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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农村体育发展模式的创新研究 

汪玮琳1 朱玲燕 

（江西赣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江西赣州 341000) 

【摘 要】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和数理统计等研究方法，探究了江西省农村体育的发

展现状，分析了农村体育发展的社会意义和价值，以及农村体育发展模式的趋势．以期为江西省农村体育发展模式

提供理论支撑和发展思路创新研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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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和受益者，为全社会的整体福社和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据第六次全国普查结果显示，2010 年我国

农民人口总数占全国总人口的 52.1％。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村体育事业的发展状况如何在一定程

度上能折射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先进性和人文关怀。 

江西省是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中部省份，近年来江西省的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江西省农村体育发展基础薄弱，

影响了体育公共服务的提供，尤其是农村体育发展模式落后已成为制约江西省农村体育事业整体发展的瓶颈问题。 

为此，本研究将利用江西省市丰富的地方体育资源，地方性强的媒体宣传，开展江西省市的实际情况，对农村体育发展模

式的实际情况。创新发展江西省农村体育的理想发展模式。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随机抽取江西省 6个市级地区；南昌市、赣州市、九江市、新余市、上饶市、萍乡市等地的农村作为研究对象。 

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 

查阅有关各地农村体育发展模式等方面的资料近百篇，以求尽可能深入、全面地了解江西省农村体育发展的现状和制约因

素，进而提出适合江西省省情的体育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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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实地访谈法 

对江西省南昌市、赣州市、九江市、新余市、上饶市、萍乡市等地的文体局、教育局及农村中小学的主管体育工作相关的

领导、老师，乡镇干部当地农民进行了访谈，以获得江西省农村体育发展的第一手资料。 

1.2.3问卷调查法 

由问卷发放人员进行调查，依据问卷对所调查之人进行当面提问，现场回收问卷。共发放问卷 1000份，回收 958份，回收

率 95.8％。除去无效问卷 105份，有效问卷 853份，有效率 853％。 

1.2.4逻辑分析法 

对所获得信息运用归纳、类比、综合等逻辑分析法，进行全面分析与研究，论证有关结论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2 结果与分析 

2.1江西省基本概况 

江西省的地形地貌以江南丘陵、山地为主川北部是鄱阳湖平原。全省面积 16.69万平方公里，辖 11个地级行政区：南昌、

九江、景德镇、上饶、鹰潭、抚州、赣州、吉安、萍乡、宜春、新余，南昌属于其省会城市。2015年人口总数 44567797人。 

2.2江西省农村体育开展现状 

2.2.1参与体育锻炼的基本情况 

在调查的 900 名群众中，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数 588 人，占 65.33％。属于体育人口 131 人，占总人口的 22.28%，参加体

育锻炼。说明江西省农村群众参与体育锻炼的意识比较弱后，属于体育人口的还是非常的少。究其主要原因是农村生产的季节

性比较强，平时农活比较繁重，农忙时间基本没有人参加体育锻炼；其次是群众的体育锻炼大都数在室外进行，农村室内的体

育场所几乎就没有，遇到刮风下雨等恶劣天气根本没办法进行体育锻炼，群众锻炼受天气影响比较大，群众锻炼受天气影响比

较大；江西省农村居民文化水平不高，不懂得对体育健身价值的一个全面认识。（见表 l) 

 

2.2.2体育社会指导员基本情况 

到 2015 年底，据统计江西省具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资格的共 11955 人，其中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2545 人，仅占 212%，二级

社会体育指导员 2195 人，占 18.3%，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7292 人，占 60.5％。截至 2015 年，江西省农村共有 44567797 人，

平均约 3727人才会有一名社会体育指导员。说明江西省农村体育指导员人员还是非常少，缺乏更多的社会指导员进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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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人均体育消费水平基本情况 

鉴于江西省农村属于欠发达地区，，将农村群众体育消费的金额做出这样的一个界定：人均年体育消费在 1-105元的称为低

体育消费者，人均年体育消费 106-200元的为中等体育消费者，人均年体育消费 200元以上的为强体育消费者。 

江西省农村弱势体育消费群体占 50.8%，体育消费占 969%，体育消费占整体分布的 11.39%，在体育消费水平较低，令人不

安的是，仍然还有 28.3％的农民没有经济条件进行体育锻炼的投入。（如表 5 所示）,江西省居民群众的农村消费观念、消费意

识并不是消费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一致的表现为实用耐用，而体育消费水平的概念处于较低的水平。 

 

2.2.4农民体育竞赛经费情况 

当下江西省民俗体育竞赛的发展确实仍然是政府为主导，在民间组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实际上，赛事组织的经费都由

政府拨款，江西省农村属于革命老区，经济基础不是很好，政府平时对民俗体育的经济扶持比较少，筹资渠道比较单一，只有

每逢是过节需要组织各乡的民俗体育项目比赛才会给予少额的物质奖励以及添置点设备等，但这远远不能满足竞赛组织的需求，

同时也就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 

2.2.5参与体育的项目 

江西省拥有着丰富的民间民俗体育资源。依据调查结果显示，江西省的民俗传统体育项目多种多样，主要内容包括舞龙灯、

舞龙狮、放风筝、荡秋千、登高和舞傩等项目。这些民俗体育项目通常会在一个特定的文化空间才会举行比赛。 

例如：在端午节，鄱阳湖区的人们将举行。也被称为“龙舟，龙舟比赛将是”在江西省和江西的东北部，在赣东北和赣南，

每当在节庆时分，村民们都会自发或者由部门组织，因此，农村的民俗体育也只能存在于一个特定的文化空间发展，江西省还

没有出现将民俗体育进行产业化和市场化发展。 

然而，随着社会变迁的发展，西方体育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并有了较为规范的游戏训练方法和规则。因此，农民更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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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参加西方体育项目中。据调查了解，江西省农村居民利用闲暇或者节庆时节主要参与的竞技体育项目有：篮球、足球、羽毛

球、乒乓球等。这些主要是靠政府部门和村委会组织。而农民自主组织和体育会组织则较少。 

这说明，江西省农村竞技体育比赛主要依赖于政府组织，而其他机构组织较少，组织结构有待进一步完善。村民对政府部

门有很强的依赖性，使村民不能形成良好的参与意识，不利于村民参与深层次的活动。为此，建立一套有效的组织活动，是农

村节庆体育顺利开展的重要保证。 

3 江西省农村体育发展模式创新的思考 

针对江西农村体育的现状与问题，需要选择科学的农村体育发展模式。从全方位来审视当前江西省农村体育及农村体育活

动的方式。从地理环境、气候、江西省的传统风俗，结合农民群众的特点，生活规律，探索出一种新的体育健身方式与江西省

农村的特点，结合江西农村体育发展中存在的体育意识、经费投资、场地设施等问题，对江西省农村体育发展模式创新进行适

合的选择。 

3.1实施“快乐生活，健康生活”健身理念 

农民生活除了农作，大多时间没有意识参与体育锻炼，鼓励农民通过参与体育锻炼，学习体育知识，提高身体素质，体验

体育运动带来的无限乐趣，培养自我锻炼的能力，养成坚持锻炼的好习惯，增进健康，增强体质。为终身体育打好基础。发展

“快乐生活，健康生活”的理念。 

3.2政府与企业联动发展 

3.2.1基层主导包括乡镇和县区政府等组织农村体育活动，还有一些体育活动是由村委会来组织，村委会有履行基层政府职

能义务，在农村体育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主导地位。 

此外，基层政府主导建立的互助模式社会参与性强，可动员县城和乡镇各界参与农村体育活动，促进各个社会资源进行融

资，形成共建格局。基层政府主导，不仅服务于农民体育发展，且在一定范围内联络各镇、乡、村的负责人，为社会各界的参

与提供资源整合机制。 

3.2.2农民企业家资助，由农村比较有影响力的人物共同组成农村体育协调委员会，并利用各自的资源对该农村体育进行具

体策划和总体协调。农村中介组织，由热心农村社区负责人牵头，组成专门的体育机构，利用各村落的传统体育项目，创建“农

村体育靠大家”的乡村体育休闲模式。 

两者之间联合发展具备很强的互补性，政府可以集中力量，企业可以提供资金帮助，为所在地区提供经费支持，技术支持。

形成企业和政府相结合的农村体育发展模式。 

3.3农村体育与日常生活相融合 

农村群众体育意识薄弱，锻炼的机会少之又少，运动场地和体育设施成为限制农村体育锻炼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发展过程

中应该充分利用现有条件，结合日常生活的运动方式，发展农村体育。可以和农村体育劳作相结合，农村家家户户几乎都有种

稻田，可在农民收割稻谷后，在田间进行一些传统体育项目，如拔河比赛等。也可以进行割稻子，打稻谷以及背大米的比赛。

且根据实际情况颁发一些小奖品，以此来提高农民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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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解决了一些场地问题。“全民健身”口号是针对所有人民群众，它能带动全民体育的发展，因此，把农民体育与家庭生活

相结合也尤为重要。可以举行一些以家庭为单位的体育项目，如接力跑等，农村家庭晚饭后活动很少，可以组织一些饭后散步

活动，促进邻里之间感情，还能增强家庭交流。且为社会体育的发展奠定基础。 

3.4农村体育与地方特色相结合 

江西省是好山好水好风情的地方，虽然江西省农村体育资源比较匾乏，组织管理不强，但是体育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与农村

群众的生活，而是存在许多特色农村体育文化。如赣南的客家民俗文化中就包含舞龙、舞狮、烧瓦塔等传统体育文化。如果能

将江西省农村这些丰富的体育予以良好的开发和利用，使其能够成为大众化的体育健身手段对于促进农村体育的发展具有深远

的意义。 

3.5“六位一体”模式 

农村体育并不是单靠某种模式就能完全发展，而是需要几种模式互补，“六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就是把家庭体育发展模式、

节庆体育发展模式、学区体育发展模式、小城镇体育发展模式、社团体育发展模式以及村落体育发展模式集中在一个整体中，

有利于各模式相互配合与协调。 

3.6借鉴小城镇体育模式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以及人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农村发展和小城镇发展水平差异较小，且随着社会时代的变迁，两者

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少，因此，农村体育发展模式可适当借鉴小城镇体育发展模式，因地制宜，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3.7开启生态体育旅游模式 

由于农村经济发展较为薄弱，农民群众大多数的体育锻炼场所就在家周边的马路上，不是特别适宜锻炼。可以拓展周边的

山或者河流进行拓展运动，利用周边自然风景，开发旅游项目；如爬山、定向越野、森林探险等。缓解场地设施不足的同时，

还能带动农村经济发展。 

4 小结 

依据江西省农村体育的发展现状，农村体育发展模式的创新必须依托以下几个方面： 

(1）实施“快乐生活，健康生活”健身理念； 

(2）政府与企业联动发展； 

(3）农村体育与日常生活相融合； 

（4）农村体育与地方特色相结合； 

（5）“六位一体”模式； 

（6）借鉴小城镇体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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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开启生态体育旅游模式。 

期冀本研究的探索对江西农村体育发展模式的创新研究提供借鉴，并有力推动农村体育发展，加快江西省建设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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