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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研究将研究对象定位为我国中老年人气排球运动，主要针

对中老年人气排球运动文化的发展，展开调研。
1.2研究方法
①文献资料法：通过阅读大量关于中老年人关于气排球运动

的有关资料，参考相关的文字及数据，为本文奠定基础。
②逻辑分析法：通过文献资料和研究的相关信息进行全面分

析总结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2　结果与分析
2.1中老年人气排球文化发展中的问题

（1）中老年人气排球运动管理体制与场地问题
当代社会各种小区、社区都有开设中老年人活动中，但是

这些中老年人活动中心多以棋牌类游戏为主导，缺少体质上的运
动，而导致大多数中老年人身体机制日益下降，体育类文化难
以发展。场地不仅为参与者提供了充足的活动场所，也为其开
展和发展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

（2）中国内部各种体育文化的相互冲击
在中国有很多的体育文化，篮球文化、足球文化、网球文

化、等形形色色而多姿多彩，形成了具有各自项目特色的体育
文化，气排球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这样的背景下，给中老
年人气排球发展无疑加大了难度，这些体育文化双方面阻碍了中
老年人气排球的发展。

（3）领导重视因素
气排球是迎合中老年人追求健康，享受休闲体育需求，因为

气排球运动集体项目，还没有完全得到领导的重视，如果领导干
部在管理方面、资金方面、政策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中老
年人气排球的规范化，会更加容易解决，加大文化建设的援助，农
村和欠发达地区，并继续推动自由和开放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向
社会。广泛的发展气排球全民健身运动，促进群众气排球和竞技
气排球全面发展。

2.2中老年人气排球文化发展的对策
（1）重视中老年人气排球组织的建设
要建立老年体育协会，大力发展社区老年体育社团和老年体

育活动中心促进群众气排球和竞技气排球全面发展。应有计划、
有步骤地培养中老年人气排球体育管理人才，社区体育指导中心
要有专门的中老年人气排球指导员，充分发挥气排球社会指导员
的主导作用和中老年人的主体作用，自觉、积极地学习和练习。

（2）增强中老年人气排球运动道德素质与运动意识
加强针对中老年人的气排球文化宣传，开展咨询，培养中老

年人对气排球的兴趣、能力，提高他们的体育文化素养以弘扬真
善美、贬斥假恶丑为培养方针。中老年人闲暇时间较多，要使他
们主动、自愿地参加气排球活动，在组织管理上更要注意因人、因
地和因时的特点，气排球活动。更有效地改善中老年人的健康，提
高他们的身体，心理功能，同时提高中老年人的健康素质，应重
视老年气排球意识的培养。

（3 ）积极筹措资金，加大投入力度，确保中老年人气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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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老年人气排球运动是一项受欢迎的运动在我国经过2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制约着
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对中老年人排球在中国社会化的过程中，思维和分析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以进一步加快中国的中老年人气排球普及发展过程：媒体联姻，加大宣传力度社交媒体；探索文化魅力气排球；提高赞助，促进经
济基础；以科研促发展；增强气排球运动规律的研究等，去发扬我国中老年人气排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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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运动健康发展
中老年人气排球作为一项新型群众性体育项目，离不开充足

资金的大力支持，而目前我国各级老年体协的活动经费普遍太少，
难以维持。因此，政府主管部门在从开始建立高度各级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与“和谐体育”，高度重视中老年人气排球在人，财，
物的发展，尤其应加大中老年人气排球运动发展经费的投入力度
用来发展气排球核心价值体系：倡导文明和谐、平等公正、诚信
友善，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案，以确保中老年人气排球
运动健康发展。

（4）发掘中老年人气排球运动的文化魅力
外汇增强，健身和休闲运动科学思想发达的西方国家也将被

引入中国，改变体质的中国传统观念。让更多的人喜欢体育活动。
增强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的文化，探究老年气排球文化，必需坚持
社会效益，社会和经济的统一互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
才能全面的发掘中老年人气排球运动的文化魅力。

（5）培养专门的老年气排球教练员
气排球技术易于掌握，但中老年人学习相对较慢。练习中容

易形成错误动作,使其在练习与比赛中易受到伤害。因此指导教练
的培养是开展和推广这项运动不可或缺的条件。

培养专门的老年气排球教练员有利于创建和谐，文明的中国
特色体育文化，对中老年人气排球运动的创建也是大大有利，提
全面高中老年人气排球道德素质，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渐
渐地将气排球规范化，正规化，正式化。

（6）加强体育部门领导的重视
体育部门负责人需要给予充分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支持，并

积极参与中老年人气排球组织管理，中国国家体育理事会成员负
责促进中老年人气排球的普及，所以他们的职责分工明确，相互
配合，并有专人跟进年长进行气排球策划与推广的调查宣传，以
点到面，以促进城市的发展，在此之后很好的发展，促进其他点
的发展，可重点关注促进首都的中老年人气排球运动的发展，他
们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然后推动中老年人气排球发展到贫困县。

3　结论与建议
当代的中老年人气排球，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中老年人

气排球只是在部分省市得到发展，且气排球方面的体育组织较少，
专业的气排球运动员更是少，领导还不够重视，目前的中老年人气
排球比赛还是处于自发的阶段；气排球场地较少，具有地域性，发
展不够全面，中老年人运动意识不强，体育文化较多阻碍气排球文
化发展；加强体育部门重视，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中老年人生活质
量与身体健康，培养专门的气排球指导员，总结气排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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