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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文献法与逻辑分析法对我国农运会的演变特征进行分析思考。我国农运会的发展历

程呈现出项目设置“农味”与“趣味”并重、社会影响力和规模不断提升、开幕式主题与吉祥

物代表的田园风格、赛事影响的社会化与国际化等特征。农运会项目设置要与民族、民俗体育

特色相结合。农运会要真正回归农民，拓展农运会服务功能，促进城乡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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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届全国农民运动会于 2012 年 9 月在河南

省南阳市闭幕，自 1988 年开始举办至今，我国的

农运会已经连续举办了 7 届。农运会不仅是我国

的五大国家级综合性体育赛事之一，而且也是世

界上唯一定期举办的全国农民运动会，农运会是

全国农民的盛大节日。几十年来，我国的农运会

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所取得的成功世界瞩目，是

我国仅次于全运会的大型运动会 [1]。本文通过回

顾我国农运会的开展状况，阐释农运会特征的演

变历程，并对农运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思考，

以期对于我国农村体育的发展有所裨益。

1　我国七届农运会特征的演变

1.1　项目设置“农味”与“趣味”并重

我国农民运动会自 1988 年至 2012 年已举办

了 7 届，7 届农运会在不同省份举行，举办地跨度

很大，在项目设置上，举办地根据自身所在地域

的文化特征，对参赛项目进行了调整与整合，其

中先后增加象棋、游泳和 48 式太极拳、自行车载

重、舞龙、毽球花毽、风筝、龙舟、钓鱼、秧歌

等民间传统项目，使全国农运会的项目设置不断

趋于“农味”与“趣味”。

由表 1 可以看出，我国 7 届农运会的比赛项

目不断增多。第一届农运会只有 7 个大项和 46 个

小项，其中自行车、田径、篮球、射击、乒乓球、

足球 6 个大项与奥运会项目设置相同，只有中国

式摔跤属于民间民俗体育项目。这一届农运会多

是以奥运会为主题的竞赛项目。第 2 届农民运动

会共设 9 个大项与 61 个小项，大项数量上比第 1

届多 2 个，而小项数量上却比第 1 届多了 15 个，

并且裁撤射击、足球两个大项，新增象棋、游泳、

48 式太极拳和民兵军事三项四个项目。可以看出，

第 3 届农运会的项目设置已开始向民间民俗体育

发展。第 3 届上海农运动剔除了自行车项目，增

设舞龙项目，突出了农运会的项目设置日益向民

间民俗体育方向发展的趋势。第 4 届锦阳农运会

设有武术、民兵军事三项、风筝、毽球花毽、龙

舟等 13 个大项与 131 个小项，增设的毽球花毽、

舞龙舞狮、风筝和龙舟等项目属于我国传统民俗

体育项目，这说明我国农运会的“农”味特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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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鲜明，逐渐向民间传统体育方向发展。第 5 届

宜春农运会共有 155 个小项和 14 个大项，并且增

设民间盛行的钓鱼比赛。第 6 界泉州农运会则包

括了 15 个大项和 180 个小项，增设了农味浓厚的

健身秧歌。第 7 届南阳农运会共有 198 个小项和

15 个大项，增设搬重物赛跑、提水保苗赛跑、抢

收粮食赛等民间趣味浓厚的体育项目 [2]。可以看

出，我国七届农运会的项目设置数量上不断增多，

项目特色上正不断向我国民间民俗传统体育方向

发展，突出了我国农运会项目设置“农味”与“趣

味”并重的发展趋势。

1.2　赛事内容和举办规模呈扩大化与多样化

自 1988 年举办以来，农运会赛事项目不断调

整，贴近农村生产和农民生活的项目正日益增多，

比赛项目可谓与时俱进，农味渐浓，赛事内容和举

办规模呈扩大化与多样化 [3]。

从表 2 可知，我国七届农运会的举办规模不

断扩大，参加农运会的人数也一届比一届多，至

第 7 届南阳农运会举办为止，已经拥有了 15 个大

项、198 个小项，参赛代表团总人数多达 4500 人，

运动员人数接近 5000 人，而第 1 届农运会只有

1800 名代表团人员和 1431 名运动员参加。这说明

我国农运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农运会的举办规模

在不断扩大。从表 2 还可以发现，我国七届农运

会的举办宗旨也在不断演变，从刚开始注重热烈、

隆重、精彩发展到团结、友谊、奋进发展到现在

的运动、健康、幸福、和谐，突出了我国民众艰

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历史过程，这也

侧面反映了几十年来我国农村建设经历了一个由

注重团结协作、艰苦奋斗到建设社会主义创新社

 表 1　我国 7 届农运会项目设置

届数      地点    比赛项目设置情况
项目 / 个

项目增减情况
大 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北京

孝感

上海

锦阳

宜春

泉州

南阳

篮球、田径、射击、中国式摔跤、乒乓球、自行车、足球

田径、篮球、中国式摔跤、乒乓球、象棋、自行车、武术（48 式
太极拳）、游泳、民兵军事三项

田径、篮球、中国式摔跤、乒乓球、自行车载重、游泳、象棋、

武术、民兵军事三项、舞龙

田径、篮球、中国式摔跤、乒乓球、象棋、自行车载重、游泳、

舞龙舞狮、武术、民兵军事三项、风筝、毽球花毽、龙舟

田径、篮球、中国式摔跤、乒乓球、象棋、自行车载重、游泳、

武术、毽球花毽、军事三项、舞龙舞狮、龙舟、风筝、钓鱼

田径、篮球、中国式摔跤、乒乓球、象棋、自行车载重、游泳、

武术、舞龙舞狮、民兵军事三项、毽球花毽、风筝、钓鱼、龙舟、

健身秧歌

田径、篮球、中国式摔跤、自行车载重、乒乓球、游泳、象棋、

武术、民兵军事三项、龙舟、舞龙舞狮、毽球花毽、风筝、钓鱼、

健身秧歌

7
9

10

13

14

15

15

46
61

118

131

155

180

198

裁掉射击、足球，

增设象棋、游泳和 48 式太极

拳、民兵军事三项

裁掉自行车

增设自行车载重、舞龙

增设毽球花毽、风筝、龙舟

修正舞龙舞狮

增设钓鱼

增设健身秧歌

增设搬重物赛跑、提水保苗

赛跑、抢收粮食赛

表 2　我国 7 届农运会的基本情况

举办时间 届数 举办主题宗旨 参赛队数  代表团总人数 运动员人数

1988.10.9-10.16
1992.10.10-10.18
1996.10.12-10.19
2000.10.29-11.14       
2004.10.18-10.24
2008.10.26-11.1
2012.9.16-9.22  

1
2
3
4
5
6
7

隆重、热烈、精彩、圆满

团结、友谊、奋进

团结、友谊、奋进

团结、奋进、文明、富裕

拼搏、团结、崛起、文明

拼搏、创新、和谐、小康

运动、健康、幸福、和谐

30
31
30
32
32
32
32

1800
1954
2694
3700
4000
4300
4500

1431
1465
1871
2831
2560
3200
4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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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的历程，展示了我国农

村发展的新方向。历届农运会举办宗旨的演变同

时也衬托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农民群众的关

注度不断增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正在不断改善，

农民的体育精神文化需求也在不断的高涨。

1.3　开幕式主题与吉祥物代表的田园风格

农运会的吉祥物代表和赛事开幕式主题是农

运会特征的最好体现，一项具有独特文化特色的

体育赛事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满足观众的文

化欣赏，陶冶情操，对于赛事的成功举办意义重

大 [4]。

近 7 届农运会的开幕式主题与吉祥物代表都

具有独特的“农”文化情调，如第 7 届农运会吉

祥物名为“牛牛”，喻示全国农民牛劲十足，牛气

冲天，生活越来越美好，同时也传递出农民、农

村与农业的内涵。第 1 届农运会以金龙腾飞为开

幕主题，以牛（丰丰）为吉祥物，牛是农耕文明

的代表，是勤劳朴实的象征，也是丰收富足的吉

祥之物，体现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任劳任怨、

吃苦耐劳的精神。第 2 届农运会的开幕式举办了

《龙飞凤舞庆丰收》，富有楚文化特色和乡土气息

的文体表演；第 3 届农运会的开幕式主题以青蛙

（田田）为吉祥物，吉祥物青蛙造型活泼可爱，着

装打扮充满乡土气息，并且其奋力向上跃起的姿

势，体现了我国农民群众追求更高的体育精神；

第 4 届农运会吉祥物是龙（隆隆），身着运动服奔

跑的小龙仔，取名为“隆隆”，它反映出世纪之交

中国农民的精神风貌和亿万农民奔向富裕生活的

主题 [5]。第 5 届农运会吉祥物是燕（园园），以田

野大风颂为主题，象征大地回春和农民奔入小康

生活的美好前景。农运会的开幕式主题与吉祥物

代表不仅体现了我国农民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

貌，又有着浓厚的乡土风情，充分展示了中国当

代农民群众不断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

1.4　赛事影响的社会化与国际化

随着农运会举办规模的不断扩大，其社会影

响也日益增强，农运会的举办不仅对举办地的社

会经济发展带来了良好的综合效应，而且借助国

内外众多媒体的宣传与报道，农运会的国际影响

力亦越来越大，如第 7 届全国农运会的大幕尚未

开启，南阳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华丽巨变：

一座座气势恢宏的比赛场馆拔地而起，一个个典

雅别致的游园广场相继建成，一条条宽阔平坦的

道路四通八达，城市功能日益完善，城市服务不

断提升，城市品位日益升华 [6]；第 4 届农运会对

锦阳的旅游业、电子工业和服务行业等各个方面

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极大地促进了锦阳市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第 6 届泉州农运会突出

“海峡两岸、同胞亲情”的文化品质，促进了海峡

两岸体育与社会文化的交流，推动了两岸经济区

现代工贸港口城市的建设，加快了海峡两岸经济

建设的共赢与发展。

2　农运会发展思考

农运会对于我国农村、农民体育的普及与发

展作用巨大。尽管农运会正逐渐朝着体现中国三

农方向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

农 运 会 必 须 要 进 一 步 改 革、 发 展， 以 更 好 地 为

“农”服务。

首先，项目设置要与民族、民俗体育特色相

结合，以更好地体现农村特色，贴近农民生产生

活的实际。农运会项目设置要进一步调整，应避

免求大、求竞技、求全、求档次，应注重贴合农

村生产生活的实际，并体现鲜明的群众性和趣味

性。农运会在项目设置上一定要和我国民俗及民

族传统体育相结合，绝不能孤立于民族、民俗体

育而独立存在，可以说，农运会的核心吸引力在

于一个“农”字。农运会上，足球、篮球、乒乓

球等传统项目是历届农运会的传统项目，但不能

凸显真正的农味特色。所以，项目设置上要继续

完善，多引进一些独具“农”味的体育项目，如

抛掷秧苗、抢收粮食赛等，这些项目虽然在农村

开展普遍，“门槛”较低，却能体现属农民“一技

之长”，“农味”十足的特点。此外，在保证项目

设置反映农村、贴近农民生活的同时，还需要在

设项时通盘考虑，因此，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定

期举办全国农运会的国家，我们的农运会要办出

水平，彰显出我国农运会应有的特征。

其次，要解决好举办地和观众的问题，找准

发展方向，使农运会真正成为农民参加、农民观

看的体育盛会。农运会比赛只有真正深入农村，

才有市场。农运会的场馆设施要尽可能地靠近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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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或城乡结合处，相应的赛程也要尽量在农村或

城乡结合处进行。第一，场地设在农村或城乡结

合处，可以使农运会真正回到农民中间去，让农

民对农运会有着更好的亲身体会；第二，这可以

为发展农村体育留下宝贵的长久阵地，农运会举

办完以后会在农村留下相当数量的体育设施，这

样可以激发当地农民健身的热潮，使农运会在农

村村落的影响力持久不衰；第三，可以加快农村

的城市化进程。近年来农民群众对包括体育在内

的各项社会事业发展需求日益强烈，农村中现代

化的体育场馆设施将成为农村社会事业建设跃上

新台阶的重要标志，这对推动农村城市化进程有

着异乎寻常的意义。

再次，农运会必须要真正回归农民，从实际

出发，确保比赛阳光公平。农运会是展示农民和

农村新形象的特殊舞台，这也是农运会举办的宗

旨。然而，由于一些地方过于重视金牌与奖牌，

为了取得好成绩，开始在农民的身份上做手脚，

以至于出现了竞技比赛的职业选手，使得农运会

的职业味道越来越浓，而“农味”则越来越不浓。

作为农民人口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举办属于农民

的运动会是非常有必要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

人民体质”，毛泽东这句名言一直成为国人津津乐

道的座右铭，但举办体育运动会，必须要从实际

出发，不能图名称，不能搞拼凑。既然是农民运

动会，理应由农民们组队参加，如果一味追求金

牌数量而寻求“假农民”就不是实事求是。这样

的花架子有悖于农运会的主旨—农民的运动会，

有损于广大农民群众的体育积极性，有害于新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造成的间接影响更是难以估量，

最终只能会使党和政府举办农民运动会的初衷流

于形式。

最后，要拓展农运会的服务功能、平台作用，

使其成为促进城乡互动、沟通的桥梁。农运会作

为我国 8 亿农民的盛会，农运会闭幕，农民运动

员告别城市，在城市体育氛围的渲染下，许多农

民群众都显得依依不舍，由城市举办农运会，其

实是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农民进城活动。农运

会创造了让农民到城市走一走、看一看、学一学

的机遇。所以，农运会不能一味只从发展农村体

育、增强农民体质上完善，最重要的是今后怎样

更好的拓展其社会服务功能、平台作用，更好地

促进城乡互动与沟通。

3　结语

“国以民为本”，民存则社稷存，民强则国家

兴，只有让全国 8 亿农民群众通过体育参与，增

强体魄，我国全民健身战略的实施才有保证。农

运会作为全国 8 亿农民的盛大节日，近年来它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一步一个脚印的走过来，所取

得的成功世界瞩目。今后农运会要继续创新理念，

在竞赛组织与项目设置等方面开拓创新，发挥农

运会在社会主义新农村三个文明建设中的推动作

用，以更好的促进我国农村体育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 刘清早,钟金童,刘益青,等.对全国农民运动会

社会价值的初步研究 [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 

2008,34(2):28-31. 

[2] 刘会平,程传银,等.全国农运会特征分析[J].体育

文化导刊, 2009(7):5-11.

[3]  李爱菊 ,涂金龙 .全国农运会项目设置特征分

析及建议[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2,11(4):128-132.

[4] 郝军龙 ,贾文彤 ,等 .我国农村体育公共服务政

策研究 [ J ]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2010,24(1):61-64.

[5] 邱宗权.第七届农运会对我国新农村体育发展的

影响分析[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 2010(4):35-37.

[6] 刘笑舫,李新锋.全国农运会项目设置研究[J].体

育文化导刊, 2010(6):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