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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衡阳”城市发展视阈下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存在的问题及应对举措 

尹程
1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2） 

【摘 要】“健康衡阳”是衡阳市近几年提出的最新城市发展理念，其有助于推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

本文首先对“健康衡阳”城市发展理念及民族传统体育发展进行分析，其次指出“健康衡阳”城市发展视阈下民族

传统体育项目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发展策略，为打造“健康衡阳”、推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传承

与提高全民健康素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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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经济强国以及城镇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人们的身体素质也显得格外重要，“全民大健康”

产业得到了社会的重视，形成了积极的发展，人们对于健身方面的认识也更为充分，越来越多的人将“健身”作为自己生活中

的一部分。在衡阳市提出打造“健康衡阳”理念之后，其所出台的各项措施都指向健康理念、健康环境、健康生活，为人们的

生活提出了全新的健康导向，与此同时，还可带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但是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衡阳市在开展民族

传统体育项目发展方面也没有足够的经验，因此出现了一些问题急需解决。 

1“健康衡阳”城市发展理念及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概述 

“健康衡阳”城市发展理念与城市规划建设、城市经济发展并不冲突，而是与其他方面的建设要求形成了配合，在发展经

济的同时不能忽视城市的健康发展，这种超前的城市发展模式更加关注人民群众的健康生活，致力于提髙城市居民的健康指数

和生活幸福指数，让人们能够健康快乐地享受现代生活。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人们习惯于“三点一线”的生活，但是大多

国人并不重视锻炼身体，没有形成健康的生活习惯，这也导致了国民身体素质比较低、大多人处于亚健康状态的情况。因此城

市管理者有必要对人们的健康生活做出合理的引导，而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具有很强的“群众性”基础，其可以与人们形成密切

的联系，也可以被人们尽快地“接受”，比如老年人对于太极拳、太极剑、打陀螺、登山这类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更为青睐，

有助于推进“健康衡阳”城市建设战略的实施。衡阳市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民俗文化，自古以

来人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来锻炼身体、丰富生活。像如衡阳有著名的南岳衡山，衡阳人对于登山运动一直较为热爱。又如衡

阳市的特色舞狮、龙狮灯以及舞龙项目，就是典型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这些当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具有本土性、文化性和传

承性特征，相比其他地域流传过来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更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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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健康衡阳”城市发展视阈下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1缺乏相应的民族体育项目场地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多样化的特点，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就形成了比较广的选择范围，但是，从运动量、所需场地、运动器材

等多方面来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以现代体育项目为基础所开展的全运会、奥运会等都促进着各类现代运动项目的发展

及场馆的建设，但是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就没有这样的“待遇”，学习者和练习者都很难找到专业化的、免费的场地，大

多只能在室外进行，学习条件较差，难以形成体系化的推广。就衡阳市来看，缺乏民族体育项目场地也是比较普遍的情况，而

且一些传统的民族体育项目正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人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影响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传承和发展。像舞

龙舞狮都需要比较大的场地，虽然城市有广场、体育馆，但是并不能随时开展此类活动。 

2.2民族传统体育集体活动少 

“健康衡阳”理念促使着越来越多的衡阳人将生活的重点落脚于“健康”方面，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大多是群体性的锻炼项

目，其中有些项目是少数民族所特有的，其可以称之为“族群体育”项目，适合于大家一起来参与练习，人们在一起可以边交

流、边学习。但是衡阳市当前并没有组织多样化的民族传统体育类集体活动，大多情况下，这种集体性的体育活动主要是广场

舞的形式，虽然广场舞也具有锻炼身体、形成健康的精神状态的作用，但是这些新兴的体育锻炼形式缺乏文化内涵，很难形成

深度的精神层次交流，而且在这种现实情况制约下，愈加导致大多人对民族传统体育的认识不足。 

2.3没有形成民族传统体育产业 

当前，衡阳市虽然提出了“健康衡阳”城市发展理念，但是对于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方面所出台的措施还比较少，就当前来

看，还没有足够有效的措施来推动民族传统体育产业的形成。产业化发展模式可以让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焕发新生，在市场经济

背景下形成全新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比如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和正在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相结合，形成全新的文化

类项目，积极将一些快要消失的本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深意，落实相关的保护工作。而无法形成产业化发展的话，则会在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发展方面缺乏资金，无法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提髙人们对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认知，也无法发挥出民

族传统体育的社会经济效益。 

2.4宣传渠道力度存在不足 

“健康衡阳”理念一经提出，得到了衡阳市民的广泛支持，但是在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方面却存在宣传力度不足的问题，很

多媒体在开展宣传时重视对现代体育项目、大众文化类体育项目的宣传和介绍，但是由于传媒工作者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不

熟悉，此类项目的宣传比较少。利用百度搜索引擎进行捜索就可以看出，这方面的新闻资源非常缺乏。而且从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发展方面来看，所采取的宣传手段处于社会底层，尤其是农村地区对这些项目了解的多，城市居民对这些项目了解的少，可

见现有的宣传渠道和方式无法适应新媒体时代的要求，影响了城市居民接收新的理念及消息，所形成的社会影响力比较低，也

就影响了民族传统体育的推广速度。 

3“健康衡阳”城市发展视阈下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发展的相关举措 

3.1打造民族传统体育特色场地 

多元化的民族传统体育形式更多地考虑到城市居民的学习需求，应该给城市居民提供轻松愉快的学习环境，让一些原本没

有多少锻炼基础的人也可以参与其中。像五禽戏这种传统的养生功法也可以作为民族传统项目的一种，其不仅容易学习，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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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强身健体，对于练习的场地要求也不高。而想要在“健康衡阳”城市建设过程中推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全面发展，还必须

要为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提供相应的场地，比如将一些现代体育场馆中划出一部分场地提供给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当前，

衡阳市已经基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打造了一座健身公园，未来，政府相关部门也可以投资建设专门的训练场地。 

3.2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活动 

在“健康衡阳”城市建设的过程中，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开展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重要意义，其有效推动了衡阳市全民健康

运动的开展，也积极推广了我国各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为了推动衡阳市文化软实力的构建，让衡阳市市民认可本地的传统文

化，也提升自身的整体素质，当地体育管理局或者是文化组织部门来开展一些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比如组织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鼓励以社区为单位选拔人员参加；平时还可以督促社区内部开展社区运动会，融合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来合理设置项目，吸

引群众的广泛参与。对于一些本来就参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锻炼的老年群众，可以给他们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并组织他们的

队伍在社区、广场进行表演，起到一定的宣传作用。 

3.3推动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化 

“健康衡阳”发展模式下，相关部门有必要加快落实相关产业的发展，将民族传统体育纳人到产业化的发展体系中，当民

族传统体育实现产业化发展之后，民族传统体育可以向现代体育项目学习，将体育与经济相结合，挖掘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经

济潜能，开办民族传统体育器材、器械、服装、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产业项目，比如在开发衡阳深度旅游时，可以进一步开发

衡阳稻草龙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将其作为地方旅游的一大特色，一些舞龙舞狮的套路动作也可以在群众中展开培训，用一些

比较简单的道具来替代复杂道具，这样在普通广场中也可以进行练习，带动整个衡阳地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而结合文

化产业、旅游业的话，还能够实现一定的经济效益，让民族传统体育产业成为衡阳经济建设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4基于互联网宣传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在互联网新媒体时代，单纯线下开展民族体育项目的宣传见效比较慢，但是可以通过新媒体渠道来推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这样不仅能够实现快速宣传，还可以形成广泛普遍的宣传效果。而且现如今小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形式发展速度快，很多城市

开始应用这些新的方式展开形象宣传，在“健康衡阳”战略实施过程中，也可以将衡阳市本地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作为城市宣

传特色，并在新媒体平台上进行宣传，比如在组织表演或者比赛时，录制视频，上传到抖音、快手、微博等新媒体平台，输人

搜索关键词，从而实现本地快速的传播，形成一定全民健身的潮流，从而推动“健康衡阳”理念的深人发展。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健康衡阳”城市战略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推动及应用对于提高城市的健康活力、推动群众形成积

极健康的心态、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全面提高身体素质以及构建城市文化软实力具有积极作用，衡阳市相关部门有必要充分

保障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融人城市发展中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加快推动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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