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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媒体传播下的时代背景

新媒体时代背景下传播是广泛利用新技术支撑体系中出

现的媒体介质进行全方位传播，新媒体传播途径多样，具体

传播途径如下：

1.1 体育文化传播方式从单到双、传播行为更为个性化

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是不可选择的。新媒体的传播途径

是多向的信息传统的制作者和接收者都成为了信息的发布

者并且可以进行信息互动。新媒体做为的传播方式使得个

体都成为信息的公布者，自主的表述自己的观点，发布自己

关切的信息。

1.2 接受体育文化方式从从单一到立体

互联网 + 的持续深入，对传统媒介是一种挑战。在多维

度的传播途径下，越来越成为体育文化资源变成普遍的事情。

与传统媒体相比，互联网+新媒体在传播内容方面更为多样，

立体化的多媒体化成为一种趋势。

1.3 体育文化实时传播更加精准

体育文化传播不再需要复杂的剪辑与烦琐的后期加工制

作，技术应用简单，便捷使得信息可以在全球实现点对点传

播。这中优势是任何时代传统媒体无法启迪的。目前，较大

一些门户网站基本上都可实现音、视频音频的实时传播，使

得人们的时间成本大大提高。

充分利用好新媒体对传统体育文化资源进行挖掘，整理、

推广宣传、传承显的尤为重要。

2  关中区域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现代化传承发展现状

2.1 缺乏充足的理论研究

截至目前，体育文化资源在关中区域主要是对于体育研

究的重点即传统体育课程讲授、、传统体育文化项目运动训练

等，对于体育文化资源特别是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继承与发展

的学术研究成果较为困乏。

2.2 关中平原区域体育文化资源特色缺乏

2021 年陕西将首次承办全国第十六届运动会，其大部分

比赛项目都集中在关中区域，这是对关中区域乃至陕西传统

体育文化发展和展示的一个重要窗口，在场馆硬文化、和软

文化中体现陕西文化元素，主要体现关中平原区域传统体育

文化显著特色，对于关中平原区域传统体育文化走向全国实

现更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纵观新媒体时代下传统体育文化

资源现代化传承要充分结合市场需要，硬性保护覆盖面要广，

不能有市场开发价值就任其发展，无市场开发价值的就无人

问津。传统体育文化要在挖掘、整理、传承上下功夫整合与

开发涵盖范围十分广阔，包括生产加工、产品推广、体育文

化附加服务等，具有较强的应用性。以与体育相关的健体、竞

赛表演服务、教育培训产业等形态构成体育文化产业的主要

载体；以体育场馆设施器材等构成体育文化产业的服务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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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上游。具体来讲传统体育文化项目的开发缺乏完整性，具

体有以下两方面：第一，关中平原区域传统体育文化资源传

承的主要载体，主要是传统体育本身，以“全民健身”为核心，

积极推广传统体育文化内外价值，具体表现为体育健身文化

长廊建设，在传统节日进行集中展示和表演。现在十分热门的

体育旅游、传统体育服饰，总之城镇化建设缺乏传统体育文化

元素。第二，关中区域体育文化资源发展在城镇化建设中文化

元素不够，应结合当地域、地方志等恢复和打造一批传统文化

示范点，比如民俗中的投壶和地方拳等，通过全民建身日进行

集中展示。通过对当前我国民族体育文化资源构成的分析可

以看出，快速的城镇化使个别区域发展和重点区域在传统体

育文化项目推广方面还存在较大差异，成熟地区虽在场地器

材方面投入了较大的财力，但离目标还有较大差距。

3  结论

3.1关中区域快速膨胀的城镇化使资源配置与规划严重失

调。体育文化资源配置与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严重

不符。历史的原因关中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综合利用规模小，

程碎片化发展。

3.2 体育文化资源更多的集中在关中城市群；传统体育文

化资源虽有开发但力度远远不够，面临流失。虽有个别传统体

育文化资源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但相较而言还是规模较小。

3.3传统体育文化资源更多的是存放在馆藏书籍中，在体育

产业发展布局中也很少见到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硬件设施建设。

4  建议

4.1对关中地区传统体育文化资源进行研究,较清楚的还原

了关中地区体育文化的历史,为进一步发展关中区域体育文化

市场提供理论依据。

4.2通过对关中区域体育文化进行实证研究,结合经济发展

新常态，借鉴先进省市的先进理念，构建区域体育文化与体

育产业发展的新模式。

4.3开放式研究对关中区域传统特色体育文化推广具有重

要意义。

4.4 深挖传统体育文化资源,服务于国民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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