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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为民不仅在太极拳的教学上造诣颇深，而
且还有效地把太极拳与现代素质教育结合，为了
响应国家和山东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为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培养
学生的公民道德、职业素养，结合学院技能型特色
名校建设，学院还专门为新生开设了人文素质教
育课程，由赵为民为学生讲授太极文化课程（以学
习中国武术段位制陈式太极拳为主）。

赵为民通过多年收集的资料，通过影像、现场
演示、互动，协会成员谈体会、有奖问答与冠军交
流合影等多方位、全角度的教学方式，将太极拳法
和太极文化介绍给学生，使学生们感受到传统太
极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无穷魅力，同时以传承者的
角色增加认同感和使命感。每天清晨几百人一起
练习太极拳成为学院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 2014
年山东省武术运动协会工作会议上，赵为民老师
被授予 2013 年度武术段位制工作百名优秀考评
员。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在人文素养课程中开
设的《太极拳修身》课程以及太极拳教学在全省高
校体育课程评估中被评为特色体育项目。

赵为民老师说，一个人的太极无法带动大的
太极，推广太极是一项事业，不能只靠一个人的力
量，在学院的支持下，赵为民老师不仅在学院内成
立了武韵武术协会，并且通过学院的支持向社会
大力推广太极拳。为了推广太极拳，受邀到社会上
各大集团和社区、中小学进行太极拳宣传的演说
和演示，他的学生还代表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参加了第一届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表演，应邀

参加社会上一些大型集团的庆典活动，与美国太
极协会也开展了正常的交流活动。他的弟子，山东
劳动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张文磊，更是凭借太极
功夫，远赴德国芬兰开馆收徒，在海外定居，传播
太极文化。

另外，赵为民老师紧跟时代潮流，建立了太极
拳网站，为太极拳爱好者提供了一个网上交流的
平台，其中学院学生宋亚汝写的一篇文章《学练太
极，青春无悔，有了太极，来省劳技不后悔》，至今
让赵为民感到很欣慰。她曾经在山东省武术太极
拳锦标赛比赛中获得太极拳套路金牌，洪均生太
极拳交流大赛中获得过女子太极鞭杆一等奖。

太极拳以独特的文化魅力，感染着一批又一

批学员。从 2004 年起，赵为民和学院的学员们总
共获得 39 个金牌（省级以及全国级比赛）和 5 个
一等奖，银牌铜牌更是数不胜数。其中赵为民的得
意弟子张文磊还在德国的推手比赛中获得金牌，
使学院扬名海外。其中，在 2011 年第六届焦作国
际太极拳交流大赛上，更是获得了五金三银的好
成绩。其中赵为民的儿子，赵建伟获得男子 B 组传
统陈式太极拳金奖、男子 B 组传统太极器械金奖。
赵老师的得意女弟子魏宁，更是获得了女子 C 组
传统陈氏太极刀金奖、女子传统陈氏太极拳金奖、
女子 48 公斤级太极推手亚军。通过多年的坚持和
社会的帮助，赵为民在太极推广之路上越走越宽，
从当年的拓荒者到现在的累累硕果，其间的酸甜
苦辣都变成了累累硕果和美好的回忆。

如今，赵为民依然坚守大隐于市的生活，从不
在名利场上露面，坚持利用业余时间教拳研究太
极。他也从来不以大师自居，只认为自己是一个对
太极拳比普通人略懂，且多下了一些工夫而已。其
实在其谦虚平和的外表下，赵为民自身已经与太
极精神融合为一体了。20 多年推广太极的生涯，
赵老师用自己精湛的拳术和高尚的品格影响着一
批又一批学子，让他们带着太极精神走向了社会，
走向世界。

时光荏苒，岁月催人，当年 20 多岁的赵老师
已经过了不惑之年，自嘲为“草根”的他希望自己
一生都能做一个太极文化的传播者，把老祖宗留
下的瑰宝传给更多的年轻人，希望看到太极精神
遍布中华的那一天。

（

记者 姜振

）

耕耘廿余载，校园太极蔚然成风
———

记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太极教练赵为民

在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里，学
生练太极拳成了校园内一道独特的风
景线，给学校带来一股传统的人文气
息。作为一所非体育院校，学院能在强
者如林的太极拳比赛中屡获佳绩，不
仅得益于学生的认真努力，更源于学
院经济管理系一名普通的副教授、太
极名家赵为民的积极推动。赵为民利
用业余时间在校园内传播太极已经 20
多年，不仅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为学
院争得了荣誉，从校园内走出去的太
极弟子们还遍布社会各行各业，甚至
海外各国，把太极文化传播到校园内
外、大江南北和世界各地。

赵为民在学院带领学生练拳

太极拳不仅讲究拳法上的练习，更追求德行
上的修炼。它作为一种集格斗、养生、养性为一体
的文化，深深吸引了痴迷于武术的赵为民。自上世
纪 80 年代初，赵为民怀揣着武侠梦开始学武，先
是在在洪家楼附近的济南武术馆学习散打，还在
西门附近跟随一位老拳师学习 《少林内劲一指
禅》。后来被太极拳的魅力折服，拜在太极大师李
恩久先生门下，开始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太极文
化。“记得刚刚学拳的时候，非常投入，每天训练三
四个小时，每次都是被看门的大爷赶着回家。”赵
为民回忆说，“就这样不到两个月时间就将一式太
极拳套路学了下来，当时我还在车间工作，车间组
织外出活动，我第一次在同事面前展示了太极拳
法。”

1991 年，赵为民开始在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
院内推广太极拳。由于社会上普遍认为太极拳属
于老年运动，所以推广之初的难度可想而知。“我
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向大家宣传、展示太极
拳的魅力，记得 1993 年我刚刚结婚，天降大雪，我
和媳妇带着学生，去离学校不远的公园打雪仗，在
游玩之余，向学生们展示了太极拳的魅力。”

为了传播太极文化，赵为民毅然发挥不怕苦
不怕难的精神，不断摸索教学经验和方法，甚至从

散打入手再从太极基本的击技技法，把学生们引
入太极拳，让学生们了解太极拳的内涵，认识太极
文化的奥妙。“起初教学生们练习年轻人喜欢的武
术散打，很快吸引了几十位学生，通过慢慢渗透，
逐渐开始推广太极。”赵为民称，1996 年开运动会，
他学了一套武术操，根据学生们的实际情况，进行

了一点改编，每天利用早操时间教几百位学生练
习这套武术操，整整训练了两个月。“开幕式上的
成功表演博得了校领导和同学们的欢迎，这才名
正言顺地开始正式推广。”

赵为民为了传播太极拳文化，甚至放弃升迁
的工作机会，留在长清校区的校园内安心教书，钻
研太极，终于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科学的太极教学
法。他说，练习太极拳需要“三心”：恒心、决心和耐
心。教好太极拳除了需要“三心”外，更需要科学系
统的教学方法。他 20 多年的默默付出不仅使得众
多学拳的学生身心受益，也得到了众多社会人士
的肯定。在首届中国陈家沟陈式太极拳国际交流
大赛上，鉴于赵为民老师在太极拳领域所做出的
杰出贡献，被授予“当代太极拳名家”荣誉称号，同
时被中国陈家沟陈式太极拳协会聘为理事。同时，
赵为民也将太极拳段位制规则引入了校园，为学
员能够准确定位自己的水平和方向提供了参考，
也让学院的太极拳活动走向了规范化。通过推广
太极拳，也极大磨炼了学员们的意志，有的学员在
找工作时，工作单位甚至因为他会太极拳而优先
录用。他告诫学员，人的意志是心头的一把枪，也
是战胜任何困难的最终武器，太极正是在这中正
浑圆之间打磨着这把枪！

赵为民年轻时便开始培养学生的习武兴趣

赵为民带队参加省太极拳锦标赛获丰收

半
路
出
家
爱
上
太
极

煞
费
苦
心
引
入
校
园

助
推
武
术
与
教
育
结
合

创
学
院
特
色
体
育
项
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