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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螺运动在川南少数民族地区学校的开展研究
——以兴文县为例

徐　衡 1　左文涛 2

（1. 宜宾学院，四川 宜宾 644400；

2. 成都锐力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随着全民健身计划的火热进行，兴文县苗族地区陀螺运动在当地得到了积极开展。兴文县作为四川最大的苗族聚居地，其历

史文化深厚，传统体育项目种类繁多，如今传统陀螺运动已成功融入当地校园。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实地考察法，访谈

法等研究方法，将兴文县苗族地区各学校对陀螺运动的开展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其开展过程中的优势和不足之处，对不足之处提出

对应的策略，希望能对其他苗族地区的陀螺运动入校园的开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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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的背景

2021 年《“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明确指出：“体育文化

建设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的影响力显著提高。”中

华传统体育文化博大精深，随着历史的演变，当代许多传统体育

已经广为流传，但仍有许多优秀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仍未真正得

到社会的关注。

《关于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指

出：必须改革完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建立健全相关体制机

制，丰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以此促进全民健身计划的开展。

本文旨在通过对兴文县苗族地区各学校政策支持、场地设施、支

持力度以及各学校目前开展陀螺运动的情况进行调查，深入了解

剖析兴文县苗族地区学校开展陀螺运动所存在的问题和影响因素，

找到解决方法，从而加快陀螺运动在兴文县苗族地区的传播和发

展，促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提高陀螺运动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增强人们的文化自豪感和自信感，也为其他传

统体育文化入校园提供借鉴意义。

二、兴文县苗族地区学校开展陀螺运动总体状况

（一）兴文县苗族地区学校情况分析

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有着全省最大的苗族聚集地，兴文县共

有 12 个乡镇，共有 54 所小学，16 所初中，4 所高中，兴文县有 5

个苗族乡，分别是大河苗族乡、大坝苗族乡、麒麟苗族乡、仙峰

苗族乡、毓秀苗族乡，其中大河苗族乡的中小学分别是：大河中学、

大河苗族乡中心校、三道河村小学；大坝苗族乡的中小学分别是：

兴文县大坝中学、大坝苗族乡民族小学、沙坝民族小学、平寨希

望小学；麒麟苗族乡的中小学分别是，明德小学、希望小学、石

海红鱼学校、海龙村小学校；仙峰苗族乡的中小学分别是：仙锋

初中部、仙峰小学；毓秀苗族乡的中小学分别是：毓秀民族学校、

方碑村小、迎春小学。

（二）兴文县苗族地区学校陀螺运动开展的基本保障情况

1. 学校领导支持情况

表 1 兴文县苗族地区学校陀领导对陀螺运动支持情况

支持情况 开展陀螺

教学

开展陀螺大

课间

开设陀螺兴趣班 其他

人数 16 3 2 7

比例 100% 25% 12.5% 43.76%

据调查了解到兴文县苗族地区学校领导对陀螺运动的支持现

处于起步阶段，所有学校都对学生进行了陀螺运动的基础教学，

可见当地学校对陀螺运动进校园较为支持，但仅有 18.75％的校领

导表示学校开办了陀螺运动大课间，而开办了陀螺兴趣班的学校

仅占 12.5％，还进行了其他相关支持活动的学校有 43.76％，由此

可见当地学校领导对陀螺运动支持力度一般，学校陀螺运动的开

展较为缓慢。

2. 陀螺运动场地设施情况

表 2 兴文县苗族地区学校陀螺场地实施情况

学校场地

情况

有专用的陀螺运

动场地

有相对平坦的场地

可用于陀螺运动

没有可用于陀螺

运动的场地

学校数量 3 13 0

比例 18.75% 81.25% 0

表 3 学生对陀螺运动场地的满意度

陀螺器材

满意度

非常满意 满意 较为满意 不太满意 不满意

学生人数 11 71 173 57 8

比例 3.43% 20.8％ 54.06％ 17.81％ 2.5％

要开展好校园陀螺运动，前提是要有完善的场地设施和充足

的器材，否则学生的积极性和兴趣会逐渐降低直到消失，据表 2

所示，兴文县苗族地区具有标准的专门用来进行陀螺运动的场地

的学校只有 3 所，剩下的 13 所中小学都仅在相对平坦的场地开展

陀螺运动。根据表 3 所示只有 2.5％的学生对陀螺运动的场地设施

不满意，17.81％的学生对陀螺运动的场地设施不太满意，54.06％

的学生对陀螺运动的场地设施较为满意，20.8％的学生对陀螺运

动的场地设施满意，3.43% 对陀螺运动的场地设施非常满意。由

此可说明场地器材不能满足学生基本需求，需要进一步完善，陀

螺运动属于低成本体育运动，对场地要求也不高使其非常适合在

学校开展，开展陀螺运动对学校的资金压力小，既能丰富学校体

育课程资源的同时也可以缓解学校资金不足的情况。

3. 学校陀螺运动宣传推广情况

表 4 学校对学生、家长和社会宣传校园陀螺运动的积极性调查

宣传校园陀螺

运动的频率

一月一次 每半期一次 一学期一次 从不宣传

学校 2 5 9 0

比例 12.5％ 31.25％ 56.25％ 0

陀螺运动的发展不仅需要学校领导、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

还必须得到当地政府、学生家长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持，

因此学校必须大力宣传，增加本校陀螺运动知名度，从而加快引

进专业人才和技术，得到家长的理解和支持，争取政府的扶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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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从而促进陀螺运动在校园的蓬勃发展。根据表 4 所示，只

有 12.5％的学校每个月都会通过各种途径对学生、家长和社会进

行相关宣传，有 31.25％的学校每半期就会对学生、家长和社会进

行至少一次相关的校园陀螺运动宣传，还有 56.25％的学校每学期

会对学生、家长和社会进行至少一次的校园陀螺运动宣传，没有

学校不进行宣传，这就能看出绝大多数学校对于校园陀螺运动的

宣传并未得到重视。

4. 相关陀螺活动开展情况

表 5 相关陀螺活动开展情况

学校开展陀

螺活动频率

一学期一次 一学期两次 一学期三次 一学年四次

及以上

学校 8 5 3 0

比例 50% 31.25％ 18.75％ 0

陀螺运动想要在校园里进一步开展，就不能只是融入体育课

程，还要开展相应的体育活动和文化活动，比如“竞技陀螺运动

会”“陀螺历史文化博览会等”。校方组织各种陀螺运动相关的

活动可以让学生了解陀螺运动的同时体会到陀螺运动蕴含的无限

魅力，提高陀螺运动在学生心中的重要性，同时也是促进校园陀

螺开展的必要途径。根据表 5 所示，有 18.75％的学校表示每学期

都会开展三次陀螺活动，有 31.25％的学校表示每学期会开展两次

陀螺相关活动，有 50％的学校表示每学期都会开展至少一次陀螺

活动，没有学校能开展四次及以上的校园陀螺相关活动，可见当

地学校校园陀螺运动开展并不频繁，而这也可看出当地学校对校

园陀螺运动的重视度并不是很高，当地校园陀螺运动的发展任重

道远。

三、结论

（一）当地学校领导支撑力度不足

从宣传力度层面可以看出兴文县苗族地区大部分学校领导对

于陀螺运动的开展并不是特别重视，从当地学校的场地设施方面

来看，陀螺运动的场地面积有限，大多没有专门用于进行陀螺运

动的场地，使得开展陀螺运动课程很难实现，从当地学校陀螺运

动开展的活动频率来看，当地学校很少进行相关活动，大多都是

一学期进行一两次，且组织形式单一，难以发挥陀螺运动可塑性

强的特点。这也就但是当地整体校园陀螺运动开展进度缓慢，甚

至一度陷入停滞。

（二）学校场地设施不完善器材储备不足

兴文县苗族地区各学校陀螺运动的开展都处于起步阶段，兴

文县苗族地区具有标准的专门用来进行陀螺运动的场地的学校只

有 3 所，更多是没有场地，难以满足大量学生的需求。陀螺运动

对场地要求较低的优势使其非常适合在学校开展，而陀螺和陀螺

绳制作成本低廉，价格较为便宜，因此开展陀螺运动对学校的资

金压力小，既能丰富学校体育课程资源的同时也可以缓解学校资

金不足的情况。

（三）学校宣传力度不足

宣传力度不够，导致学生对陀螺运动的相关知识了解不多，

因此不清楚其历史起源、价值作用，也不知道陀螺运动灵活多变

的多种玩法，这会减少学生的兴趣，阻碍陀螺运动的可持续发展，

这就需要学校做好这方面的宣传和传播，陀螺运动的发展不仅需

要学校领导、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还必须得到当地政府、学

生家长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持，因此学校必须大力宣传，

增加本校陀螺运动知名度，从而加快引进专业人才和技术，得到

家长的理解和支持，争取政府的扶持和补助，促进陀螺运动在校

园的蓬勃发展。

四、建议

（一）校领导加大支持力度

兴文县苗族地区各学校想要开展校园陀螺运动必须与当地政

府和学生家长通力合作，加大宣传力度，邀请专业人士对学生进

行训练，成立专门的陀螺训练组织，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支持。

有条件还可以学校牵头开展一系列不同类型的陀螺文化活动。

（二）合理开发适合陀螺运动的场地备齐运动设施

硬件设施：陀螺运动对场地要求不高，但也不是任何场地都

适用，合理规划场地器材，加大场地面积，保证场地的平坦，增

加器材储备，对老旧器材进行更新，有利于提高学生兴趣。软件

设施：提供线上线下学习平台，组织教师积极参与相关培训，教

学与学生实际情况相结合，寓教于乐，把握住学生的学习爱好和

积极性，让学生在愉快的氛围中体会到陀螺文化的博大精深，提

高学生对陀螺运动的认识程度，使陀螺运动与体育教学相融合，

增加陀螺运动趣味性和竞技性。

（三）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和创新

学生不仅要深刻了解陀螺运动的价值、作用，丰富自身对陀

螺运动的认知，明白陀螺运动作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要意义，

积极参与校园陀螺运动的开展，努力进行陀螺运动技能练习，还

要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对陀螺运动的玩法和制作进行创新，继

承陀螺运动的同时也要对其进行发展，使陀螺运动能够历久弥新，

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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