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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中学校园体育文化传播现状及

方略探析 

———以株洲市市区示范性普通中学为例

陈英军，李振川，易　灿

（湖南工业大学 体育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８）

［摘　要］株洲市区示范性普通中学校园体育文化传播现状的调查表明中学生对校园体育传播了解程度不高；其接受传播的
途径、方式和动机基本符合中学个性特点；对传播的接受度，男女生存在较大的差异。通过现状分析，在传播知识的学习、传

播素养的提升、网络信息是非的甑别及构建现代化网络平台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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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前言

新媒体是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

态，如数字报纸、数字杂志、数字广播、网络、移动电

视、手机短信、数字电视、数字电影、触摸媒体等。相

对于报刊、户外、广播、电视四大传统意义上的媒体，

新媒体被形象地称为“第五媒体”。［１］较之于传统媒

体，新媒体具有传播模式多元化、传播效果实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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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传播个性化、信息接收移动化、信息反馈及时化

等特点。［２］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传播与更新速度

快，成本低，信息量大，内容丰富。新媒体的飞速发

展，极大的改进、丰富了校园文化传播方式，也增强

了校园文化传播效果，校园体育文化也不例。

体育文化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贯

彻全民健身计划，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终身体

育意识和完成学校体育任务的重要途径。［２］中学体

育文化是在中学这一特定的范围内所呈现的一种

特定的体育文化氛围，是人们在教学和科研实践过

程中所创造的体育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

它是以学生为主体，以课内、外体育活动为主要内

容，以校园为主要空间，以校园精神为主要特征的

一种群体文化。［３］校园体育文化有着相当深厚的内

涵，它与校园德、智、体、美等其他文化一起构成了

我们平时所说的校园文化，又和群众体育、竞技文

化等一起形成了体育文化。［４］中学生是社会中的一

个特殊群体，他们身心的健康发展倍受社会与专家

关注。而作为培养学生素质基地的中学校园，其文

化对教育与传播对中学生成长意义重大，校园文化

中的体育文化是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受

到中学生广泛的喜爱，特别是当今传媒方式的快速

变革，网络的飞速发展更是受到师生的倾心关注。

因此，基于当今新媒体时代对中学校园体育文化传

播现状与对策研究，具有融时代的现实意义。

　　二　研究对象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株洲市区示范性普通中学一

中、二中、四中、八中、十三中、十八中、九方中学、南

方中学的学生及体育教师。

（二）研究方法：１．文献资料法：通过校园图书馆
和互联网查阅相关资料。２．问卷调查法：随机对选
定学校的体育教师及学生进行访谈与问卷调查。共

发放问卷调查表４００份，有效回收３８６份，回收率为
９６．５％（其中男生２１４份、女生１７２份）。３．数理统计
法：对调查数据进行归类整理，并对各类结果进行统

计处理。４．访谈法：根据本研究的需要，对株洲市区
示范性普通中学进行实地访谈调查。

　　三　研究结果与分析

表１－３中，调查者对其结果做了分级定位，了

解是指被调查者能较正确地写出３至５项；一般是
指被调查者能较正确地写出１至２项 ；不了解是给
出的答案完全不成立。

表１　中学生对校园体育传播媒介了解程度的调查表

性别（人数） 了解 一般 不了解

男（２１４人） ４１．５４ ４７．８％ １２．７％

女 （１７２人） ３５．１５ ５６．４％ ８．５％

表２　中学生对校园体育文化传播内容了解程度调查表

性别（人数） 了解 一般 不了解

男 （２１４人） ３７．７％ ４９．２％ １３．１％

女 （１７２人） ３６．３％ ５２．４％ １１．３％

表３　中学生对校园体育文化传播方式了解程度调查表

性别（人数） 了解 一般 不了解

男 （２１４人） ３７．２％ ４９．５％ １３．３％

女（１７２人） ３３．４％ ５２．５％ １４．１％

从表１－３调查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中学生对
校园体育文化传播的了解程度一般，且男女生差异

性不大。作为示范中学（原省级重点中学）学生，在

学习任务繁重，升学压力巨大的前提下，能有８５％
以上的学生对校园体育文化传播有一般及以上的

了解，难能可贵。也说明各学校在搞好体育教学的

同时，在校园体育文化传播方面做了一定的基础

工作。

表４　中学生接受体育传播的主要途径调查表

主要途径
男 女

Ｎ ％ 位序 Ｎ ％ 位序

书籍、教材、杂志 ２２ ０．３ ３ ５６ ３２．６ ２
电影、电视 ３８ １７．８ ２ １９ １１．１ ３
网络（包括手机） １０８ ５０．５ １ ６１ ３５．４ １
体育比赛 １９ ８．９ ４ ５ ２．９ ６
墙报、海报 ８ ３．７ ７ １８ １０．５ ４
体育交往 １１ ５．１ ５ ９ ５．２

５

其他 ８ ３．７ ７ ４ ２．３ ７

　　表４反映男女生对主要传播途径选择前三项
基本一致。这也充分反映新媒介时代信息传播的

总体趋势。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传播与更新速

度快，信息量大，内容丰富深受学生喜爱。新媒体

的飞速发展，极大的改进、丰富了校园文化传播方

式，也增强了校园文化传播效果。然而从调查中也

可以看出传统传播媒体依然在发挥不可替代的作

用。如书籍、教材、杂志在男女选择中分列第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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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说明中学生有良好的读书学习的习惯，期望

通过自己的智慧阅读理解相关知识，来提升自己的

综合文化素养。另体育比赛、体育交往、宣传墙报

与海报，也是中学体育文化的主要传播途径。

表５　中学生接受体育文化传播途径的主要表现形式

调查表

表现形式
男 女

Ｎ ％ 位序 Ｎ ％ 位序

图形冲击 １２１ ５６．５ １ ８８ ５１．２ １
体育明星广告 ２２ １０．３ ３ ２１ １２．２ ２
大众节目 ２１ ９．８ ４ １９ １１．１ ３
另类评论 １５ ７．１ ５ ８ ４．７ ６
新异标题 ２６ １２．１ ２ １６ ９．３ ５
其他 ９ ４．２ ６ １８ １０．５ ４

表５反映中学生对体育文化传播途径的表现
形式选择中男、女生有一定差异。然而首选是一致

的即图形冲击，无论是在网络还是在书刊杂志适时

的、精彩的、有创意的图形总是最有吸引力的。同

样体育明星的广告也是中学生最喜爱的表现形式。

另在体育文化传播中标新立异的标题、大众体育节

目、一些有特色的评论节目，也是中学生最易接受

的传播形式。如老梁主持的体育评论节目，就深受

欢迎，也有许多中学学生喜爱，并能从中了解许多

体育知识。

表６　中学生接受体育文化传播动机调查表

动机
男 女

Ｎ ％ 位序 Ｎ ％ 位序

增加体育知识 ５５ ２５．７ ２ ５４ ３１．４ １
对体育明星崇拜 ６８ ３１．８ １ ２６ １５．１ ３
欣赏精彩比赛 ２５ １１．７ ３ １８ １０．５ ５
享受快乐、劳逸结合 ２４ １１．２ ４ ２１ １２．２ ４
休闲、娱乐 ２１ ９．８ ５ ３２ １８．６ ２
个人技术提高需要 １５ ７ ６ ９ ５．２ ７
其他 ６ ２．８ ７ １２ ７ ６

表６反映中学生接受体育文化传播动机，男生
首选对体育明星的崇拜。爱屋及乌，从参与此项运

动，到了解此项运动、学习此项运动。其中中学生

崇拜的明星不同，喜爱的运动项目也不同。女生则

将增加体育知识作为首选（男生为二选），中学女生

想到高考压力甚大，除体育考生外，真正热爱体育

运动的学生很少，因此女生也很实际，其调查选择

也很实际增加体育知识、休闲娱乐劳逸结合，适当

参与体育活动，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文化学习上。另

外欣赏体育比赛、享受快乐、个人技术提高等也是

中学生接受体育文化传播的主要动机。

表７　中学生对校园体育文化传播的接受程度调查表

接受程度
男 女

Ｎ ％ 位序 Ｎ ％ 位序

乐意接受 １２４ ５７．９ １ ３２ １８．６ ３
一般接受 ３２ １５ ３ ３８ ２２．１ ２
无所谓 ４５ ２１ ２ ７９ ４５．９ １
不接受 １３ ６．１ ４ ２３ １３．４ ４

　　表７反映中学是接受校园体育文化传播态度，
男女生存在较大差异。男生乐意接受校园体育文

化传播的程度明显高于女生。而一般接受、无所谓

接受程度上女生有明显高于男生。这也反映了中

学生性格差异。调查也表明男生对校园体育文化

传播的积极主动性的到了较好的发挥，而女生的积

极性还有待提高，因此我们必须有效调动那些无所

谓和不接受的群体，特别是要进一步调动女生的积

极主动性，这样才能让校园体育文化在广大学生中

有效传播。

　　四　新媒体时代中学校园体育文化传播的
方略

　　（一）通过体育文化传播实现教育价值
通过对新媒介时代中学体育现状的调查，其调

查结果给了我们许多思考的空间。中学是学生基

础知识学习与提高的重要时期，也是全面素质提升

的关键阶段，在当今学生体质普遍下降现状下，体

育的教育意义尤显重要。怎样通过体育文化传播

体现教育的意义，又是我们急需研究的课题。体育

文化教育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他的潜移默化，暗示性

和渗透性，这种暗示性不同于教师单向灌输为主的

课堂教育，而是在具体的体育活动中，通过统一的

规则，规范行为，严密的组织和约定俗成的规定，使

参加者和观赏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体育文化教

育，从而培养良好的意志品质，同时能提高学生感

受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教育是校园体育文

化传播常用的方法之一，通过各种体育活动，体育

竞赛，体育展示，体育社团，体育文化产品，体育精

神等活动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受到体育教育的

熏陶和渗透，是学生从中接受社会主导价值观念，

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生活习惯，从而提升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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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文化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５］

（二）正确认识新媒体传播

随着新媒体传播方式的发展，传统媒介传播方

式普遍受到冲击，然而传统媒介传播在某些方面还

是不可替代。传统媒体报道严谨、权威性强，对信

源的把关、筛选、加工、制作过程严谨及有具体责任

人，在一些重大事件上会有组织对其立场、观点进

行集体把关。因此往往具有权威性与舆论导向作

用。新媒介时期的主要传播方式互联网传播，速度

快、宣传效率高，传播的效率和范围都大大提高，使

新闻真正成为新闻。但是存在虚假报道多、转载报

道多、控制手段滞后、舆论导向混乱等问题。［６］网络

属于及时传播方式，不存在时差的问题，然而在网

络传播中，由于一些信息传播者水平与职业素养有

限，且又缺少层层把关机制，使一些垃圾信息大量

进入读者的视野，甚至出现一些虚假新闻，从一定

层面上影响了人们对于新媒体的信任度。另一方

面，体育文化传播娱乐化的过度化现象，也给中学

校园带来了不良影响。首先体育文化传播过程中

对体育精神，体育文化等方面注重不够，过多关注

体育明星的个人隐私、花边消息与赛场暴力等内

容。其次对体育报道的深度不够，且多是大肆宣扬

成功者，指责甚至批评失败者，对运动员背后的艰

苦努力缺少正面宣传。其三，体育传播过程中的泛

娱乐化将煽情、刺激、搞笑视为主流，对青少年体育

思考的导向产生了麻痹与疑惑，甚至造成了不良影

响。因此，新媒体传播方式同样存在不足之处。在

校园体育文化传播过程中，学校应加强对各种传播

手段的管理，特别是要加强对校园网的规范管理，

加强对学生的正面教育，提高学生甄别是非、真假

的能力，真正发挥体育文化传播的良好导向作用。

（三）拓展传播范围、形成自我特色

当前中学校园体育文化传播其主体是文化知

识学习、高考信息的传递、高考优秀考生的宣传等。

大部分媒体渲染体育文化内容的甚少，更没有为体

育设立专门的栏目，对体育文化的宣传只是穿插在

校园新闻当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校园体育文

化传播的效果。

校园体育文化传播应最大层度上满足学生进

行体育学习的诉求，提供体育与健康知识、运动技

术与运动规则的知识，以及体育欣赏等方面的学习

与指导。因此中学校园应不断拓展体育传播途径，

完善各种传播方式。如在建立校园网络的同时开

辟体育专栏，学生通过网络可以了解学校体育动

态，并可参与讨论发表自己的看法。通过查阅、咨

询网上丰富的体育信息资源，获取有利于自己需求

的体育知识等。包括学校体育组织结构、学校体育

目标、体育教学内容与评价指标、学校体育优秀成

果等，网站还可设立互动交流栏目，及时为学生解

惑答疑，有效满足学生体育学习的诉求。

促进校园体育文化传播必须改变理念，在吸收

成功经验的同时，形成自己的特色。充分考虑中

学生的年龄特点、心理特点、学习特点，优化校园传

播结构，除校园网络外，还应充分发挥传统媒体传

播的作用，发挥体育教学、体育活动、体育竞赛、体

育展示等广阔平台，发挥学校自身优势，利用多渠

道的宣传报道方式，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加大宣

传力度，扩大声势，以引起更多学生对校园体育文

化的关注与认识，让更多学生参与到校园体育传播

的大家庭中。［２］

（四）发挥移动媒体的作用，有效传播体育文化

移动媒体最主要的特点是它的可移动性。利

用移动媒体，受众能够随时随地地获取信息，极大

的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实效性。［７］手机是移动

媒体的发展中最迅速、最普及的代表。随着４Ｇ技
术的运用，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多样化，特别是智能

手机的出现，带来了信息传播的大变革，小小的手

机也兼备了电脑的诸多功能，且携带方便，不受时

间、空间的制约，日渐成为了学生接受新信息的主

要途径。因此，在校园体育文化传播中，可以充分

利用手机的特点，以校园为主体发布相关的体育报

道与体育知识类文章，让学生在闲暇时阅读。还可

以体育社团、体育代表队、体育兴趣小组、体育教学

班级等为组织建立 ＱＱ群、微信群，广泛开拓传播
途径，有效传播校园信息。值得注意的是，学校应

对各团体、群主等人员进行正面引导与培训，使他

们配合学校政策，积极宣传正能量信息，有效传播

校园体育文化。

　　五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１．中学校园注重文化传播，然而体育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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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穿插在文化传播当中，没有开辟体育专题、专

栏，学生对体育传播的了解程度不高。

２．新媒体时代，中学生接受体育文化传播的主
要途径是网络，电影电视，教材、书籍、杂志。对传

播途径方式选择前三项是图片冲击，体育明星广

告，大众体育节目。

３．中学生接受体育文化的动机前三项是增加
体育知识，对体育明星崇拜，休闲、娱乐。

４．中学生对体育文化传播的接受度，男女生存
在较大的差异。男生主流为乐意接受，而女生的主

流表现为无所谓。

（二）建议

１．中学校园应注重体育文化传播，在校园网
络、广播、校报校刊、宣传窗等开辟宣传专栏，教师

应利用一切机会给学生灌输传播基本知识，使学生

对体育传播的内容、媒介、方式等有清楚了解，提高

学生的媒介素养，增加学生对体育文化传播的接受

程度，特别要注重对女生的教育和引导，不断扩大

传播群体，从而提高传播效果。

２．学校要根据体育的特点，规范对体育传统媒
体传播的管理，引导学生对新媒体传播内容是非的

甑别，培育健康向上的网络舆论氛围，发挥微博、微

信、社交网络和移动多媒体等新媒体的独特优势，

让更多主流舆论和正面信息上网传播，在校园内释

放最大限度正能量。

３．加大投入，构建现代传播体系。教育部部长
袁贵仁在２０１４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

出：“要充分利用教育信息化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

盖面，为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作出贡献。

今年，全国８０％以上中小学校要实现“宽带网络校
校通，奠定教育信息化基础。”［８］中学可以借此东风

完善学校新媒体平台建设，提高中学校园体育文化

传播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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