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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前言

新化县地处资江河畔，拥有独特鲜明的传统文

化，其中体育活动便是独特之一。村民会展开丰富

的农闲体育活动：少年儿童会在屋坪、马路上进行

滚铁环、跳绳、跳房子、踩堡垒、追逐等游戏；青年人

会在田地里相互角力、摔跤、扭扁担、扳手腕；在河

里冬泳等；老年人会在清晨练五禽戏，跳广场舞等。

其中还有一项全村无论男女老幼都会参加的体育

活动，就是练功夫（武术）。农村农闲季节村民体育

活动：是指农村居民除去农忙季节时田间进行农业

生产外的休息调整时间，以身体活动为基本手段的

体育以及娱乐活动。［１］

　　二　研究方法

（一）文献资料法

通过查阅湖南工业大学图书馆、中国学术期刊

网与历届、硕博毕业论文中的大量文献，以“农村体

育”“农闲体育”为关键词，对相关文献进行收集，

整理和分析，并从理论上对农闲体育的相关研究进

行指导。

（二）访谈法

为了给本次研究提供更加客观、真实数据与资

料，更加清楚的了解势态发展流程和村民体育活动

的真实情况，通过走访６０户村民家里，其中涵盖男
女老少２４０余人，访谈并记录详细的信息，为论文
提供真实可靠的依据。

（三）逻辑分析法

运用形式逻辑和辨证的方法在整体上和宏观

上对文献资料和所调查所得的数据和结果进行归

纳、演绎、分析。

３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１－２６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文化视野下城乡学校体育公平研究”（１５ＹＤＡ１２４）
作者简介：李可兴（１９６４－），男，湖南茶陵人，湖南工业大学教援，博士，研究方向为学校体育理论与实践；刘焱辉

（１９９３－），女，湖南浏阳人，湖南工业大学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学校体育。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年第６期（总第１１３期）

　　三　结果与分析

（一）新化县基本情况介绍

新化县位于湖南省中部偏西，娄底市西部地

区，是梅山文武的核心区域，是中国梅山文化艺术

之乡，全国武术之乡，但交通欠发达。新化县夏１９
个镇、７个乡。总人口达到一百二十多万，其中，农
业人口占总人口的８２．６％。因此，主要经济来源以
外出打工为主，农业为辅，至今仍然拥有６０％以上

的水田和土地都被耕种，部分以捕鱼为生，生活较

贫困。

（二）新化县村民农闲季节体育活动的现状

１．不同年龄与性别的村民对体育活动的认识
与需求

由于新化县的特殊地理位置，促使人们对体育

活动的认识都依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或者受祖

辈思想和行为遗传，［２］导致不同年龄的村民对体育

活动的认识差异明显，需求的差异却不大明显。

表１　不同年龄段村民对体育活动的认识与需求

年龄 认识与需求

＜１２岁
对体育活动和需求的定义不明确。

需求方面则每个村民每天都会和小伙伴玩游戏，例如：踩堡、追逐等游戏。

１２岁＜１８岁

该阶段村民都是初、高中的学生，对体育活动概念理解比较单一，认为体育活动是专业的运动员

所训练的体育项目，比如：田径，各种球类项目等。他们认为体育活动是专业化的，是伴随着人生

发展方向的技能。除非在学校有体育专业特长，或是学校规定的体育活动外，自身很少或者不参

与体育活动。

１８岁＜５０岁

２０名大学生

认为体育活动是身心健康的重要保证，是提高身体全民身体素质的基本手段，对体育的认识比较

全面和具体，其中还谈到体育活动与生活幸福指数有关，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每天都参加

体育活动，跑步是最普遍的活动之一。

其他村民
认为在地里干活能等同于体育活动，认为体育活动是专业运动员所做的事。体育活动的需求非

常少。

＜５０岁
认为体育活动是休闲方式之一，可以强身健体。散步，主要形式与农业生产有关，部分练习武术

等，需求相对较大。

　　在被访问的村民中，结果差异较大。有１２１名
被访问的男性村民认为体育有利于身体健康，增进

体质，可以是一项用来谋生的技术，并以不同形式

在不定的时间中每天参与了体育活动。１３名被访
问的男性村民认为体育活动没有前景，不能提高自

身生活水平，很少进行体育活动。６３名被访问女
性村民认为体育活动有助于小孩身心发育，有利于

老年人增强体质，有利于预防疾病；其他女性村民

对体育活动认识模糊，或认为田间劳作，家中洗衣

做饭也是作为体育活动，５９名被访问女性村民不
参与专业体育活动，其他部分是学生，参与学校组

织或要求的体育活动。

２．参与人群与内容
新化县的农村地区，农闲季节大部分村民为在

家务农的农民，这个时间段里村民最少，青年人大

都外出打工挣钱，虽然不少村民农闲季节参与了体

育活动，但其中主要包括小孩、青少年、以及中老

年人。

表２　新化白大村村民农闲季节体育活动参与人群与内容

参与主体 主要内容

成人

扭扁担、举石锁、田间摔跤、扳手腕等，另外还有

节日特定的体育活动，例如端午划龙船，春节舞

龙等。

青少年女孩 跳绳、踢毽子、捡石子、跳田、跳皮筋等。

青少年男孩
踩堡垒、踩高跷、滚铁环、打皇帝、打纸板、游泳、

打弹珠、玩弹；也包括成人玩的摔跤、扳手腕。

幼儿群体 主要有过家家、老鹰抓小鸡、捉迷藏、等。

老年村民
田间活动，如种菜，割草放牛，散步，练武术，健

身操等。

３．参与形式、时间及场地
新化县村民参与体育活动形式的特点：由政府

部门主动发起的活动没有，村委只对有些活动给予

支持与鼓励，主要操办和编排、训练都是村民自发

进行，村委仅起到促进作用，村里进行的各种体育

活动除去龙舟、舞龙其它活动均属于无偿性体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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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３］具体有以下几种形式。

表３　参与形式及内容

参与形式 活动内容

村落性的大集

体活动形式
端午节赛龙舟，春节舞龙。

小群体性的体

育活动形式

武术是小群体性的体育活动形式代表；另外包

括其他村民进行的踩堡垒、打皇帝、踩高跷、跳

绳、踢毽子等活动也都需要至少三人以上的村

民集体参与才能完成，属于小群体形式的体育

活动。

个体性的体

育活动形式

成年人独自进行武术练习；少数老年人通过电

视节目学习的简单养生操；拿弹弓外出打鸟、滚

铁环、游泳等游戏虽然进行时都成群结队，但进

行游戏的手段与群体练习不大，属于极少的个

体性体育活动。

表４　参与时间、场地器材

参与时间 场地器材

中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的

时间段通常都在清晨或者

上午，或者是节假日的集

体活动，而青少年儿童参

与体育活动的时间都比较

随意，都伴随着游玩娱乐，

早上上学和晚上放学回家

的路上参与的活动较多。

主要依靠自然资源，所使用的器材

也大多是自己制作，自家庭院也是

村民进行体育活动的主要场所之

一，特点：新化白大村规范化的正

规体育场地极少，村民进行体育活

动的场地主要是自然环境，因地制

宜。体育活动所需的体育工具主

要以自制为主，或者是实用的生产

工具。

４．新化县白大村农闲季节体育活动特别案例
分析—春节

通过访谈了解到新化白大村春节的主要体育

活动就是舞龙与武术表演，自古以来，新化县内各

镇各村舞龙和武术盛行。２０１６年春节，参加了村里
的舞龙活动，龙队的舞龙队员都是本村的青壮年和

几位放假回家的大学生，带队的是村支书刘长卿和

老把师刘清明，武术表演这方面主要由刘把师负

责，其他村民大都跟随舞龙活动，有时参加舞龙替

代其它舞龙队员，有时呐喊助威或者帮忙拿道具。

（三）影响新化县农闲季节体育活动发展的

因素

１．新化县村民生活方式的影响
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进程中，农耕是农村村民的

基本生产方式，［４］也就决定了新化县村民传统农耕

的生活方式，村民每天的劳动强度高，在繁重的劳

动之后，村民根本无心再参加体育锻炼。村民通过

表５　春节主要体育活动内容

形式 内容

武术与舞龙

一是武术，二则是舞龙的内容，包括拜帖、舞龙、

收礼、退场。舞龙期间一些套路和功夫的展示

是必不可少的，白大村集合本村的武师出村去

外村舞龙，每到一村，首先都会在其村落中心最

大的坪或者田间进行武术表演，对方村落如果

有把师就会提出挑战，比试到底哪个村的武艺

强、功夫深。本村的把师或者徒弟必须要赢，如

果输给对方，本村的龙便会被夺走，并且会被赶

出村外，受到侮辱得不到任何报酬。反之如果

本村获胜，则对方村支书和当地有名的把师会

很热情的引路，允许在他村进行舞龙表演，并且

收取红包和礼物。

规矩

进行舞龙活动前要举行祭奠活动，在河边搭建

祭台摆上贡品祭祀龙王，整个舞龙活动结束后

一样要拜祭龙王才能将龙收回家中；舞龙的前

一天必须派人入村民家里拜帖，只有收了贴的

村民家才会去舞龙，不收贴就表示不欢迎，舞龙

自然不会去；而收了贴的村民就必须提前准备

好鞭炮和红包。舞龙时进村的时候要龙尾先

行，由下游往上游舞，进单户村民家龙头先入，

舞龙时村民放炮不停舞龙不止，等村民放完鞭

炮时才可讨要红包再离开。

禁忌

制作或者购买花龙的日子要选定，必须是吉日；

在家摆放时不能触地，特别不能躺放；按传统习

俗来说，龙不能在家摆放超过三年不动，超过三

年不动会给村里带来不幸。

繁重的体力劳动后，家务劳动又占据了剩余部分的

时间，为了能缓解劳动生活、家务所带来的劳累与

单调，村民更愿意选择带有刺激性的麻将、赌牌等

娱乐活动，作为村民农闲时节的休闲方式。这也是

阻碍新化县村民参与体育锻炼的原因之一。

２．新化县不良的传统文化思想与体育意识的
影响

新化县村民相信“娘娘”（会巫术的人）能祈福

避祸、解难驱邪，能治奇难杂症等，［５］而随着新化县

村民年龄的增加，身体健康情况逐渐下降，年轻人

外出打工，部分中老年村民把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幸

福寄托在求神拜佛上，这些传统思想不知不觉影响

了他们以及后代参加体育锻炼积极性。新化县村

民对参与体育锻炼的认识，大多只停留在提高身体

健康、增强运动体能，缺乏自觉参与体育锻炼的意

识，因此新化县村民农闲季节体育活动个体性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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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很强

３．体育法制建设、组织管理对新化县农闲体育
发展的影响

我国体育法制建设近年来取得了飞跃的进步，

但新化县的体育活动建设却依然止步不前甚至呈

现倒退的趋势，新化县村民的传统思维习惯根深蒂

固，人们的体育法律意识比较淡薄，从而使新化县

体育法制建设存在着大量困惑和问题。通过访谈

和实地调查发现，新化县村委会根本没有设置专门

的体育管理机构，也没有专门负责体育工作的村干

部，没有体育社团以及体育协会。每年的端午龙舟

赛主要是村民先主动要求，而后政府商议拉赞助或

者拨款支持，策划基本都是村民自己完成，春节舞

龙与武术的体育活动也都是村民自助发起组织训

练，然后村委工作人员接手，村委对体育活动的宣

传不到位，村民基本不关心任何体育赛事。

４．新化县体育活动场地条件的影响
没有物质条件作为前提，新化县村民的体育活

动需求就不能得到满足，首先新化县村民收入低，

政府没有对体育活动项目的拨款，村民参加体育锻

炼的场所严重缺少，有的大队基本没有符合规定的

任何体育锻炼场地，从而村民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

性不高。

　　四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１．新化县拥有非常优秀的传统体育文化活动，
如龙舟，舞龙等活动具有极其重要的推广和传承的

价值，且新化县传统体育文化活动呈现出由冷落到

复活的趋势。

２．新化县村民对体育活动的认识单一；村民的
运动方式以个体性的体育活动形式为主，村民参与

体育活动的形式与年龄性别有极大的差别，男性参

与活动的方式居多，动场地一般在自家院子、田野、

山上或水中。

３．新化县春节时期村民数量与其他农闲季节
差别很大，春节时期参与体育活动的村民明显增

多。舞龙的传统技巧及动作、传统武术的影响和村

民习武的风气接近消失。

（二）建议

１．完善落实相关体育运动的法律制度是保障
体育活动正常开展的基础，首先应有明确的法律制

度对体育活动开展各方面的具体保障措施进行明

确的规定；政府部门应该向全民健身体育投入相应

的资金，既可以减轻农村村民的心理负担，还能大

大提高村民锻炼的积极性。

２．完善新化县体育组织与管理的服务体系，乡
镇村委会等应成立专门领导机构，管理体育工作，

聘请专门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增加新化县基本的

体育活动场所和设施，并且场地按照大队平均分

布，小型运动场地可以适量多建一点；建一个足球

场用于村级群体活动等。

３．充分利用新化县现有传统体育活动项目，发
动全体村民积极参与，以传统体育项目举行比赛，

设立奖励制度；同时引入现代热门体育活动，增强

新化县村民体育活动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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