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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我国农村体育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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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文献资料等方法对 2000-2010 年我国部分地区农村体育的发展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农民对《全民

健身计划纲要》的了解情况不尽人意；农民对体育锻炼意识和劳动与体育锻炼的关系认识还不够深入；大部分

地区农民的体育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还处于低层次；农民对体育开始有了新的认识，对农村体育的发展已有更

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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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对象与方法

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逻辑分析法和

数理统计法，以 2010 年广东省和 2000 年以来我国

部分地区农村体育为研究对象。

2　结果与分析

2.1　农民对“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了解情况

1995 年，国务院颁布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

作为发展群众体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受到党中央

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表 1 显示：2010 年广东省农民对纲要了解的整

体情况较好。整体来看，我国部分地区农民对纲要

不了解。十分了解纲要内容的人数比较少，一般了

解和知道一些纲要内容的人数不多，不了解纲要的

农民占大多数。说明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村体育

的宣传普及工作整体上略显不足，对体育法规文件

的宣传还存在误区，出现绝大部分农民对相关体育

法规文件缺乏了解的情况。

2.2　农民对体育锻炼的功能和作用的认识情况

表 2、表 3 显示：与其他省市地区相比，广东

省农民对体育锻炼的认识和劳动与体育锻炼关系的

认识情况较好，多数农民认为劳动是不可以代替体

育锻炼的。但从研究资料和调查情况来看，目前我

国部分地区的农民对体育锻炼和劳动关系的认识不

够深入，认为劳动可以代替体育锻炼的人仍然很多。

生产劳动主要是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体育锻炼则

是满足人们的精神和文化需求，两者具有本质的区

别。因此，要提高农民体育锻炼意识，有必要对农

民进行相关方面的宣传和指导。

2.3　农民对资金支出和闲暇时间安排情况

农民余暇时间的安排和对资金的支出情况，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一个地区的生活习俗和消费趋

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为了解农民体育消费意识和

制定农村体育发展策略提供可借鉴的依据。

表 4 显示：广东省农民与我国部分地区农民多

余资金支出情况基本一致，排在前 3 位的分别是子

女教育费用、购买生活日用品和购买化肥农药和生

产农具，体育消费均排在第 6 位。此外，研究发现，

浙苏皖赣鲁农民在对今后的计划安排中，子女教育

的费用排在首位，生活日用品和生产成本的支出分

别在第 2 和第 3 位，体育消费和旅游分别排在第 8、

9 位，体育消费基本是排在最后的。可见，当前我

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民体育消费情况并不理想，其体

育消费意识还很低，农村体育消费市场仍需挖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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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表 5 显示，广东省农民余暇时间安排排前 3 位

的分别是：看电视、听音乐、玩电脑，说明大多数

农民余暇时间参与体育活动的情况并不理想。在查

阅资料后，与其他研究人员的研究进行对比：湖南

省富裕乡村农民余暇时间集中于看电视和打牌，用

于健身和学习的均未超过 20％。河南省农民闲暇时

间主要活动内容依次是：看电影、电视，会客、聊

天和打牌、下棋等文化娱乐活动。西北地区乡镇农

民用于体育锻炼的时间（31.30％）排在闲暇活动时

间的第 3 位，前两位是看电视、读书看报，浙苏皖

赣鲁农民闲暇时间排在前 3 位的分别是看电视、打

麻将和扑克牌与做家务。内蒙古自治区农民余暇时

间主要用于留在家里消遣娱乐、做些小买卖、在家

做手工活、外出打工、学习技术手艺，仅有占调查

人数 4.4％的人进行体育健身。综合发现，当前我国

大部分地区农民在余暇时间用于体育健身的人数较

少，广大农民对体育运动与健康关系的认识还不够。

表1　我国部分地区农民对“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了解情况统计表 （％）

了解情况 广东省 湘鄂渝黔边区 安徽省 北京市 山东省 华中地区 西北地区 江西省 山西省 陕西省

2010 年 2008 年 2008 年 2007 年 2006 年 2006 年 2006 年 2005 年 2005 年 2004 年

十分了解

了解

一般

了解一点

不了解

5.6

15.1

19.3

22.8

37.2

3.5

18.9

77.6

4.5

21.1

5.07

31.67

61.53

6.44

34.76

46.35

12.45

1.9

28.2

23.0

8.4

65.4

26.2

7.83

29.22

29.82

33.13

4.0

8.0

88.0

5.83

21.32

72.85

注：保留研究者原有分类方式。参考资料：[1] [2] [3] [4] [5] [6] [7] [8] [9]（不含 2010 广东省）.

表2　我国部分地区农民对体育锻炼必要性认识情况对比表（％）

体育锻炼是否有必要 广东省 江西省 安徽省巢湖周边地区 华中地区

有必要

有一定必要

可有可无

没必要

87.2

12.8

16.87

25.40

46.29

11.45

9.9

12.8

18.3

59.0

21.7

45.9

24.6

7.8

注：保留研究者原有分类方式。参考资料：[7] [10] [5] （不含 2010 广东省）.

表3　我国部分地区农民对体育锻炼与劳动关系认识情况对比表（％）

劳动与体育锻炼 广东省 江西 西北地区 陕西 长三角地区

可以代替

可部分代替

不可以代替

相互矛盾

38.7

61.3

48.89 10.60

52.60

36.80

56.5

20.0

18.1

注：保留研究者原有分类方式。参考资料：[7][6] [5] [9][11] （不含 2010 广东省）.

表4　我国部分地区农民多余钱支出情况对比表

多余钱支出 人数 n 所占比例％ 排序（广东省） 人数 n 所占比例％ 排序（对比）

子女教育费用

购买生活日用品

购买化肥农药、农具

购买书籍报刊

体育消费

旅游

其他

397

473

233

229

211

222

58

52.0

62.0

30.5

30.0

27.7

29.1

7.6

2

1

3

4

6

5

7

2158

2269

1959

1664

758

1699

523

41.4

43.53

37.58

31.92

14.54

32.59

10.03

2

1

3

5

6

4

7

注：对比数据为刘志敏老师 2008 年社科基金课题数据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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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农民认为劳动本身就是体育活动了，余暇时间

休息和娱乐是最好的生活方式。因此，要转变农民

传统的生活方式和错误认识。

2.4　农民对体育消费支出情况

农民的体育消费水平是衡量农民参与体育健身

的一个重要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农民体育健身

表5　我国部分地区农民余暇时间安排情况对比表

余暇时间安排 人数 n 所占比例％ 排序（广东省） 人数 n 所占比例％ 排序（对比）

进行家务劳动

看电视听音乐玩电脑

扑克、麻将、象棋 

补充睡眠、休息

参加各类体育活动

其他

394

431

247

407

230

47

51.6

56.5

32.4

53.3

30.1

6.2

3

1

4

2

5

6

3369

2378

2154

2405

1067

352

64.63

45.62

41.32

46.13

20.47

6.75

1

3

4

2

5

6

注：对比数据为刘志敏老师 2008 年社科基金课题数据 [12].

表6　我国部分地区农民体育消费支出统计表（按％降序排列）单位：元

广东省

2010 年

内蒙古自治区

2008 年

山东省

2006 年

湘鄂渝黔边区

2006 年

江西省

2005 年

福建省

2004 年

浙苏皖赣鲁地区

2003 年

陕西省

2001 年

50 以下

51-100

101-200

501 以上

401-500

201-400

没有开支

30 以下

31-80

81-150 

151 以上

0

1-50

51-150

101-200

201-300

301-500

500 以上

100 以下

100 以上
无体育消费

50 以下

50-100

100-150

150-200

200 以上

 0

1-100

101-300

301-500

501 以上

100 以下 

200 以下

300 以下

300 及以上

30 以下

30-50 

50 以上

注：保留研究者原有分类方式。参考资料：[18] [4] [1] [7] [19] [13][9] （不含 2010 广东省）.

表7　我国部分地区农民体育消费情况对比表（按％降序排列）

广东省

2010 年

长三角地区

2009 年

内蒙古自治区

2008 年

湘鄂渝黔边区

2008 年

山东省青岛

2008 年

福建省

2006 年

江西省

2005 年

浙苏皖赣鲁

2003 年

运动服鞋帽

体育器材

到收费场所

体育报刊杂志

体育博彩

现场看比赛

其他

体育培训辅导

大型体育活动

体育俱乐部场馆

观看高水平比赛

体育用品

运动服装鞋帽

运动饮料

一般运动器材

大型运动器材

运动服装鞋帽

体育报刊杂志

收费文体场所

体育器材

体育培训辅导

现场观看比赛

运动服装鞋类

体育报刊杂志

购买器材

利用体育设施

买赛事门票

实物消费类

体育博弈类

健身活动类

观赏服务类

体育旅游类

体育信息类

运动服装

体育彩票

锻炼器材

体育报刊

看体育比赛

旅游

运动服装

体育器材

收费场所

看体育比赛

体育培训辅导

注：保留研究者原有分类方式。参考资料：[21] [18] [1][20] [19] [7][13] （不含 2010 广东省）.

表8　我国部分地区农民对农村体育工作想法统计表（按％降序排列）

排序
广东省

2010 年

山东省

2006 年

西部地区

2005 年

1

2

3

4

5

6

建立与乡村相配套的体育活动场所、设施和器材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多的开放体育活动场所

应加大对体育运动知识、锻炼方法的宣传和推广

建立健全各种农村体育法规和政策，保证农民享有体育权利

应有专人指导和组织开展农村体育活动

其他

村镇要规划健身场地

加大对场地设施投资

加强体育活动的组织指导

健全农村体育组织

经常性地组织健身活动

多举办体育比赛

建设活动场地

健全法规政策

派遣专人指导

积极宣传和组织活动

其他

                                                               

注：保留研究者原有分类方式。参考资料：[4][23] （不含 2010 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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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

表 6 显示，近十年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民体育消费

支出多数在 100 元以下，而体育消费在 200 元以上的

农民比例较低。综合研究发现，我国农民体育消费数

额普遍较低，农民体育消费意识有待提高。

表 7 显示：我国部分地区农民体育消费大都集

中在购买运动服鞋帽、体育器材、到收费场所运动

等方面。由于地理位置、经济水平、文化发展和研

究者调查对象有差异等方面原因，各地区农民的体

育消费情况存在差异。

综合研究可以看出，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民体育

消费是较为单一的体育消费结构，最主要的原因是

农民在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必然首先考虑实物

产品的消费，其次是部分农村地区由于无形体育服

务性产品的缺乏，有的村民即使有这方面的消费需

求，也无处消费。还有部分农民认为体育应当是一

项政府投资的社会福利事业，个人无须投入太多。

此外，农民对体育需求、对体育消费的认识和态度、

生活审美情趣等各种主观因素也会影响体育消费。

2.5　农民对农村体育工作的愿望和要求

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的出台，农村体

育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广大农民在提高生活质量

的同时，对娱乐方式也提出新的要求，对农村体育

也有了新的愿望和要求。

表 8 显示，广东省与我国其他部分地区农民

对体育工作的愿望和要求有很高的相似度，广东省

74.3％、西北地区 82.14％、山东省 89.79％的农民

对农村体育要求是建立与乡村相配套的体育活动场

所、设施和器材。综合研究可以发现，我国农村居

民对体育有了新的认识，农民对体育的发展已有更

高的要求。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3.1.1　我国部分地区农民对纲要的了解情况不尽人

意。农村体育的宣传普及工作整体上略显不足。

3.1.2　农民对体育锻炼意识和劳动与体育锻炼的关

系认识还不够深入。

3.1.3　大部分农民的体育消费能力和消费意识还很

低，农民体育消费是较为单一的体育消费结构，主

要是以实物性消费为主。

3.1.4　农民对体育有了新的认识，对体育的发展有

更高的要求。

3.2　建议

3.2.1　加大体育法律法规宣传的力度，结合农民的

乡土实际，采用形式新鲜、主题明了、内容实际的

宣传方式。

3.2.2　加强农民对体育需求、体育消费的认识和态

度，培养农民健康的生活审美情趣。

3.2.3　基层乡镇和行政村应当建立健全全民健身领

导机构和工作机构，加大农村体育场地器材和专业

指导人员的建设和培训力度，指派专人进行农村体

育的宣传、组织和监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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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学院及各省示范性大学的教学师资、硬件建设及

其培养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素质究竟如何。总之，自

政府决策层、各培训机构乃至社会体育指导员个体，

未能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电视新闻、报刊杂志等媒

体工具，积极宣传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相关信息，信

息不对称严重削弱了社会体育指导员在职业发展中

的竞争力。

因此，构建由政府体育职能部门、社会体育指

导员协会、体育培养基地、社会社区、各类体育场

馆组成的有效信息传递链尤为必要。令人欣喜的是，

中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在 2010 年成立，根据文件

规定，协会委员既有来自省市体育职能部门的负责

同志，也有来自有关行业体协的代表、大专院校长

期致力于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专家学者，国家社

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基地代表、多年来长期热心在基

层社区、乡村进行群众体育健身技能指导的优秀社

会体育指导员代表等。因此该协会的成立对改变社

会同社会指导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能起举足轻重的

作用。通过上述传递链并借助于网络媒体、电视新

闻、报刊杂志等媒体工具，将政府的决策、基地的

师资及硬件建设、社会指导员的特长等信息准确地

传递给社会，实现在政府体育职能部门支撑和职业

引导下的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互动，最终逆转信

息的不对称，吸引健身消费者的眼球，拥有消费者

的注意，最终占有市场。

2.4.2　适宜地抬高自己的身价

如以上所述，当今的健身消费市场存在炫耀性

消费等反市场需求规律消费。占有市场 80％以上购

买力的富人是这两种消费的主要人群；即使是普通

大众，在相关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也存在“贱钱

无好货的”反市场价值规律的思维定势。鉴于此，

适宜地抬高身价不失为迎合消费者的心理的聪明之

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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