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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在中国经济持续劲升的形式下，中国文化也在世界

逐渐蔓延开来，龙舟运动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的一份子，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热捧。厦门市位于中国的东南

地区，处于福建的东南端，与台湾隔海相望，属于亚热

带海洋性气候。经济基础和气候为龙舟运动的发展提供

了有力条件。厦门集美村是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

生创办，于 2006 年举办的嘉庚杯敬贤杯海峡两岸龙舟

赛，为厦门高校龙舟运动奠定了浓厚的文化基础。华侨

大学作为厦门高校龙舟运动的领头羊，拥有国务院侨办

中华才艺龙舟培训基地，具备优质的资源。在高校龙舟

培训基地中，具有代表性。

一、龙舟队的队伍组成模式

高校具有培养人才，发展科技，服务社会的职能，

是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场所。华侨大学作为侨务办直

属高校，秉承‘为侨服务’的办学宗旨和‘汇通中外，并

育德才’的办学理念，积极的开展了龙舟选修课，这不仅

传播了中华传统文化，也为龙舟队的选拔打下了基础。其

次通过龙舟社团面向全校的纳新，其成员覆盖大一至大四

以及研究生。其主要组成以大一大二的学生为主。大三及

以上的学生学习时间紧迫，没有较大的精力投入龙舟训练

之中。该校龙舟队总教练隋文杰老师原是国家皮划艇队队

员，且接受过由国家龙舟协会举办的第一批龙舟教练员培

训，是厦门地区唯一一位具有龙舟专业背景的教练。

二、龙舟队的管理模式

龙舟运动属于水上团体传统体育运动，不同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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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项目，其在管理模式上存在于一定的差异。因龙舟

运动是新兴起的体育项目，在水中进行训练的特殊性，

需加强其安全意识的培训。学校设有在全国高校中较为

先进的陆地龙舟池，训练湖，健身房，在教练的精心的

安排下，学生在课余时间进行系统的训练。随着龙舟队

的不断壮大，其影响力越来越大。通过比赛产生的杠杆

作用，促进学生刻苦训练的自我发展模式和学校运营的

管理模式。

三、资金投资

华侨大学作为国务院侨办中华才艺龙舟培训基地，

投入巨资建造了世界领先水平的龙舟训练馆、训练湖和

购买了先进的训练设备。这得天独厚的资源为龙舟运动

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该校领导也很注重龙舟运动的开展，

意在培养大学生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是

厦门首个开展龙舟选修课的学校。

四、龙舟队发展面临的困境

1. 比赛较少，缺少激情

比赛能够发挥其杠杆作用，激发学生拼搏的精神。

根据调查了解到华侨大学最近几年参加的比赛有：中华

龙舟大赛，嘉庚杯敬贤杯海峡两岸龙舟赛，福建龙舟省

运会，海上丝绸之路龙舟赛，以及端午节前后的一些邀

请赛等。2018 年中华龙舟大赛改革，龙舟竞技运动竞争

程度迅速凸起，龙舟小船需要进行晋级比赛的淘汰赛，

很多高校无法登上比赛的舞台，这无疑给高校龙舟带来

了很大压力。参赛太少，缺乏比赛经验和激情，据亲身

体会和调查发现，经过大赛的磨练后，队员之间的感情

迅速提升，训练激情大大提升。

2. 学校龙舟队竞技比赛定位不高

华侨大学作为侨办学校，在传播中国的传统的文化

较为突出。传播龙舟文化也是该校的目标。学校创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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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才艺龙舟培训基地，不仅丰富了学校学生课外活动，

而且每年接待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他们感受龙舟的魅

力，进而传播龙舟的文化。近几年龙舟竞赛的迅速发展，

使得龙舟的比赛尤为激烈。然而，华侨大学参加比赛的

学生几乎都是普通学生，身体素质偏差，较难在比赛中

夺得很突出的成绩。学校定位以文化传播为主，竞技比

赛为辅。

3. 队员更新太快，纳新不足，女队尤为突出

访谈华侨大学四年的老队员了解到，每年龙舟队员

的纳新人数都不太理想。首先，华侨大学厦门校区专业

学科偏向于理工类专业，女生基数较小，这对女队的纳

新造成很大的阻扰。平时作业繁重实验较多没有较多的

时间和精力投入龙舟的训练之中。再次，龙舟运动不同

于其他运动，对队员意志品质要求较高，加上在水上运

动容易晒黑等原因，缺乏吃苦耐劳精神的学生，即怕累

又怕晒黑，因此不会选择龙舟运动。

4. 学训矛盾

在高校中无论哪个运动项目都存在学训之间的矛盾。

训练必会对学习产生一些影响，尤其龙舟运动训练的特

殊性，天气影响很大，无论是酷暑还是寒风凛冽，不管

是刮风还是下雨，都会训练，需要很强的意志力，加上

学习比较繁重，训练完就得去学习，时间的紧凑，一般

换个衣服头发都来不及吹干就跑去教室上课。这对于理

工类的龙舟人造成很大的困扰。龙舟队员在期末考试中

并没有加分政策，这无疑是最大的阻扰。

5. 学生的龙舟运动基础薄弱

龙舟运动越来越趋向职业化，对龙舟的技术要求也

越来越高。所以对于技术动作的要求也是精益求精。队

伍的组成部分几乎都是普通学生，身体素质普遍较差，

加上以前从未接触过龙舟运动，在较短的时间掌握龙舟

技术，还要接受一些较为系统的训练，对于很多同学来

说较为困难。最为重点还是身体素质偏弱，太大的负荷

量队员难以承受，只能循序渐进的一点点加强度。在高

校中培养一个普通生需要一年多的时间，培养好又面临

毕业更换等问题。

6. 队员的就业问题

由于参加龙舟训练比赛的学生几乎都是理工生，他

们毕业后大多数并没有继续从事龙舟运动，而是继续读

研或者从事自己本学的专业。虽然龙舟运动并没有给他

们带来很实际的作用，但是，据调查发现参加过龙舟训

练比赛的队员对于母校、对于龙舟有深深的感情。他们

身上具有一种坚韧不拔的龙舟精神，给他们的工作和学

习带来了极大地好处。他们会有意的观看龙舟比赛，了

解一些赛绩，对于龙舟的情怀贯彻终身。

五、龙舟队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1. 借助校园文化建设，加大龙舟运动文化宣传

通过在校园举办的各种活动中把龙舟这种元素加

进去，培养学生对于传统体育龙舟文化的兴趣，使学

生能够参与到有关龙舟的活动中去，切身的去感受龙

舟这种传统文化所带来的魅力。学校也可以举办有关

龙舟知识的有奖竞赛，在端午节前后举办全校龙舟比

赛。通过校园音频，校园公众号，宣传有关校园龙舟

队取得的佳绩，鼓励学生参与龙舟队的训练。通过亲

自参与龙舟比赛，感受锣鼓下的龙舟运动，感受龙舟

文化所蕴含的龙舟激情，不仅能丰富课外体育活动还

能传播龙舟文化。

2. 打造高校龙舟运动的品牌效应

学校要鼓励学生参加龙舟比赛，并且要为他们参加

比赛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这样，能使学生通过竞赛

形成的独特的龙舟文化，进而打造自己学校的龙舟效应。

一步一个脚印的坚持走，不论是在培训中激发学生的龙

舟情怀，还是在参与比赛带来的龙舟品牌效应，我们都

要坚持的走下去，相信，只要坚持就一定形成高校龙舟

运动的品牌效应。

3. 加强女子龙舟队的发展

华侨大学厦门校区专业的特殊性，给女队的纳新带

来的困扰，学校要多花精力在女子龙舟队的培养上，加

大对女子龙舟的重视，使女子龙舟队与男子龙舟队处于

同等的位置。学校前期要加大女子龙舟队的成员，后面

再实行训练淘汰制。对龙舟运动有兴趣的女生专门开展

前期龙舟运动文化的教育，加强对龙舟这种运动的兴趣，

使其真心喜欢这项传统运动。这样，她们在这项运动中

才能找到自己的归属感。学校还可以组织队员带去奖牌

室观赏，培养她们的荣誉感。观看学姐精彩的比赛视频，

进行龙舟运动实践训练，深刻体验龙舟运动。

4. 建立完善的训练激励制度，解决学训矛盾

学校应该加大对龙舟运动的奖励力度，出台一些激

励政策。比如，早训提供队员早餐，每次训练给予补贴；

参加龙舟比赛的队员在评优评先中加分，在期末考试中

也有另外的加分政策等。只有出台激励性的政策才能真

正的解决龙舟训练中的学训矛盾。

5. 利用比赛，发挥竞赛的杠杆作用

比赛在竞技体育中产生的作用至关重要的，运动竞

赛是竞技体育最直观表现形式，是联系竞技体育所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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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的核心素要。通过运动竞赛，不仅可以检验，展示运

动训练效果，而且，赛后还能进行队伍的交流学习，改

进和提高训练手段。

六、总结

龙舟运动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体育项目，它不仅

能够陶冶各民族人们高尚的情操，还能极大地激发人

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和中国民族的凝聚力。随着龙舟运

动进入校园，龙舟文化得以广泛传承与发扬。龙舟运

动不但丰富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增强学生团结协作

意识，而且对增强中国民族凝聚力有着十分广泛而深

远的意义。虽然龙舟运动进入校园面临着一些挑战，

但我相信，凝聚师生的共同努力一定会呈现出一片生

机勃勃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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