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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强国背景下壮族传统体育文化
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融合研究

万玉玲

（百色学院，广西 百色 533000）

摘要：本文以文化强国战略为背景，研究壮族传统体育对新

农村文化建设的价值，发现影响传统体育在新农村传播的因素，

制定出了壮族传统体育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传播途径，将壮族

传统体育文化与新农村文化建设很好的融合在一起，从而继承与

保留壮族传统体育文化，丰富新农村文化建设内容，促进新农村

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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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题依据

2017 年 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

实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意见》。强调文化是国家的血液，

是国家和人们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一种力量。十九大明确

提出文化建设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把文

化软实力提升做为工作重点。马克思的观点中提出了“文化生

产力”这一关键词。他认为国家和社会其他层面的发展都是受

到了人的意识的驱动作用，简称为“意识生产力”。文化作为

广泛的意识形态，同样具备驱动作用，他将社会生产分为物质

和精神的生产，文化则属于精神领域，因此文化能够将精神领

域的理念转化为物质形态的生产力，这就是“文化生产力”。

文化生产力的观点是文化强国观念的意识雏形，文化生产力也

同样是文化软实力的体现，而传统体育文化则是国家文化软实

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里的“壮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指来源于壮族各村落的传统

体育活动，这些传统体育文化代表了人们生产劳动方式与生活方

式的喜乐，发展至今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代表着壮族体

育源远流长 的历史文化。到 2020 年，有国家政策及全国各地人

民的关注，广西壮族自治区也已经基本脱贫，人们生活水平提高，

不止停留在温饱问题，开始注重身体健康，体育文化成为新农村

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

二、研究意义

随着体育的全球化和国外体育文化的引入，民族传统体育文

化受到强烈冲击，为防止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流失，国家针对

性的出台了相关政策，颁布各项法令。据悉我国将以全民健身、

户外运动等项目为重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等内容纳入

“十四五”规划，体育产业的兴起务必带动体育文化的传播。体

育文化作为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能大力推

动新农村建设的进步。

所谓的文化强国就是拥有自身独立的核心价值观，拥有原生

态性的文化产品，能够用具有竞争力的文化产业传播本国本民族

文化产品和核心价值观。壮族传统体育文化来源于本土的劳动人

民，再回归到新农村文化建设中，会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并将

之独特的文化很好的保留与传承，对壮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留具

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三、壮族传统体育文化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价值

（一）推动文化强国建设

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中提出了到二〇三五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其中有建成文化强国、教

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

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实现

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

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壮族传统体育文化可以提升新农村建设的

软实力，文化强国战略下，需要我们通过不懈努力和奋斗将壮族

传统体育文化保留在新农村的文化建设中，一来可以为文化强国

战略提供资源，二来可以扎根于群众体育，引领群众爱国奉献，

民族团结，提升国民素质促进体育文化科学发展。

（二）提升人的综合素质

体育可以锻炼人的机体同时还可以愉悦身心，提高人的新陈

代谢能力，提高人的审美能力等，从而促进国民的综合素质。

壮族传统体育可以提高人的身体素质。壮族传统体育来源于

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习俗、习惯等，具有简单易学、与劳

动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特点，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壮族传统体

育的传承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

提高，实现小康社会已经是全国人民的夙愿，壮族传统体育文化

可以指引人们进行体育锻炼，提高身体机能。

壮族传统体育可以提高人的精神品质。在进行体育锻炼过程

中，愉悦身心同时还可以提高人的心理素质，指引人们树立坚定

的目标，磨炼人的品质，调节人的精神状态，遵守规章制度，培

养人的团结意识，从而提高人的综合素质。

（三）促进民族团结，丰富人民生活

经常参与体育锻炼可以增加人际交往能力，从而提升自身

的人生价值与社会价值。尤其是在各节日庆典中，壮族传统体

育就显得别具一格。例如正月十五的舞龙舞狮；三月三歌节、

清明节的荡秋千、端午的龙舟竞技等总会通过各种方式给人们

带来不一样的欢乐。在壮族的旅游业中，壮族的欢歌热舞更能

给游客们带来欢乐，将壮族传统体育文化给世人呈现的淋漓尽

致，活跃了气氛同时，还促进了游客与当地人们的交流，使壮

族人民的生活更加丰富，这些节目无形中就增进了人们之间的

感情，将有共同喜爱之人凝结在一起，这样更是表现出壮族人

民团结友爱和谐共处。

四、壮族传统体育文化与新农村文化建设融合的影响因素

（一）物质资源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影响

这里的物质资源欠缺主要从场地、器材及服装三个层面来体

现。

经过走访调查发现，在新农村的体育场地建设中还是比较欠

缺的，走访 16 个村庄在调查中总结出 4 个常见的场地设施，分别

是体育文化活动广场、文体活动室、篮球场、乒乓球场。这些活

动场地拥有情况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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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村庄场地建设情况表

场地 体育文化活动广场 文体活动室 篮球场 乒乓球场

个数 10 3 9 7

占比（%） 62.5 18.8 56.3 43.8

从表中可以看出，只有 62.5% 的村庄设有体育文化活动广场，

还有 37.5% 的村庄没有建设体育文化活动广场，只有 18.8% 的村

庄有文体活动室，这就代表着有 81.2% 的村民会因为天气影响与

场地影响而不能参与文体项目的活动。有 56.3% 的村庄有篮球场，

有 43.8% 的村庄有乒乓球场。

新农村的体育设施还不够完善，那么没有建设广场的这些村

庄的村民们，如果想要进行传统的体育项目锻炼就缺少了机会。

经过调查就发现有些村民就是因为想要锻炼而没有固定的场所，

并且严重受到天气影响，从而减少很多锻炼的机会。长此以往，

壮族传统体育文化就有了缺失，取而代之的可能是这些国际化体

育项目，壮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就受到冲击。

体育器材是进行体育活动的必需品。经过调查发现各村庄拥

有的器材类别有，舞蹈类、跳绳、棋牌、球类、龙舟、舞龙舞狮等。

这些器材的使用率直接反应村庄的体育氛围，间接的就影响了居

民体育锻炼的机会，也会影响本村庄的经济发展水平。各器材的

使用率见表 2。

表 2　器材使用率表

频率

频率

种类

球类 棋牌类 舞蹈类 跳绳 龙舟 舞狮

经常（%） 56.2 68.7 31.3 50.0 0 0

一般（%） 18.8 18.8 50.0 25.0 0 0

偶尔（%） 5 12.5 18.7 25.0 100 100

由表 2 可见，棋牌类的经常使用率为第一，是 68.7%；球

类经常使用率为第二，是 56.2%；跳绳类经常使用率为第三，为

50%；可能是因为这些项目受场地及人数的制约性较小，容易进

行开展。而排在后面的舞蹈类项目，经常使用的为 31.3%，一般

使用率为 50%，偶尔使用的为 18.7%，舞蹈类项目中，有些是可

以一人完成的，只有在具有节目或比赛时候才会大量的人参与，

平时的锻炼中一人或任何人数都可以开展的项目，所以舞蹈类的

器材使用率一般的为 50%。

由表可知，壮族特有的一些项目如龙舟类及舞龙舞狮类是

100% 的偶尔进行举行，经了解是因为龙舟与舞龙舞狮类项目需要

集体参加，人们难组织及没有专门人负责，只有在有比赛及节庆

典时候才会集体练习，并且村里面青少年参与人数不多，因此器

材的使用率只是偶尔使用。长此以往之后壮族传统体育缺乏后备

人员，传统体育文化会有所缺失。在新农村建设中增加这些本土

体育设施，间接的就增加了体育氛围，提高了人们的体育锻炼意识，

从而促进新农村的经济发展。

（二）政策因素对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影响

现阶段新农村文化建设中，是以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思想及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思想为理论基础，以文化强国战略为背景

发展各民族特色体育文化，助推新农村建设，促进新农村的经济

发展。可见在新农村发展过程中，国家的政策与当地政府的重要

作用。所以在新农村体育建设中，离不开当地各政府部门的支持

和保障，经过走访调查发现，现在有些新农村中仍然没有体育项

目的专业负责人，没有规定的时间开展体育项目活动，也就没有

领头人。政府部门是体育文化建设的引领者，经过调查发现，有

些政府部门传播信息不够完善，人们得到的信息量较少，所以导

致有些民间的特色项目出不来，新政策进不去的现象，这就直接

使政府失去了对新农村的导向作用，减缓了新农村建设中体育文

化建设的速度。

（三）村民锻炼意识不强

壮族人民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刚刚进入脱贫阶段，人们还是比

较注重家庭经济状况，在体育锻炼方面有所欠缺，只是仅靠国家

的政策在推动新农村的建设持续发展。在基本的新农村文化建设

方面，还缺少主题文化观念、缺少政治经济的扶持、缺少自身的

锻炼理念，对体育锻炼的价值与目标不够明确。因此，有些本土

的壮族体育文化得不到充分的挖掘，现有的壮族体育文化得不到

传承，严重影响壮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保留。

五、文化强国战略下壮族传统体育文化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

的有效途径

（一）设置壮族传统体育俱乐部

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壮族传统体育项目受到冷漠的其中原

因就是没有专门人带头参与。如果在村民中推选出壮族传统体育

项目出色的人组建成一个俱乐部，专门负责体育项目的赛事组织

与运作，在运作过程中吸引投资或游客，那么本村的经济就可以

得到提升。这样即与文化强国战略相呼应，又可以促进新农村的

经济建设。

（二）节日活动现场指导

在传统节日中，壮族人民都会安排特别的节目进行庆祝，比

如正月十五的舞龙舞狮，三月三歌节，壮族人民都会组织很大型

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主办方如果请一些专业人士对这些节目

进行专业的指导，这样可能更能促进壮族体育项目的传播，还可

以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其中，更多的传统体育项目得到更好的开发。

（三）壮族传统体育项目进校园

壮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传播与保留离不开课堂的教学，培养壮族

传统体育的接班人的最好办法就是将项目引入课堂，这样既可以增

加学校体育教学内容，又可以保留传统体育文化。有传统项目进校

园的政策支持，壮族传统体育项目就可以可以在人们中快速传播。

（四）建设主题广场

在新农村建设中根据本村的特点设置主题广场，在人们闲暇

之余，散步至广场时就有这种体育氛围，在这种氛围的感染下，

人们可能就会不自觉的参与到体育锻炼中，这样既有利于开发民

间的传统体育，保留壮族传统体育文化，新农村文化建设又可以

得到很好地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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