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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大众运动方式转变研究 

——以湖北宜昌为例 

杨郝文 区峻 石千惠
1
 

(广西师范大学 体育与健康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包括体育经济、中国经济、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暴露出了现有经济

结构的短板，也促进了包括体育产业的产业结构改革。总体来说，新冠肺炎疫情给大众运动带来的影响在于唤醒了

大众的健康安全意识、激发了大众对于体育运动的参与热情、改善了家庭体育发展环境三个方面。为应对疫情，应

发挥体育科研机构作用，宣传正确居家锻炼方式；运用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构建社会指导员服务体系；出台稳定、

刺激、扩大国内体育消费市场的方针政策，运用体育经济进一步推动国民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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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0年初因新冠肺炎疫情突然爆发后，国内体育产业受到巨大冲击，线下健身门店停业，体育赛事大面积延期、甚至取

消，体育旅游消费几乎停滞，许多体育产业接近破产和崩溃，传统体育产业迎来了巨大的挑战。 

湖北省宜昌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累计确诊人数接近千人，紧接武汉关闭离汉通道的第二天，宜昌市也紧急发布了“封城”

通知。在“封城”期间，城市及附近乡镇居民一度长达近五十天不能出门，这也是全国严峻形势的一个缩影。 

1 运动方式转型的时代背景 

宜昌市是我国中部地区区域性中心城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宜昌市累计确诊人数为 931 人、累计治愈 894 人、累计死

亡 37 人，属全国疫情重灾区。2020 年 1 月 23 日晚，宜昌市正式实施“封城”措施；三月中下旬宜昌市内逐步解除封闭管理，

恢复交通，有序复工复产。在封闭管理期间，市区内以社区为单位，进行严格管理。除医务工作者、警察、志愿者以及其他物

资供应部门的工作人员外，普通居民不得外出，每日需按时向社区上报体温，并配合社区的相关管理工作。 

2 大众体育发展的新契机 

大众体育，是社会居民自愿参加的，以增进身心健康和社交娱乐为主要目的，形式多样、内容广泛的体育健身活动。它是

我国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别于高水平的竞技体育，也有别于学校体育和武装力量体育。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包括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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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暴露出了现有经济结构的短板，同时也促进了包括体育产业的产业结构改革。

大众体育在疫情期间的开展方式开始由线下转为线上，居家锻炼成了许多居民在“封城”期间的体育选择。 

为更好掌握疫情期间大众体育方式的转变情况，笔者及其团队特在湖北宜昌当地开展调研活动。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查询法、

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和统计法。向以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夷陵区、伍家区居民为主的当地民众发放问卷，共下发 880份问卷，

收回 856 份问卷，回收率 97.27%。与当地社区防疫工作人员进行访谈，同时由调研团队中两名湖北宜昌籍的同志在当地进行收

集信息的相关工作，对当地疫情形势和防控措施有了初步认识，对疫情前后大众运动方式、习惯的变化等相关问题得到了基本

了解。 

2.1对健康态度的改变 

经过调查研究分析，疫情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众对体育运动的态度和认识，对热爱体育的大众说，疫情带来的影

响是反向的，环境场所、运动方式等方面都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对于运动动机不高的大众来说是正向促进的，激励着他们更加

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从而开始进行体育运动锻炼。经过访问发现，很多大众表示，经过此次疫情让他们真正认识到了健

康的重要性，也认识到了体育锻炼对自身身体素质的加强效果，他们表示疫情结束之后仍然会继续保持运动，强身健体、增强

自身素质练习同时也能让自己更加愉悦。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据问卷调查显示，比较关注自身身体状况的比例最高(44.86%),非常关注自身身体状况的比例次

之(29.91%);一般关注、不太关注以及不关注自身健康状况的比例分别为 19.63%、4.67%和 0.93%。可见民众对自身健康的关注

度不算太高，多数在“比较关注”一栏，更有一部分对健康的关注度仅限于“一般关注”或是“不太关注”。这与近几年的社

会经济迅速增长，居民生活质量水平提高以及医疗水平的提高息息相关。 

在后续对民众运动态度的调查中我们也得知，超过一半的民众表示比较喜欢或是非常喜欢体育运动。可见由于社会经济的

增长与发展，体育运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或许由于生活节奏加快，日常工作压力增大，仍有一

部分大众对运动的喜爱程度不高。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现阶段体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多层次体育需求与体育有效供给不足的矛盾依然突出”。为实现我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迈进，

我国的体育发展方式以及体育产业结构需进一步转变和改革。 

疫情爆发后，由于此类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对居民的情绪和生活影响较大，人们的心理受到许多来自外界的危险因素的刺激，

产生了心理应激反应。因调查时期是 3 月上旬，正值疫情严重，所以大部分人群处在心理警戒期，表现为受到外界环境中危险

信号的刺激，表现出各种心理应激反应。绝大部分民众都意识到了体育与健康的重要性，人们对健康的重视程度有了普遍上升。 

本次调研发现，个人心情受疫情影响越大，则越希望增强体育锻炼、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两者呈正相关。通过问卷数据，

我们可以认识到公众在此次疫情期间的情绪影响、对体育健康的认识和个人生活管理的预防手段有着初步的见解，可为相关部

门制定更加全面有效的大众体育发展策略和个人健康管理决策提供参考。 

2.2对新型运动方式的需要 

调查显示，在疫情的影响下，部分较为关注自身身体健康的大众变得更加关注自身身体健康，少部分疫情前不太关注自身

健康的大众在疫情之后开始关注自身身体健康状况。同时，公共运动场所关闭，城市封闭管理限制外出，居民多选择在家进行

室内健身锻炼，也只能在家里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进行居家锻炼。 

在运动动机上，多数大众为了增强体质而进行居家锻炼，约 20%的大众因为场地、当地防疫措施、无合适锻炼方式和无人陪



 

 3 

同等各种原因无法进行运动；也有少数人认为是否进行体育运动对他们的生活没有影响。可以得知，疫情期间大部分大众能有

意识的选择运动增强体质、调节心情，但也有部分大众受到场地因素的影响，例如喜爱足排篮、乒羽网等球类运动的大众在疫

情期间都无法出门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锻炼；往日喜欢和亲朋好友一同锻炼的民众也会因为无法外出而停止进行日常体育活

动。 

在运动方式上，多数人都选择了使用运动类 APP 进行居家锻炼、跟随短视频上的健身教程进行锻炼，以及根据自身以往的

练习的经验进行锻炼。 

在运动时间上，大多数民众每天的运动时间也大多下降到了 30分钟以内，这也与长期居家不外出有关，长期的居家锻炼往

往枯燥乏味，民众大多只会保持运动习惯，但不会每天花费大量时间进行居家的运动锻炼，这时，一种有趣、方便而高效的居

家锻炼方式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3 大众体育锻炼行为分析 

疫情爆发后，由于无法外出，人们只能选择和家人或者独自一人进行锻炼，大部分人偏向选择健美操、瑜伽、跳绳等幅度

小，适合居家小范围运动的、不易影响他人的方式进行体育锻炼。调研数据显示，女性在室内健身项目的选择上更偏向于健美

操、呼啦圈、瑜伽等；而选择使用自重器械进行健身的绝大部分为男性，其次选择武术、乒乓球、搏击的人群也多为男性；在

跑步机、爬楼梯、跳绳的项目上，男女所占比例较为接近，这与男性与女性之间的运动目的和日常习惯有关，女性练习健美操、

瑜伽等项目往往是为了达到减肥瘦身，塑形美体的目的；男性多为练习自重器械、搏击等项目，目的大部分是为了增肌塑形，

锻炼身体机能以增强男性气概。纵观全球，咕咚、KEEP 等在线运动 APP 用户增长明显，KEEP 在疫情期间长期位居 APPStore 健

康健美类免费榜首位。京东数据显示，各类“宅消费”需求均大幅增长，其中健身训练、游戏设备成交额，均超 2019 年同期 2

倍。 

在国内，青少年跟着老师的带领在家中上起了体育网课，中年人从原来的广场舞变成了现在的“家中舞”,老年人也在家中

打起了太极。以北京体育大学为例，该校在疫情期间推出了“宅家健身”系列视频指导活动，在全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国外，因为疫情，人们暂时失去了欧洲五大联赛、失去了 NBA、失去了近乎所有体育赛事，甚至连欧洲杯和奥运会也已宣

布延期，但是大家仍然坚持运动锻炼。网上流传出一段视频，西班牙的一名健身教练在自家的阳台上，带领所有的邻居一起锻

炼，真正实现了“全民健身”。 

当所有人都不得不和这场疫情做抗争时，健身不仅让每个人可以在家中调节生活情绪，重要的是，运动本身具有的心理功

能也会激励着人们走过这段非常时期。面对居家健身，人们应把场景即产品、跨界即连接、分享即收获、流行即流量等供需思

维落地做实，推动“居家健身”在内容生产和经营方式创新上获得新的突破。 

4 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调查分析发现，疫情防控采取的相关措施使线下体育产业发展近乎停滞，居家隔离等措施丰富了人们居家生活共处时间，

丰富了居家锻炼互动空间，为家庭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也使体育产业结构得到了一定的改变，室内健身开始流行。新型冠

状病毒的易感染性唤醒了人们的健康意识，激发了体育锻炼热情，使家庭体育得到迅速发展，同时在相关部门的积极宣传下，

人们的体育锻炼科学知识也得到了一定提升，家庭体育也抗疫斗争中起到了自己的力量。其中，健美操、瑜伽等运动方式得到

大众的青睐。总体来说，新冠肺炎疫情给大众体育带来的影响在于唤醒了大众的健康安全意识、激发了大众对于体育运动的参



 

 4 

与热情、改善了家庭体育发展环境三个方面。 

4.2建议 

(1)发挥体育科研机构作用，制定出适合大众的、形式多样的科学居家锻炼的方案。让民众掌握科学的健身方法，有计划地

实施健身，养成运动习惯，增强健康生活意识，实现终身体育，以达到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抵抗力，共同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

目的。 

(2)运用大数据进行分析和利用互联网技术，为大众体育进行公益服务，使公共体育资源供给更加精准化、集约化。增加社

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加强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和管理，让社会体育指导员在构建大众运动健康生活方式社会服务体系中发

挥更大作用。 

(3)相关部门应继续出台稳定、刺激、扩大国内体育消费市场的方针政策，加快各类体育企业的产业结构升级，加强扶持线

下体育企业摆脱困境，帮助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运用体育经济进一步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提升体育服务业水平，提高体育

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在我们认识到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理性思考其带来的经济发展机会，

将危机转化为动力，推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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