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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调查民间武术教学乱象

无证武馆藏身居民楼 教练不具备 资格 会个三招两式竟开馆收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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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岁的王驿从小就喜欢耍枪弄棒，他的理想是长大后当一名摔跤运动员。他的父母对他的梦想也悉心呵护着，
从小就给他上各种体能训练的补习班。然而，这个春天，蝴蝶开始扇动翅膀的时候，他的梦想之翼却折断了：在跟武
术教练学习侧手翻的时候，他的两只胳膊不幸骨折了。他的父亲很后悔，说要是给孩子找个正规的武术培训班，就不
会有这么多磨难。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社会上各类以武术培训为内容的武馆和武校培训班鱼龙混杂，甚至挂羊头卖狗肉，很多武
术教练都不具备资格，无证武馆隐藏在居民楼里，一个电话，就会有武术教练上门教功夫。上海体育学院武术学院院
长戴国斌教授说：“ 当前的中小学武术教育中，学生喜欢武术而不喜欢武术课，相关部门对武术教育的理解和重视
不够，从而导致了武术教学官方冷、民间热的怪现象。” 本报记者 叶松丽

为了招到学员，各武术培训班和
民办武校都开展自己的宣传攻势。有
些教练把自己包装成名师高人，有些
教练声称自己是某门某派嫡系传人。
有些武校借名山古刹，进行虚假宣传。
总之，沪上武校多，忽悠手段各不同。

套路一：
声称是国家某级运动员或教练

记者在调查发现，为了证明自己
的武艺高强，资格牢靠，以便招到更多
学员，很多培训班的武术教练都声称
自己是国家某级运动员或者某级教
练。实在没有这些资格的，就将自己包
装成某个门派的大师。

在宝山淞南某小区开办武馆的周
卫国声称自己自幼随父习武，在部队
当过特种兵，自己多年悉心研究，在某
式太极拳的基础上，开创了属于他的
太极门类。浦东某武术培训班的刘教
练则声称自己来自河北沧州，自己曾
经是省级散打运动员，本来要进国家
队的，后来腿部受伤，就出来开创自己
的事业。俊咏堂提供给记者的宣传名
片上，写明他们的总教练吴俊辉为

“ 国家一级裁判”。
上海体育学院武术学院副院长郭

玉成教授告诉记者，这种说法本身是
错误的，目前我国的裁判级别分为国
际级、国家级、一级、二级等，根本不存
在“ 国家一级裁判”这个说法。国家级
裁判资格的取得要求很严格，每两年
考核一次，每次全国也就30来个名额，
国际级裁判名额就更少了。

套路二：
包装武术训练的教材

在碧云社区的江南武馆教练朱江
南告诉记者，他们的武术培训业务中，
除了公司白领、外籍人士外，还有很大
一块是给上海市司法局狱警做武术培
训。“ 我将散打中一些实用套路进行

改编和完善，编制出适合狱警们训练
和使用的新的套路，作为狱警们武术
训练的教材。”

3月28日，记者分别向上海市司法
局、监狱管理局以及下属的警校培训
中心电话核实，都没得到肯定的答案。
市司法局政策研究处一位女性工作人
员表示，她没有听说过这回事。监狱管
理局也表示，至少他们没有听说过朱
江南给他们狱警搞武术培训的事，是
不是下面的警校培训中心请过他？

随后，记者又致电警校培训中心，
对方称培训中心有自己的教官，有时
也偶尔外聘教官，但是他接管这项工
作以来，还从来没有跟这个叫朱江南
的人合作过。“ 我们整个系统有5000多
名狱警，给5000多名警察搞培训，一个
武术培训班能拿下来吗？”不过，这名
负责人也猜测，也许上海的某一所监
狱曾经请朱江南搞过短期的培训，但
全部狱警让他来培训，这是不可能的。

套路三：
少林武校跟少林寺毫无关系

一说到“ 少林”两个字，大家很容
易就与武功高强的少林寺挂上钩。

记者致电北京少林武校上海松江
分校，该校招生办果断否认自己跟少
林寺的关系，但是他们向学生教少林
功夫。

记者再电话连线北京少林武校，
对方也明确表示，自己跟嵩山少林寺
没有关系。但当记者问到，既然跟少林
寺没有关系，为什么叫少林武校？对方
也是避而不答。记者继续追问“ 你们
教的武术跟少林寺有关系吗？” 对方
回答说：“ 我们的学员学的是中国基
本武术。”

随后，记者向少林寺求证他们跟
北京少林武校的关系时，少林寺方丈
办公室一名男士在电话中明确地说：

“ 没有关系！”

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为
什么在当前民间武术培训机构如火如
荼地开班办学时，中小学却集体禁声
呢？在我们的武术教育中，如何将动作
与精神融为一个整体呢？3月29日，记
者采访了上海体育学院武术学院院长
戴国斌教授。

“ 我们早就对中小学武术教育做
过调研，学生们喜欢武术，但是不喜欢
武术课。”戴国斌院长说，根本原因在
于学生喜欢的东西，学校却不教或者
教不了。武术教育不连贯，今天学，明
天忘，无法在学生的心灵中落下来。而
中小学对武术教育停滞不前普遍的说
辞是师资力量不足，没有合适的教材。

“ 对此说法，我不认同。”
戴院长指导他的研究生做了一篇

学位论文，专门研究上世纪八十年代
上海育才中学的武术教育。“ 上世纪
八十年代，该校没有专门的武术教师，
也没有武术教材，但是他们的武术教
育开展得很好。”戴院长说，问题的关
键在于该校当时的校长重视武术教
育，并与全校老师达成共识，武术教育
才得以深入开展。推进中小学武术教
育，归根到底要靠广大教师。

戴院长说，他们在调研中也认识
到，目前中小学依然处于应试教育的大
环境中，中小学体育教育开展现状也不
乐观，中心城区学校的体育课开展得稍
好一点，在郊区郊县学校里，体育课则
成为所有主课老师随意挤占的公共时
间。领导重视不够，武术教师队伍建设
被忽视；学校又无习武场地、器械和设
备，武术教育的开展面临重重困难。

“ 我们学院里那些武术界泰斗日
常生活就是习武、练字和做人，久而久
之，他们把自己修炼成了一种崇高的
精神，达到形神兼备的境界。”所以，武
术学院对学生的武德要求十分严格，
关键时刻，“ 见义”就必须“ 勇为”，该
出手时要出手，这是武术的基本功用。
武术绝对不是用来为非作歹的。

“ 在学院的武术教育中，动作只
是一个载体，这是形而上的东西，很好
学，关键是我们要教会学生动作后面
的东西，那就是武德，从而使武术实现
文明化、伦理化和理想化，动作与精神
形成一个完美的整体。”戴院长说，社
会机构的武术培训，是一种商业行为，
有些培训机构在传授武艺的过程中，
武德的传承就流失了。

武校培训班鱼龙混杂问题多

包装成名师高人进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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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走访中，记者发现，在
上海习武已经形成了一个颇具规
模的市场。然而，正规的武术学校
不过四家。因为办学的门槛比较
高，很多武术培训机构都以健身
会所的形式出现，打政策的擦边
球，在管理缺失的局面中浑水摸
鱼，不正当谋利。没有监管就没有
保障，江湖武校出了安全问题，受
伤的往往总是学员。

3月26日傍晚，记者与在宝山淞南
某小区开武馆的周卫国进行了电话预
约，以学徒的身份前往淞南某小区见
面。由于天色已晚，记者看不清楼面的
门牌号，就一路打听27号楼的位置。一
名下班回家的女士正好家住27号楼。

“ 我在这里住了好多年，从来不知道楼
里有人办武馆！”听记者说来这里看一
所武校，该女士十分惊讶。

来自河南的周卫国租了这栋居民
楼的一楼做他的武馆。这是一套两室
一厅的小房子，客厅不到20平方米，可
谓“ 家徒四壁”，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措
施。周卫国说，就是这样简陋的一套房
子，月租也要2000元。“ 我还要吃饭，还

要应付日常开销，每小时200元钱，你
就不要还价了！周六周日，每小时还要
300块呢！”

“ 这么小的空间怎么练武术？跟斗
都翻不开。”记者表示疑惑。

周卫国说，他练的是内家功夫，没
有大动作，特点在于以静制动。为证明
他的内家功夫只需要很小的空间就能
练，他将记者带到客厅，要跟记者比划：

“ 你打我，随便你怎么打，你都不能打到
我！”见记者不敢出拳，周卫国就鼓励
说：“ 没关系，你打我吧！跟我学功夫，见
面就交手，这是规矩。不打不相识，你要
是能打过我，就不用跟我学了！”

浦东江南武馆同样也是藏身社区。

不过，他们租的房子比周卫国的大。一
出电梯，就看见摆放在门口的招牌。“ 这
个社区比较高档，外籍居民比较多，会
馆也多，只要我们不扰民，就不会有人
来干涉我们。”武馆的工作人员说。

上海市为开办武术学校制定了准
入标准，对场地、设备有一定的要求：武
校“ 场地选址应避开重要设施，以及党
政机关、使领馆，商业、居民集聚地，周
围环境应有利于保障安全和武术教学
活动的开展；具备与办学规模相适应的
训练场馆、器材设施；体育训练室内场
地人均不少于0.5平方米，室外场地不
少于1000平方米。”很明显，这些隐藏
在居民区里的武术馆根本不达标。

由于正规武校的门槛很高，一般
个人和机构没办法达到准入标准，因
此江南武馆在工商注册时，就登记为

“ 文化交流”机构。周卫国的武术培训
班根本就没有注册，他跟上海的关系
只有一张跟中介签订的《 房屋租赁合
同》，房屋的用途为“ 居住”。“ 来拜访
我的人，都是朋友，大家都是武术爱好
者，在朋友家里切磋一下技艺，谁能把
我怎么样？”面对记者的质疑，周卫国
如是说。

位于长寿路468号的中环商务大厦
5楼的咏春拳会馆“ 俊咏堂”，在工商注
册的名称是“ 上海俊咏堂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3月14日晚上7时许，记者看

到有20多人挤在一间不大的房子里练
功，如果按照武校的场馆标准来衡量，
场地空间和位置显然不符合标准。但是
作为一个健身会馆，则完全达标。

接待记者的教练坦言，按照武术培
训班的标准，他们是没办法申请营业执
照的，更不要说办武术学校了。因此他
们在工商注册登记时，就登记为文化传
播公司，经营范围有“ 武术交流”这一
项。上海尚体武苑实业有限公司的董事
长阚一工说，如果在经营范围内有“ 培
训”字样，营业执照都办不下来。

相关部门对教育培训的审批权还
是相当慎重的。因此，这些民间武术培
训机构在经营中，只能通过体能锻炼、

武术文化交流等项目，来打打武术培
训的“ 擦边球”。

在浦东八佰伴某健身房做兼职武
术教练的孙先生也告诉记者，他服务
的公司营业执照上，连“ 武术”两个字
都看不到，但是他们常年对外经营武
术培训业务，太极拳、散打、少儿武术
等项目应有尽有。

跟长寿路上的“ 俊咏堂”一样，八
佰伴这家武术会馆也是以发行会员卡
的形式，招募会员。办一张月卡，每周训
练两到三次，每次两个小时，收费600到
1000元不等。“ 说白了，我们的经营模
式跟健身房是一样的，只要不把我们当
武术培训学校，就没啥奇怪的。” 记者以学生家长的名义，跟一名提

供上门服务的武术教练商谈“ 业务”，
了解到这位来自河北的李教练毕业于
山东大学机电一体化专业。“ 我在河北
上过两年体校，学生时代一直是学校武
术协会的理事，我是按照国家标准进行
少儿武术教育的。”

这位李教练强调，自己虽然只是武
术爱好者，但是自己从小热爱武术，业
余教教孩子还是绰绰有余的。至于他说
的武术教育的“ 国家标准”，记者从上
海体育学院武术学院了解到，目前国家
武管中心跟教育部门正在制订中。

至于教练资质问题 ， 记 者 了 解
到，在上海从事营业性体育教练活
动，至少需要取得市体育局颁发的

《 上海市有偿体育健身指 导 人 员 执
业证书》。要取得该证书，首先要持
有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门颁发的《 社会体育指导员国
家职业资格证书》。

上海体育学院武术学院副院长郭
玉成教授告诉记者，具有国家体育指
导员资格的人里面，相当一部分人在
从事武术指导工作。目前，我国还没有
专门的武术指导员资格认证。国家体
育总局社体中心和武管中心正在做这
项工作。

记者在调查发现，很多武术培训班
的教练，连一张《 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
职业资格证书》都没有，执业证书更无
从谈起。

中小学生习武学什么？老师教什
么？记者调查了解到，国家还没有统一
的教材。目前民间武术教学的现状是，
你想学什么，培训机构就教什么。

北京少林体校上海浦东分校招生
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的文化课教
育使用的是上海市教材，而武术课教材
则是他们北京总校自己编的。

郭玉成教授告诉记者，为了推进中
小学武术教育，国家体育总局武管中心
跟教育部门曾经联合编制了6套武术体
操，希望能在全国中小学生中普及，但
是，现在看来效果并不好。今年，两部门
又在以段位制推进中小学武术教育。以
便于规范武术教育课程。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业余教练提供
上门服务，但出事后学生维权难。

王驿的遭遇就是上门教练 造 成
的。“ 我们也是经朋友介绍，才找到这
位唐教练的。他跟我们学校的体育老
师熟悉，据说有《 社会体育指导员国
家职 业 资 格 证 书 》、国 家 级 裁 判 资
格。”然而，王驿的爸爸除了知道这位
唐教练是山东淄博人外，其他都是

“ 据说”的。
“ 王驿出了意外后，开始两个礼

拜，他还打电话问问孩子的治疗恢复情
况，后来不仅电话没有了，我们打电话
过去，也一直处于忙线中，再也没有找

到这个人。” 由于是电话预约上门服
务，王驿的爸爸每周给唐教练付一次工
资，双方没有签订任何契约。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很多业余
武术教练，都提供上门“ 一对一”服
务，收费标准每次100元到300元不等。
来自河北的李教练本来是给闸北某武
术培训班打工的，但是，他把自己的招
生信息发布到网上。李教练在电话里
告诉记者：“ 在培训班，一堂课为60分
钟，我上门服务陪你练90分钟。而且收
费保证比培训班便宜。到培训班，你还
得买他们的服装，鞋子，这都要另外花
钱的！”

武术馆隐藏在居民楼里 居民也感到意外

挂“ 文化交流”羊头，卖“ 武术培训”狗肉

业余教练上门授艺出事溜之大吉

教练无证执业现象普遍

没有统编教材
教学很随意

民间武术培训的“ 冷”思考

乱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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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里面办武馆。

很多武馆工商注册时登记为“ 文化交流机构”，如果按照武术培训班的标
准，他们是无法申请营业执照的。

咏春拳会馆一些学员在练功。 本版摄影 记者 吴恺

武馆江湖忽悠套路多

3月14日晚上，记者在咏俊堂观摩
学员习武时，看见一名女生神色沮丧
地从教室里出来，对前台的另一位教
练说，她的左胳膊又“ 脱臼”了。教练
将她的左胳膊回弯放到胸前，然后从其
身后抱住她的左手肘部，用力往上一
推，这位女士的胳膊关节居然复位了。
教练告诉记者，这位女士的胳膊是习惯
性脱臼，他已经帮她弄过好几回了。

“ 在上海体育学院学习期间，我们都学
了一些跌打损伤方面的应急常识。在武

术培训中，会员偶有损伤，我们基本上
都能应付。”记者了解到，俊咏堂没有
专业的医疗救护设施。记者在其他几家
会馆形式的武术培训班调查时，发现他
们都没有医疗急救设施。

3月27日下午，记者在北京少林武
校上海浦东分校采访时，学生都在训
练，位于操场东边一角的医务室却门窗
紧闭。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的校医
是附近某医院的一名医生兼任的。由于
该医生需要到自己的医院上班，有时候

还要值夜班，所以不经常在学校里。
此外，记者参观该校学生洗浴室

时，该工作人员说，洗浴室正在改造装
修，目前学生每周只能洗两次澡。

记者在上海市相关部门对开办武
术学校的准入标准中看到，要求学校
具备与武术教学、训练相适应的辅助
设施，如浴室、医务室等。上海武术院
对申请条件、材料进行复审，对场地、
装备、安全设施等需实地勘察，并填写
行政许可意见书。

没有专业的医疗救护设施和辅助设施乱象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