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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党的十九大指出，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体育

恰恰是增强百姓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和将全民健康、健康

中国落到实处的有效途径之一。进年来我国大力推行健康中国建

设，越来越重视体育的发展，各种体育运动项目在我国遍地开

花，毽球运动也不例外，毽球运动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是

我国著名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之一，毽球发展了上千年，在推进

健康中国的时代背景下虽有较大的发展，但是却没有网球，篮球，

足球等运动项目发展火爆，这不禁让人感到唏嘘，此外，我通过

查阅知网及相关的书籍，发现现今对于毽球运动研究及发表的相

关文献相对较少，尤其是对于赣州市章贡区这个地区毽球运动开

展现状及对策研究的论文研究目前还从未有过。所以在推进健康

中国的的背景下，希望能通过分析和研究找出影响赣州市章贡区

毽球运动开展的因素，并积极找出解决对策，推动毽球这项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项目在赣州市章贡区的发展。

2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居民100人，男性50人，女性50人，18

岁以下（包含18岁）4人，18岁—35岁86人，36岁—55岁7人，

56岁—70岁3人。

2.2研究方法

2.2.1访谈法

对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的大型社区，八镜台龟角尾公园，及

附近的赣州市第四中学，赣州市第一中学和赣州市第三中学进行

了实地的走访，掌握到社区和学校的毽球运动毽球运动基础设施

建设情况、毽球运动的开展情况和当地居民对毽球运动的了解程

度等相关方面资料。拜访了赣州市章贡区毽球协会，对问卷中涉

及的毽球运动相关方面的问题对毽球协会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访谈，

从协会相关负责人处获得了毽球运动在章贡区推广方面的规划，

及政府的财政投入和毽球运动赛事举办等相关方面资料。

2.2.2文献资料法

在学校图书馆查阅了毽球运动相关方面的书籍，并在中国知

网，百度百科和百度学术软件上查看了17篇关于进年来关于毽球

运动相关方面的期刊和论文，通过大量的阅读，了解到不同区域

间毽球运动开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针对不同区域间提出的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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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解决方案，为本论文的撰写思路提供了众多的宝贵经验和理论

基础。

2.2.3问卷调查法

在赣州市章贡区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居民发放了100份问卷，

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100%，在这100份的问卷中涉及到毽球运动

参与者的基本情况，对毽球运动的了解程度，参与情况，毽球运

动的开展程度，毽球运动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影响毽球运动开展

和参与的因素及解决对策方面的内容，问卷涵盖内容丰富全面，

群众填写积极，问卷填写真实性高，因此得到了一份系统而科学

的数据。

2.2.4数理统计法

问卷发放及数据的采集运用的是问卷星软件，将100份问卷

发放给了不同年龄的居民填写，问卷内容为单选题和多选题和建

议题三种形式，参与者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相应的选项并提出相

关的建议，由问卷星软件统计出每个选项的选择人数和所占问卷

填写总人数的比例及建议的内容，并自动生成统计图表等进行展

示，通过图表展示使问卷的调查结果更直观，更详细和更明确。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毽球运动调查群众基本情况分析

通过发放的100份问卷调查中，其中男性填写人数50人，女

性填写人数50人，填写群众年龄在18岁以下占比4人，18岁—

35岁占比86人，36岁—55岁占比7人，56岁—70岁占比3人，

根据该组数据得出在赣州市章贡区随机发放的100份问卷当中最

显著的特征:青年和中年的填写人数最多，而青少年和老年人参与

的人数却非常少。因此可以看出，青年和中年这一部分对于毽球

运动的关注度还是比较大的，且毽球运动的关注情况在年龄结构

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3.2居民对毽球运动了解及参与情况分析

通过对发放的问卷数据进行回收的采集后，得到了问卷填写

人员对于毽球运动的参与的情况的数据，其中很了解毽球运动的

占24人，不是很了解毽球运动的人员占56人，不了解毽球运动

的人员占20人，在填写问卷的100人中参加过毽球运动人数达47

人，没有参加过的达53人，在这100位问卷填写者中有80位居民

对毽球这项运动有了解，虽然当中有56人不是很了解，但是这也

说明毽球运动的在章贡区的有一定的开展和宣传，听说过这项运

动的人占比还是非常大的，但是对毽球运动的有深入了解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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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存在不足的现象。此外在100 位问卷填写者当中，参与过

毽球运动的人数达47 人，不足50%。这数据充分的说明了毽球

运动在章贡区有一定程度的开展和推广，且毽球运动在居民间的

知晓程度也相对较高，但是居民了解度和参与度却不是很高，

因此，毽球运动的推广程度还很不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3.3毽球运动开展情况分析

通过100 份问卷的调查，查阅章贡区毽球运动开展的相关

文件，及实地调查和对相关协会人员的访谈法中了解到毽球运动

在社会，小区，和学校当中的开展情况，经调查得知，江西省赣

州市章贡区毽球协会于2017年12月成立，定期会组织毽球的集

体活动，每年都会举办毽球运动的比赛，还举办了多种毽球运动

的推广赛事，此外协会成员有固定的活动地点，在章贡区营角上，

每天都会有固定的协会成员进行锻炼，每年都会有来自不同区域

的人员参加毽球比赛，但是从小区及学校毽球运动的来看，问卷

填写者所在小区有开展毽球运动的只有15人，而未开展的有85

人，学校有开展毽球运动的41人，没有开展的59人，从数据说

明，活跃于毽球协会的毽球运动并没有非常广泛的深入开展到社

区和学校当中，而是在小部分团体中进行，还是有很大部分的社

区未开展这项活动，但相较于社区而言，学校毽球运动的开展占

比相对较大，但是仍然有半数以上的学校都未开展这项运动。通

过这些数据，充分的说明了毽球运动在赣州市章贡区校区有一定

程度上的开展，有形成较为系统的组织，有一定的规模，而在社

区间的开展却是非常的不足，毽球运动的整体的开展还是不足，

且开展的并不全面，在社区和学校的开展中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

且开展程度存在着参差不齐的问题。

3.4毽球运动的赛事参与情况分析

本论文从毽球运动的参与以及毽球比赛的参与两个角度分析

毽球运动的参与情况，在100份问卷填写中有参加过毽球运动47

人，没参加过毽球运动53 人，其中参加过毽球运动比赛的有9

人，参加市级比赛2 人，校级比赛7 人。从该组数据得出，毽

球运动还是有一定的参与度，但群众参与的比例并不是很高，

从群众参与的赛事来看，章贡区毽球运动还是有开展一些种类的

赛事，主要以校级比赛为主，但总体上说群众的赛事参与度还

是非常低的，这可能存在多方面的原因，大部分群众没有得到

很系统，和专业的训练，从而竞技能力不强，此外赛事开展的

种类较少，学校内的赛事开展的较丰富，而在社会上举办的赛

事却并没有丰富，赛事开展区域间的差异较大,赛事覆盖的范围

也较小。

3.5影响毽球运动参与的因素分析

影响毽球运动最主要的因素是工作或学习繁忙，其次是对毽

球运动不是很了解，没有同伴的相陪，没有场地器材和正规人

士的指导，此外在其他因素中也包括了不喜欢，和不感兴趣各

两人，影响人们参与毽球运动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工作和学

习的繁忙是我们都无法避免的，必须面对的，但是在这些影响

因素中也有大多数因素是可以控制的因素，例如：对于毽球运

动的了解，同伴，正规哦人士的指导，和场地器材，这些都

是通过努力可以改进的方面。

4  推动赣州市章贡区毽球运动发展的对策

4.1毽球运动进校园

学校作为思想启蒙的地方，是进行体育锻炼的最佳场所，

学生不仅能够在学校学习文化知识，也在学校进行各种体育锻

炼，学校能够传承和发展体育文化，但是通过数据的分析，还

有很多学校还并没有充分的开展毽球运动，因此建议毽球运动进

校园的方式推动毽球运动的在学校的开展，学校可以在课间，

课中和课后组织学生集体参加毽球运动，可以将毽球运动纳入体

育课的考核当中，也可在学校开展毽球的比赛，提高学生对毽

球运动参与的积极性。

4.2毽球运动进社区

社区是人们生活居住的场所，是最方便休闲娱乐的场所，

社区人口密集，居民的年龄跨度也比较大，很有利于社区居民

间毽球运动娱乐和交流，但是社区也是毽球运动的开展最缺乏的

地方，为了毽球运动的有效开展，毽球运动进社区则是比不可

少的，毽球运动不受场地的限制，可单人玩也可多人玩，非常

适合在社区当中开展，因此可建议社区的委员会重视毽球运动的

作用，政府等相关部门可以与社区的委员会合作，通过社区委

员会这个渠道加强对毽球运动的宣传和推广，并组织一些于毽球

运动的活动，从而推动毽球运动在社区间的有效开展。

4.3增强线上线下宣传力度

互联网和影视产业的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和巨大的改变，我们的很多的相关知识信息都能够从网络上获

取，通过互联网的推广来提高某项运动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已成为

人们必不可少的手段。所以我们可以利用，抖音，微博，公

众号消息推送，新闻头条，社区群等的方式加大对毽球运动的

宣传力，但对网络熟练运用的大多是还是青少年，青年和中年

这些人群。这对于年纪稍大些的人却并不是非常的有效，而毽

球运动是老少皆宜的，基础群众是来自于不同年龄阶段的人，

因此线下的宣传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线下可联系居委会，

通过与居委会的合作，以社区为单位发放宣传手册等推动毽球运

动开展。

5  结论

毽球运动对人的身心健康具有多重功效，因其不受场地的制

约，可随时开展活动，但是毽球运动在开展过程中还是面临着

众多的问题，与参与群众的年龄，性别，自身因素和外在因素

密切相关，但针对赣州市章贡区区域的开展情况，也提出了一

些有效的建设性意见，推动毽球运动进校园，毽球运动进社

区，培养专业的指导人员和加大政府的财政投入，举办毽球花

样比赛，增强线上线下宣传力度，毽球运动公益培训等举措，

若将举措落实到位，才能够解决好毽球运动开展中存在的问题，

才能够有效的推动毽球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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