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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州砚山县气排球运动开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李仕飞 

（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云南昆明  650500） 

摘要：气排球运动在社会发展迅速的今天，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和关注，发展空间十分巨大。本文综合运用数理统计、问卷
调查法等方法，对文山州砚山县气排球运动的普及和发展现状进行调查，从不同角度找出文山州砚山县气排球运动发展中的成功经
验以及限制条件，为气排球运动在该地的全面普及和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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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排球是一项土生土长的中国运动，其产生了上世纪的铁路工

人之中，由于种种特点受到了很多人群的青睐，文山州砚山县气排

球运动开展现状及对策的研究，对于推动全民健身计划和激发大众

健身兴趣等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文山州砚山县参与气排球运动的人群为主要研究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根据论文需求，通过互联网进入到云南师范大学官网，再进入

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等数据库或者到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书室

收集和整理一些需要的文献资料或通过各类权威报刊、杂志、报告

等途径获取资料来源。 

1.2.2 问卷调查法 

制定关于场地器材、气排球队伍数量、赛事的举办频率、参与

人群的年龄结构特征等情况的问卷，数量为 200 份，然后到砚山当

地俱乐部、企事业单位、体育场馆等地方或者通过网络互动的方式

将其发放给人们进行填写。 

1.2.3 数理统计法 

通过回收回来的问卷，运用 excel 等其他数据整理软件，将收

集来的各种数据进行各种综合全面的分析，从而获得第一手的研究

数据。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文山州砚山县气排球运动开展的现状 

2.1.1 文山州砚山县气排球运动参与人群调查分析 

通过问卷的回收以及数据的整理，发现对于砚山县气排球运动

参与者的性别比例大致是相等的，男女比例分别为 53.23%和

46.77%，差别并不大，其原因还是由于气排球运动本身的特点，这

项运动对参与者体能、技战术都没有十分严格的要求，适合于男女

性别的人群参与，故男女比例差别不大。 

在对调查对象的问卷回收中，在砚山县气排球运动参与人群

中，学生人数占比为 22.39%，自由职业者占比为 21.39%，占比最

多的是企事业单位职员，达到了 56.22%，由此说明了其中大部分气

排球参与者都是企事业单位的职员。追其原因，还是因为在企事业

单位工作的人有更多的机会和时间去参加这项运动，而学生和自由

职业者之所以占比很少。是因为学生大多都是忙于学业，而自由职

业者往往由于生活、工作压力较大，业余时间少或是没有机会去接

触这项运动。 

2.1.2 文山州砚山县参与气排球运动的动机的调查分析 

由调查可知，砚山县气排球参与者的参与动机主要有休闲娱

乐、锻炼身体、社交需求、完成单位及上级交给的任务四个方面。 

其中占比最高的是锻炼身体，提高运动能力的。出于此目的参

加气排球运动的参与人数高达 150 个，占比 74.63%。不难看出，在

提倡全民健身的背景下，很多人越来越重视体育锻炼，越来越认识

到运动对于生活的重要性。因此，出于此目的参加气排球运动的人

数自然是最多的。 

此外，也有很多人参加气排球运动是因为出于消遣空闲时间，

休闲娱乐的目的。人数为 121 个，占到了 60.2%。随着社会经济的

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很多的人有了更多的休闲时间，

加之气排球这一项运动对于身体素质以及技战术要求不是很高，很

多人就愿意参加到气排球运动之中。 

最后，还有少数的人是出于社交需求和完成上级任务的动机而

参加气排球运动的。分别占比为 26.37%和 16.92%。很多人自己本

身对这项运动没有多大的兴趣，但是由于朋友约或者单位上级为了

响应上级部门而要求参加的。 

2.1.3 文山州砚山县气排球运动场地器材情况调查分析 

通过实地调查，可知当地气排球参与者参与气排球运动的主要

场所有学校场地、街道社区场地、企事业单位场地以及当地的综合

体育馆。总的来看，分布都相差不大，分别为 23%、22%、28.5%、

26.5%。企事业单位和综合体育馆相对占比高一点，另外两项则占

比低一些。 

但另外，在对于气排球场地是否能够满足活动需求的调查中，

虽然认为基本满足和基本满足的人数占比超过了 50%，但是认为不

能满足的人数占比仍然占到了 41%。追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其一是因为参与这项运动的人数太多，而当地气排球场地稀

少，因此很多气排球参与者想参加比赛而场地不够。 

2.1.4 文山州砚山县气排球运动赛事状况调查分析 

通过调查可得知，砚山当地气排球参与者在参加气排球运动比

赛时，主要通过以下途径进行参赛，分别为自发组织赛事、政府部

门组织赛事、当地气排球组织或协会组织赛事和企事业单位组织赛

事。 

其中占最多的是自发组织的，达到了 62%。政府体育部门组织

占 35%，当地气排球组织或协会占 36.5%，企事业单位组织的占

54.5%。根据以上数据的分析，可得知在砚山当地，很多气排球参

与者在参与气排球运动时，参加气排球爱好者自发组织的比赛的人

数最多。因为相对于其他的组织方式，自发组织对于大多数的气排

球爱好者来说十分方便、接地气。 

其次是参加由企事业单位组织的，在当地，很多企事业单位每

个月都会组织一次单位内部的气排球比赛，用于促进和谐的工作环

境和加强同事之间的情感交流。另外，当地的相关体育部门也会在

每个季度的季尾，组织当地的各个企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的气排球爱

好者进行比赛。因此，很多人就能够直接或者间接的参与到这项运

动中。 

而参加由政府体育部门和气排球组织或协会组织的比赛的人

数较少。其原因是因为当地这些部门或组织举办赛事的周期太长，

次数太少，基本都是年底、年初、季尾或者什么大型节日活动才有

举办赛事。因此，很少有机会通过这种方式参加气排球运动。 

2.2 文山州砚山县气排球运动发展的影响因素 

2.2.1 场地和器材 

场地、器材等基础设施的数量是否充足，直接决定了这个项目

的开展、推广和发展，也必然会影响到人们对该项目的参与。而通

过调查数据研究表明，83%人认为砚山县的气排球场地和设施都是

十分稀缺的。专业的气排球场地只有当地新建的综合体育馆内有，

砚山若干所高中和企事业单位内都没有专业的气排球场地，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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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用羽毛球场地改过来的。 

2.2.2 专业人才 

气排球在砚山当地作为一项新兴的运动，如果缺乏经验丰富、

技战术全面的参与者，就很难提高人们整体的实力和促进这项运动

的发展。根据调查数据表明，砚山当地 72%的参与气排球运动的人

都认为专业人才的稀缺，直接或间接的制约了气排球运动在当地的

发展。 

另外，砚山当地在教练员与裁判员方面也是缺少专业的人才。

如果在比赛时没有或者缺少专业的裁判员，就会造成裁判员执裁水

平参差不齐，对规则的理解各有不同，造成对技术动作的要求不统

一。由此，就会直接影响到比赛的公平性和观赏性，从而降低了群

众参与的积极性，阻碍气排球运动在当地的发展。 

2.2.3 相关部门的重视程度 

根据调查显示，62%的气排球参与者都认为相关部门的重视程

度影响到了砚山县当地气排球运动的发展。近几年来虽然当地大力

提倡全民健身的政策、鼓励支持人们运动起来，虽然人们也开始动

起来了，但现状是很多人都喜欢去健身房、篮球场、广场散步或者

广场舞，很少有人了解气排球这项运动。主要原因就是相关的部门

对于气排球这项运动也不是很重视。 

更多时候都是提倡人们多到当地的公园去散步、跳广场舞、打

篮球，对于这些方面的协会和赛事也是更加侧重。如果相关的体育

部门对气排球运动不给与足够的重视，组织气排球比赛或活动的积

极性不高，并且缺少推动气排球运动的机制和政策规划，就会造成

极少活动大多时候都是自发组织或为了完成上级比赛任务而临时

开展，没有形成常态化，市民的主动参与积极性不高，投入也较少，

在宣传方面力度不够，甚至没有，也将会制约气排球运动的推广。 

2.2.4 当地气排球文化氛围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影响砚山县当地气排球运动发展的因素还

包括当地的气排球文化氛围，占比达 53%，因为缺少相应的气排球

文化，导致了人们对气排球认识不深入、不了解。根据调查，在 200

名气排球运动参与者中，不太了解和不了解的人数占比占到了总人

数的 33%，这仅仅还是对气排球参与者的调查，如果是针对普通民

众进行调查的话，将存在更多不了解气排球运动的人群，由此可以

反应一个问题，当地气排球文化氛围不是很好，从而导致很多人不

了解这项运动。因此很多人对于气排球存在着一定的偏见，尤其是

一些相对年轻的人，认为这是老年人的运动。这样的偏见就大大影

响到了气排球运动的发展。 

2.2.5 媒体宣传力度 

此外，如果缺少媒体的宣传，这项运动也很难进入大众的视野，

让大众所熟知。而根据调查表数据显示，48%的气排球参与者认为

媒体的宣传力度不到位直接影响到了当地气排球运动的发展，如果

只是通过一些小型的比赛，很难让气排球这一项运动缺乏吸引力。

换句话说就是非正式比赛的社会关注度不高，比赛中仅仅只有参与

者自己乐在其中，对周边人群没有任何影响。 

2.2.6 惰性使然 

最后，研究显示影响砚山当地气排球运动开展的因素还有惰性

使然，这一点占到了 38%。很多人由于平时工作和生活压力大，到

了周末或者其他的业余时间，很多人都是习惯性的选择传统的娱乐

方式去消遣时间，如在家睡觉玩手机、出门和朋友聚会等，而不想

去参加这项运动。 

3 结论与对策 
3.1 结论 

3.1.1 在砚山县气排球运动参与人群中，男女比例是大致相同

的，而且很多都是各大企事业单位的职员，年龄层次中中年人占比

最多。 

3.1.2 在气排球运动的参与动机中，其中占比最多的是锻炼身体

和打发时间的。此外，还有一部分人群是出于交际需求或者为了完

成上级领导布置的任务而参加的。 

3.1.3 在砚山县大多数气排球爱好者在参加这项运动时，基本都

是到学校场地、企事业单位场地、社区街道场地或者综合体育管场

地进行的，但是总的来说，场地数量是远远不够的，还是不能够满

足很多气排球爱好者的需求。 

3.1.4 在对砚山县气排球运动赛事开展的调查中，很多时候都是

由气排球爱好者自发组织的，另外，也存在部分政府体育部门组织、

地方气排球协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内部或之间组织的。当地一些大

型赛事的举办周期很长，达不到普及这项运动的作用。 

3.2 对策 

3.2.1 加大对于气排球运动的宣传力度 

气排球运动是一项集休闲与健身功能与一体的运动，可以将其

推广到当地的各类学校、社区、企事业单位以及农村地区。此外，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成分，

为推广和普及气排球运动。当地相关部门可以充分运用网络大数据

的资源，推出“互联网+气排球”的发展模式，将互联网与气排球

进行有机地融合，从而提高群众对气排球的认知及情感。 

3.2.2 加强大型赛事的举办力度 

无论是何种运动，比赛都是最能提高群众兴趣、激发群众热血、

提高群众对这项运动了解的方式。为提高当地群众对气排球的喜爱

与了解，提高气排球运动的推广力度，当地政府应积极参与其中，

组织不同层次的气排球比赛。 

比如在企事业单位中，政府相关下属部门应参与其中，要求企

事业单位在适当的周期进行一些气排球运动的比赛，可在单位之

间、也可在不同企业之间，并根据情况适当地给一些奖励，以此推

动企事业单位员工对气排球的喜爱。 

此外，也可以通过一些小型的正式比赛，借助某些特殊的时间

节点来组织气排球运动比赛，比如在国庆节组织“迎国庆气排球巡

回赛”，或是在劳动节组织“劳动节气排球比赛”等等，以此来促

进气排球运动的发展。 

3.2.3 加强气排球运动的场地基础建设 

根据调查，目前砚山当地气排球运动的开展很大程度上受到场

地设施的限制，很多比赛都因为无法找到合适的场地而搁浅，很多

企事业单位在进行这项运动时，都是将羽毛球场地直接改过来就使

用的。 

因此，要想发展气排球运动，就必须从场地基础设施上着手，

如可以在小区、公园、体育场等公共区域建设少量的气排球运动场

地，或者在一些空地上设置简单的气排球场地，以供一些业余的气

排球爱好者使用。 

此外，还可以通过租赁的方式，让一些有气排球场地的企事业

单位或者专业的运动场馆对气排球场地进行对外租赁，以供气排球

运动爱好者进行使用，由此，就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场地资源紧

缺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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