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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体育运动发展策略研究分析

官　猜

( 长江大学教育与体育学院　湖北　荆州　434023)

摘　要：我国的体育事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受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在各个方面的投入力度上也有着明显的提升，这也使得我国的体育事业

有着较大程度上的发展。而在北京奥运会的促进下，再加上近年来公众的健康意识有着明显的提升，也使得体育事业得以进一步发展，在

传统体育运动的基础之上，新兴体育运动项目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促进了我国体育事业朝向纵深化发展。本文分析新兴体育运动的含义，

指出新兴体育运动项目发展现状，并提出新兴体育运动发展策略，旨在为今后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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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s	sports	industry	has	been	paid	more	attention	to,	and	its	investment	in	various	
aspects	has	also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which	also	makes	China’s	sports	industry	develop	to	a	greater	extent.	With	the	promotion	of	the	Beijing	
Olympic	Games	and	the	obvious	improvement	of	the	public’s	health	awareness	in	recent	years,	the	sports	cause	has	been	further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traditional	sports,	the	number	of	emerging	sports	events	is	also	increasing,	which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ports	caus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aning	of	emerging	sports,	points	out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emerging	sports,	and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emerging	
sports,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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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下，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明显的提高，人们的
物质生活水平也有着较大程度上的提高，也使得人们对于健康的关
注度不断增加，体育事业在当下迎来全新的发展局面。而随着赛事
经济的发展，传统体育运动在当下也得以不断创新，轮滑、攀岩以
及滑雪等新兴体育运动项目在当下的受众范围不断扩大，满足了人
们对于健康以及锻炼的要求。

1. 新兴体育运动概述

1.1 含义
新兴体育运动项目在传统体育运动项目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

从其含义来看，其指的是一些能够体现现代体育发展特征，在传统
体育运动项目运动性特征的基础之上休闲性以及娱乐性特征更为明
显，在刺激性以及时尚性上更强的体育运动项目 [1]。

1.2 意义
1. 树立人们终身锻炼意识
在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促进下，人们对于健康也更为关

注，除选择健康食品之外，体育锻炼在当下的普及率也不断提高。
而在传统体育项目的基础之上，新兴体育运动项目在当下不断出现，
拓宽了人们的选择空间，也使得体育锻炼的受众范围不断扩大。由
于新兴体育运动项目在娱乐性以及刺激性上更强，深受人们的喜爱，
使得人们在参与的过程中树立起终身锻炼意识，并在锻炼的过程中
提升身体素质，培养坚强的意志品质。部分新兴体育项目需要一定
的协作性才能完成，也使得人们在参与的过程中树立合作意识，提
升人际交往能力 [2]。

2. 丰富人们的业余生活
新兴体育项目的出现，使得公众的运动有着更为广阔的选择

空间，更使得人们的业余生活得以进一步丰富。在传统体育项目中，
其仅局限在线下锻炼进行，部分群体尤其年轻群体，尽管其有着强
烈的锻炼需求，但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很难抽出时间来进
行线下的锻炼。而新兴体育项目由于转变了传统体育项目仅能在线
下进行的局限性，线上体育项目也有所发展，如电子竞技等，可使
得公众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即可参与，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也是
今后体育事业发展的主要方向 [3]。

3. 符合时代发展潮流
我国老龄化进程在不断加快，对于医疗服务的需求有着明显

的提高，而在社会发展的促进下，体医融合在当下也在快速的推进
中。而在体育融合的促进下，新兴体育运动开始与医养等健康产业
进行了融合，从重视疾病出现之后的治疗转变为重视疾病的预防，
健康中国理念在各个领域中均被广泛应用。而在新兴体育运动中，
越来越多的地区开始尝试将其与健康产业进行结合，打造围绕运动
以及健康的产业发展态势。同时，在科学技术发展的促进下，人工
智能技术以及大数据技术也开始被运用在体育事业中，转变了传统
盲目运动的局限性，可实现运动的过程中实时监测运动情况以及健
康情况，并生成运动记录，利用大数据技术来进行自动分析，并为
公众制定出更为科学的运动方案。由新兴科技所助力的新兴体育运
动符合时代发展潮流，更为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4]。

2. 新兴体育运动项目发展现状

2.1 缺乏政策支持
在新兴体育运动项目的发展中，由于其涉及到的内容较多，

需获取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的支持才能实现。但由于新兴体育运动项
目在近几年才出现，发展尚不成熟，我国尽管已经出台了相关的政
策文件，但从整体上来看，有关新兴体育运动项目的内容仍旧不完
善。尽管我国对于体育事业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均较大，但在政
策扶持上，当下依旧以传统体育项目为主，新兴体育项目的政策扶
持不足。对于为新兴体育发展而成立的相关社会组织，我国当下也
缺乏扶持政策以及优惠政策，如土地优惠以及税费优惠等，这也使
得这类社会组织在发展中成本投入较大，影响其成立积极性，也在
一定程度上对新兴体育运动项目的发展造成阻碍 [5]。

2.2 缺乏相关保障
在过去，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在生产力水平上不高，

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也较低，尽管国家在大力推动体育事业的发展，
但公众对其重视程度较低，参与积极性不强。在改革开放之后，我
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公众除物质生活水平提升之外，在文
化素养以及思想认知程度上也有着明显的提高，对于体育运动的参
与度和要求均有着明显的提高。但从我国在体育事业上的投入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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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仍旧仅停留在政策的层面，法律层面上的保障不足，这也使得
部分地区对于体育事业仍旧存在重视不足的情况，直接导致其在资
金投入上不足，在设备设施的投入上也存在力度不足情况。由于新
兴体育运动项目相较于传统体育运动项目来说对于设备器材的要求
更高，一旦缺乏资金上的保障，将使得其在设备器材上的装备力度
不足，影响人们参与积极性 [6]。

与此同时，由于新兴体育运动项目在刺激性上有着明显提升，
在丰富人们体验感的同时也增加了人们在参与过程中的危险性，出
现意外事件的几率较高。由于新兴体育项目在保障上并不完善，更
增加纠纷事件的出现几率，也影响了新兴体育运动的发展。

2.3 普及率不高
新兴体育运动尽管在当下的发展速度较快，但从整体发展来

看，由于政策保障并不完善，再加上新兴体育运动在宣传和推广力
度上的不足，使得部分群众对其认知程度较低，也限制了其参与。
同时，由于部分新兴体育运动项目属于冷门项目，社会认知度较低，
在商业经营上较少，并且需要大量的成本投入才能保障其顺利开展。
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导致普通群众承担不起高额的
体育运动消费，也使得其参与积极性下降。还有部分新兴体育运动
项目对于设备器材以及场地均有着较高的要求，在发展的过程中需
要参与者投入大量的金钱才能进行，也限制了其进一步发展，使得
新兴体育运动项目的受众范围较为狭窄 [7]。

3. 新兴体育运动项目发展策略

3.1 做好政策支持
积极发展新兴体育运动项目可丰富群众的业余生活，更满足

群众的锻炼需求，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对于
政府以及相关部门来说，需提升对于新兴体育项目的重视程度，做
好政策上的支持，提升新兴体育运动的发展水平。而在具体的实施
中，需将以人为本的理念渗透到发展以及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围绕
公众需求，尊重公众的创造精神，做好发展成果的共享，重视激发
公众的主观能动性。由于当下公众对于新兴体育运动项目的需求也
更为多样化，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也需做好产业创新工作，并在
政策上予以保障，提升服务水平，并利用宏观规划以及微观保障的
方式来使得新兴体育运动项目朝向创新趋势发展。与此同时，由于
我国幅员辽阔，受自然地理以及人文地理的影响，我国不同区域在
发展上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可结合地域发展优势，利用已有的资
源，增加新兴体育运动项目类型。由于不同地区的公众对于体育运
动项目在选择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需将
各种因素均纳入到考虑范围内，提升政策制定的适用性 [8]。

与此同时，为激发公众参与到新兴体育运动项目的积极性，政
府还需出台支持政策，促进新兴体育运动项目在形式上的创新，满
足人们多元化的运动需求。在具体的实施中，可立足于整体来进行
规划，做好城乡地区以及基层地区的产业布局，引导基层群众参与
到新兴体育运动中，并利用政策保障使得群众参与过程更为有序且
合理，夯实新兴体育运动的群众基础。而在发展方式上，也需对新
兴体育运动项目进行升级，可将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渗透在体育运动
中，提升其科技化含量，使其更为符合群众锻炼要求。为保障新兴
体育运动的顺利发展，还需做好监管工作，可利用政策法规等方式
来开展监管，提升新兴体育运动发展的规范性，为其营造出健康向
上的发展环境。

3.2 做好资金保障
针对在新兴体育运动发展中存在的保障力度不足，资金投入

较少的情况，也需在各个方面上做好保障工作。在具体的实施过程
中，首先需对现有运动场馆进行升级改造，增加有关于新兴体育运
动项目所需的器材，并增加现代化的设备器材。还可建立现代化的
场馆，用来解决原有场馆在场地布局上的局限性。由于建设新场馆
以及改造原有场馆对于资金的需求量较大，除财政进行拨款之外，
还需做好社会资本的吸引，可由政府出面作保，利用政策优惠以及
补贴等方式来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到体育场馆的转型升级以及新场馆
的建设上，缓解地方财政压力，更为新兴体育运动的发展做好物质
层面上的保障 [9]。

3.3 加大推广力度

为提升新兴体育运动发展水平，除在政策以及资金上做好保
障之外，还需加大对其推广力度，提升公众对其认知程度，转变部
分群体认为新兴体育运动科学性不强的局限性，激发公众参与积极
性。首先，可成立新兴体育运动项目的社会组织，利用社会组织群
众基础较好，且辐射范围较广以及导向作用较强的优势进行推广，
将体育运动爱好者聚集起来，为公众参与到新兴体育运动项目中提
供平台，带动新兴体育运动项目的发展。

其次，还可利用在教育阶段进行推广的方式进行。随着素质
教育的不断推进，体育学科在教育中的受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但由
于受到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学校在开展体育教学的过程中仍旧以
传统体育项目为主，教学内容单一且教学模式单一，均限制了体育
教学质量的提升。而在新兴体育运动的发展中，可将其引入到校园
中，丰富传统体育学科教学内容，更促使教师的教学模式不断创
新，激发学生参与热情。对于学校来说，需做好学生学情的分析工
作，并结合学校的资源引入适合学校以及学生发展的新兴体育运动
项目，并做好校本课程的开发，积极构建“一校一品”的特色体育
品牌学校，拓宽新兴体育运动的发展范围 [10]。

最后，针对新兴体育运动项目在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形成商业
化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可利用拓宽其发展领域的方式进行，提升其
推广效率。由于新兴体育运动在特色上更强，文化内涵上有着明显
的提升。在实现其商业化发展的过程中，也需强化对于其文化特色
的凸显，使得公众在参与的过程中更好的体会其文化内涵。还可利
用产业融合的方式来促进新兴体育运动的发展，使得其在发展的过
程中呈现出多元化的业态，除将其与文化产业进行融合发展之外，
还可将其与健康产业以及旅游产业进行融合发展，提升其附加值，
打造新兴体育产业的完整发展体系，更好的满足公共需求。更可在
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将其与传统体育运动进行有机结合，丰富公众的
参与感受，为其提供更为多元化的体育服务，进一步提升公众的锻
炼意识，更实现传统体育项目在新时期内的创新发展。

结语 ：新兴体育运动的出现促进了人们终身锻炼意识的树立，
丰富了人们的业余生活，更符合社会发展潮流，有着极为积极的现
实意义。但由于新兴体育运动项目出现时间较晚，发展并不成熟，
在政策和资金上均缺乏保障，且普及率不高，也限制了其进一步推
广。为最大限度的发挥其积极作用，需做好政策上的保障，加大资
金投入力度，并做好新兴体育运动的推广工作，保障新兴体育运动
项目的快速发展，提升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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