武道武术俱乐部的培训机构

满意程度进行评价，具体情况如下表 2。 

 
上表反映的是学生对龙武道武术俱乐部的各方面

满意度评价，其中包括了对课程安排、教练员专业程

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场地设施、服务意

识以及培训收费上进行满意度评价。 

在课程安排上，47.71%的学生表示一般，也有

29.36%对课程安排上非常满意。出现分歧的原因是学

生的武术学习情况与水平不一致，因此家长对于孩子

在机构内进行上课的课程内容表示不满意，有些技术

水平较好的学生，为适应进度较慢的学生，就需要重

复进行复习。 

在教练员专业程度的满意度评价中，63.3%的学

生对教练员表示非常满意，0%的学生表示不满意或非

常不满意，这也说明龙武道武术俱乐部教练员的水平

较好，也正与教练员的学历以及运动等级段位等对

应，龙武道武术俱乐部的教练员队伍较好。 

在教学内容上，有 53.21%的学生表示较满意，有

4.59%的学生表示不满意。在具体的访谈与了解中，

主要还是分班体制不明晰，导致同班内学生水平层次

不齐，教学内容的设置存在一些问题。 

在教学方法与手段中，43.12%的学生表示非常满

意，这是也对教练员水平及教学能力的评价。但是也

有 7.34%的学生表示对教练员的方法与手段表示不满

意。这也是说明教练员教学方法与手段是单一的，教

练员经验不足，仅仅适用于部分学生，而对于每位学

生的独特性，因材施教能力不足。 

在场地设施上，62.39%的学生表示十分满意，龙

武道武术俱乐部的场馆以武为核心元素，主要体现中

华传统装修风格。地面铺设有一块青少年武术专用地

毯，其他训练场地均铺设泡沫地毯，符合训练的要

求。这也是龙武道武术俱乐部在场地设施上让学生满

意的关键之处。 

在服务意识上，仅有 11.01%的学生表示非常满

意，44.04%的学生表示较满意，29.36%的学生表示一

般。大部门学生对服务意识上还是表示满意的，但是

还存在服务不到位的情况，这就需要了解学生以及家

长的需求。 

在培训收费上，53.21 的家长表示较满意，这也是

龙武道武术俱乐部的优势，在培训收费上处于同行水

平位置并且活动多。 

5. 发展对策与建议 

根据对于天津市龙武道武术俱乐部的开展运营情

况进行研究后，发现在运营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

教练员专业能力较强，但是教学经验不足。在俱乐部

的服务意识上满意度不高，课程开设时间单一，主要

集中在周末等问题，对此提出以下对策。 

5.1. 增加教练员教学培训 

调查研究中发现，龙武道武术俱乐部的教练员本

身技术水平及基本教学能力不错，但是主要存在的问

题的，需要解决教练员教学经验不足，不会因材施教

的问题。在这方面就需要武术俱乐部经常性对教练员

进行教学培训，同时在教练员进行课堂总结后，也需

要进行同行评价，互相指出存在问题，并且及时提出

解决方案。与此同时，俱乐部应当经常性支持教练员

出去进行教学培训，以此来提高教练员的教学能力，

通过模仿教学，来达到更好的积累教学经验，更好的

运用教学方法手段，更好的服务学生。 

表 2                学生对龙武道武术俱乐部的满意情况调查（N=109） 

  人数 比例 

 

 

课程安排 

非常满意 32 29.36% 

较满意 21 19.27% 

一般 52 47.71% 

不满意 4 3.67% 

非常不满意 0 0.00% 

 

 

教练员专业能力 

非常满意 69 63.30% 

较满意 25 22.94% 

一般 15 13.76% 

不满意 0 0.00% 

非常不满意 0 0.00% 

 

 

教学内容 

非常满意 34 31.19% 

较满意 58 53.21% 

一般 12 11.01% 

不满意 5 4.59% 

非常不满意 0 0.00% 

 

 

教学方法、手段 

非常满意 47 43.12% 

较满意 24 22.02% 

一般 12 11.01% 

不满意 18 16.51% 

非常不满意 8 7.34% 

 

 

场地设施 

非常满意 68 62.39% 

较满意 21 19.27% 

一般 12 11.01% 

不满意 8 7.34% 

非常不满意 0 0.00% 

 

 

服务意识 

非常满意 12 11.01% 

较满意 48 44.04% 

一般 32 29.36% 

不满意 15 13.76% 

非常不满意 2 1.83% 

 

 

培训收费 

非常满意 28 25.69% 

较满意 58 53.21% 

一般 13 11.93% 

不满意 10 9.17% 

非常不满意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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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健全学生激励机制，建设周中课程 

龙武道武术俱乐部在开设的过程中，向许多优秀

俱乐部吸取了经验，但是在搬用的过程中也存在许多

问题。其中俱乐部的服务评价上，满意度并不高，在

访谈中管理人员也表示，受到场馆的限制，家长的等

候区较小，随着学生数量的骤升，更多的家长在等待

学生下课时，无法入座，这也将影响到家长对武术俱

乐部的选择，这都需要及时进行改进与解决。其次，

俱乐部在学生激励机制上，也需要健全，以此来鼓励

更多学生来上课，同时也要更多开设周中的课程，更

好的利用场馆。 

5.3. 及时反馈学生情况，加强家长联系 

家长对学生成长的及时了解，也将更好的促进俱

乐部的活动开展。在研究中发现龙武道武术俱乐部并

未建立学生个人档案，并无学生个人的变化记录，而

家长则不再了解学生在俱乐部内的具体学习情况。因

此，俱乐部可以建立学生个人训练成长档案，同时学

生每次在馆内的训练照片、视频等，都应该及时拍摄

并反馈给家长，更好的加强两方的沟通与联系，也能

更好的了解家长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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