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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株潭农村社区体育文化的生态化及发展策略 

彭永群

（湖南工业大学 体育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１１）

［摘　要］长株潭农村社区体育文化在其生态化及发展过程中，存在政策指导不到位、欠缺整体规划、居民生态观念淡薄等问
题，相对滞后于长株潭两型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因此，应强化农村社区体育文化生态化的政策指导，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加

快农村社区体育文化生态化发展规划，加强试验区建设；提升农村社区居民的体育生态意识，加强体育生态行为规范和体育

生态道德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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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长沙、株洲、湘潭“资源节约型”和“环境
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建设的推进，被融

合的长沙、株洲、湘潭三个城市市区以外的广大农

村，成为新的农村社区研究空间———长株潭农村社

区。有关发展农村文化事业、推动实施农民体育健

身工程、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规划纲要

的提出，［１－２］使农村社区体育文化、体育的生态化

逐渐得到了人们的重视。学术界关于体育文化的

生态化及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镇体育、城市

社区体育、学校体育等方面，如马德森、范叶飞、邓

跃宁、岳君等从体育消费、体育场馆的生态化发展

等方面作了一些研究。［３－６］对农村社区体育文化的

论述，主要集中在农村社区体育文化发展的现状、

问题和对策等方面，如任保国、马新民等人的研

究。［７－８］而李留东、潘裕等则探讨了农村社区体育

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与策略。［９－１０］以上的研究从宏

观层面对体育文化的生态化、农村社区体育文化做

了阐述，缺乏微观层面的实证分析。本课题在此基

础上，通过整合上述两个方面，将农村社区体育文

化的生态化置于一个整体的界定范围，试图通过具

体的实证研究空间———长株潭农村社区来分析农

村社区体育文化的生态化，并提出相应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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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

　　一　农村社区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的构成

体育文化与体育环境共同构成了体育文化生态

系统。［１１］长株潭农村社区作为两型社会试验区域空

间，其体育生态系统是由农村社区体育文化、体育资

源和体育环境三个系统共同构成并相互依存的。

按照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怀特的技术系统、社会

系统和思想意识系统共同构成文化系统学说理

论，［１２］我们将器物、制度和观念视为文化的表层、

中层和深层文化体系。童昭岗等在此基础上，又把

文化分为心理、行为、物质三个层面。［１３］农村社区

体育文化的心理要素（观念）、行为要素（制度）和

物质要素（器物），三者共同构成了长株潭农村社区

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的分支系统———农村社区体育

文化生态系统。

体育资源是体育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１４］，主

要是由体育自然资源和体育人文社会资源构成。

自然资源是指天然存在并有利用价值的自然物。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认为：自然资源是在一定的时间

和技术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提高人类当前

和未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的总称。于光远认为

自然资源是指自然界天然存在、未经人类加工的资

源。笔者认为，农村社区体育自然资源是将农村社

区自然资源运用于农村社区体育经济和农村社区

体育社会之中，使之发挥有效作用，为人类所用的

体育资源。农村社区体育人文社会资源是指农村

社区体育与农村居民、农村社区体育与农村社会、

农村居民与农村社会等居多因素的和谐统一，从而

能更好地促进体育向健康方向发展的相关资源。

农村社区体育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工环

境三者共同构成了农村社区体育环境。农村体育活

动地点所处的地理和气象环境构成了农村社区体育

的自然环境。农村社区体育的社会环境是指人类为

提高自己的物质文化水平而创造的物质环境和社会

组织的总和。农村社区体育的人工环境既指在人力

作用下形成的运动场地或高度人文化的自然环境，

也包括人类活动所造成的对自然环境的污染。

由此看出，农村社区体育文化生态系统主要是

由农村社区体育观念（心理要素）、体育制度（行为

要素）、体育器物（物质要素）、自然资源、人文社会

资源、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工环境等诸多要素

的统一和协调，它们共同构成了农村社区体育文化

的生态系统。（见图１）

图１　农村社区体育文化生态系统构成结构图

　　二　农村社区体育文化生态化面临的困境

（一）农村社区体育文化生态化相关政策指导

不到位、实践相对落后

长株潭获批两型社会建设以来，小到地方政

府，大到国家政策层面，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

都进行了大量的投入。但与两型社会建设的整体

步伐相比，体育经费投放、场地建设、人才保障等远

远落后于两型社会建设的其它领域，且缺乏相关的

政策指导。

表１　湖南省政策指导文件涉及两型社会及体育相关方面的量化表

年份
湖南省政府文件

两型社会 体育

湖南省及长株潭

体育局文件

两型社会 体育

高校科研

两型社会 体育

论文 硕博 立项课题 论文 硕博 立项课题

２００８ ０ １ ０ ０ ９８３ １０１ ８９ ６３ ２９ １３
２００９ ３ ０ ０ １ １３８５ ２１１ １５７ ８６ ７１ ２６
２０１０ ８ ０ ０ ３ １２０６ ２３７ １８９ ８９ ６８ ２９
２０１１ ３ １ ０ ２ １１８３ ２６４ ２０４ ８４ ８４ ３１
２０１２ ５ ０ ０ １ １１９４ ３６４ １７８ ７８ １３９ ２４
２０１３ １ ０ ０ １ ８０２ １８１ １５３ ７６ ８５ １８
合计 ２０ １ ０ ８ ６７５３ １３５８ ９７０ ４７６ ４７６ １４１

　　　　注：论文源于检索中国知网检索，课题统计以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立项课题、湖南省教育厅立项课题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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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于２０１３年底查阅了两型社会获批以来长
沙市体育局、株洲市体育局、湘潭市体育局、湖南省

体育局、湖南省两型办等主管部门以及湖南省政府

信息公布平台的相关政策和文件，结果显示：从２００８
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湖南省政府颁布的１００５个
文件中，涉及有关两型社会的政府文件为２０个，体
育方面的文件为１个。２００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湖南省体育局及长株潭地方体育局颁布的文件１４
个，其中有关体育方面的文件８个。从高校科研来
看，有关两型社会的研究为９０８１（个／篇），其中论文
６７５３篇，硕博论文１３５８篇，课题９７０个；有关两型社
会建设过程中体育方面的研究为１０９３（个／篇），其
中论文４７６篇，硕博论文４７６篇，课题１４１个（见表
１）。由此可见，体育在两型社会建设中，依然停留在
高校体育教师的科研中，而与两型社会对接的相关

理论与实践还没有得到湖南省政府相关部门的相对

重视，其生态化建设没有与两型建设的总体目标同

步推进。这与笔者２０１１年初所检索的结果基本一
致［１５］。调查同时显示：长株潭高校体育教师参与两

型社会建设相关的体育论文、有关体育生态化发展

的立项课题，在数量上居高不下，说明高校体育教师

对两型社会建设中的体育及体育文化的生态化，态

度是积极的和有信心的。

（二）农村社区体育文化生态化欠缺整体规划、

无借鉴经验

根据湖南省“规划引导，基础设施先行，重大项

目跟进”［１６］的两型社会建设实施方案，长株潭农村

社区体育文化生态化建设首先应当列入两型社会

建设的总体规划，在总体规划中根据两型社会建设

的特征，长株潭的人文、自然、体育发展等因素去规

划农村社区体育文化生态化建设。

以长株潭的总体规划为切入点，对长株潭建设

过程中已经编制且审批通过的１４个规划和已经编
制但在待审的 ４个规划进行分析，得出的结果显
示：１８个规划中，只有４个规划涉及到有关体育方
面的内容，且都语焉不详。例如《长株潭城市群核

心区建设管治规划》中只涉及“运动”“体育场地建

设预留用地”和“奥林匹克运动”等简单的词语；

《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总体规划》中笼统提

到了把洞井－跳马作为体育休闲区，并承办大型体
育赛事和承接体育培训，把昭山打造成体育休闲公

园，把湘江列入体育休闲区域等；《长株潭城市群核

心区空间开发与布局规划》有简短两句话涉及把长

沙的圭塘规划为体育中心、株洲河西打造成文化体

育基地、湘潭酝酿体育休闲等；《湖南省“十二五”

环长株潭城市群发展规划纲要》也只有寥寥数语要

求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和城乡文化体育均等化。

由此可见，长株潭农村社区体育文化生态化建设既

无具体规划，也没有列入两型社会建设的总体规划

中。同时，两型社会建设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前

期的经验借鉴，其范围内的农村社区体育文化生态

化建设的探索性和曲折性很明显。可见，长株潭农

村社区体育文化生态化建设，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

具体的实践操作，都缺乏整体规划和经验借鉴。

（三）农村社区居民环境意识差、生态观念淡薄

湖南素有“五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音”和“二八

月乱穿衣”的俗语，长株潭处于湖南省南高北低马

鞍型的中、北低地势地带，成“品”字形排开，其广泛

的农村居住范围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促使长株潭农

村社区居民，在体育习俗的养成和体育锻炼项目的

选择、体育文化的形成等方面，与城市居民存在很

大的差距。农村的体育陋习根深蒂固、体育生态意

识贫乏、体育生态规范或缺、体育生态教育贫瘠等

状况，促使农村居民对体育器材的保护、体育场地

的维护、体育行为的约束、体育活动的组织等缺乏

必要的了解与认同，从而出现体育场地的随意占

用、体育器材的恶意损害、体育广告牌的任意涂改

以及乱扔垃圾、烟蒂、随意吐痰、破坏周边绿化等情

况。调查显示，长株潭农村社区体育场地被占用情

况较为严峻，有 ８７％的体育场地被部分或全部占
用，略低于湖南全省农村体育场地全部或部分占用

９２％的水平［１７］。同时，长株潭范围内有湘江、洞庭

湖、仙女山、九郎山、岳麓山等名山名水，给农村社

区体育运动项目的开展带来了一定的约束性和选

择性。长株潭农村社区居民长期分散的生活环境

导致其在体育生态观念、体育生态意识、体育生态

项目选择等方面也有不尽人意之外。

　　三　农村社区体育文化生态化的发展策略

（一）强化农村社区体育文化生态化的政策指

导，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政府在两型社会建设的进程中，应重视农村社

区体育文化生态化建设，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文件，

如有关加强长株潭农村居民体质监控工作和开展

“全民健身示范乡镇”工作的政策和文件，以保证农

村社区体育文化生态化有序推进。从运动场地建

设、运动器材配置、运动环境维护，到村落、社区、乡

镇的体育生态运动场所的配备，都应当指示到位、

政策到位，保证其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同时，乡镇

文体办要在政策文件指导下，制定相关的具体实施

方案，如《ⅹⅹ乡关于体育文化周开展工作实施方
案》《ⅹⅹ村关于成立“健身秧歌队”“腰鼓队”的通
知》等，并报政府相关部门备案，以保证农村社区体

育文化生态化建设的循序渐进，也保证其与两型社

会建设的同步并行。

（二）加快农村社区体育文化生态化发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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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加强试验区建设［１５］

农村社区体育文化生态化要列入两型社会建设

的整体规划，与两型社会建设同步推进。要通过对

农村社区体育文化生态化试验区建设和农村社区体

育文化生态体育运动项目实践两个方面来加快整体

规划。从农村社区体育设施的配置、经费的投放、运

动场馆的建设、体育从业人员的配备等进行整体规

划和宏观布局。尽快出台相应的规划，如《长株潭城

市群体育资源共享规划》，以保证长株潭农村社区体

育文化在其生态化及发展方面有章可循。

试验区建设，首先要围绕长株潭生态绿心地

区，以大河西、天易、昭山、云龙、滨湖等先导示范区

建设为契机，将农村社区体育文化生态化建设列入

绿心地区和示范区的实施方案中。出台相应的如

《长株潭生态绿心地区体育文化、体育产业发展规

划》，来加快和规范农村社区体育文化的生态化建

设，再根据实施方案进行规划、布局、实施。其次，

通过对绿心地区及先导区农村社区体育文化生态

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将试验区经验向周边农村社区

辐射，编制出台《长株潭３＋５城市群体育发展规
划》，以点带面，全面推进。

生态体育运动项目，要以长株潭农村社区地理

位置为切入点，以洞庭湖、湘江为经线，仙女山、九

郎山、岳麓山为纬线，公共自行车项目为网状覆盖

面，力求打造一个集赛龙舟、登山、自行车于一体的

原生态体育运动项目。

（三）提升农村社区居民的体育生态意识，加

强体育生态行为规范和体育生态道德建设

以两型社会建设为契机、以低碳生活发展为理

念，通过网络、电视、报刊等对农村社区体育文化生态

知识进行宣传和普及。同时要督促长株潭高校体育

教师、体育院校学生和社会体育指导员等深入农村，指

导农村居民通过对体育生态知识的解读和体育行为

习惯的养成、体育锻炼方法的培养，使他们对体育文化

生态化有一个总体认识；并通过对农村社区居民在体

育运动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的解答、体育场地

器材的介绍、运动技术的正确指导、运动环境的维护

等，逐渐让他们习惯和认同体育生态化的发展或进程。

同时，要在农村社区居民中开展体育文化生态化竞赛，

开展体育生态化运动会等。通过对体育生态化知识

的掌握及器材的正确使用和操作，不断提高农村社区

居民对体育生态知识的认识，进而促进农村社区体育

文化生态化的建设和发展。

长株潭农村社区体育文化在其生态化及发展

过程中，应在强化政策指导，加强整体规划，提高居

民生态观念等方面进行整合与提升。此外，应尽快

着手编制《长株潭城市群体育场地、体育设施规

划》，以此来推动长株潭城市群和长株潭农村社区

体育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同时，体育工作者应以长

株潭两型社会发展为契机，着力打造长株潭体育文

化品牌，从生态发展的视角探求长株潭体育发展的

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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