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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体育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发展对策研究

——以上饶玉山板灯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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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时代发展至今，传统文化也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发生了迅速的变化，民俗体育的发展定会对青少年产生影响，这种变化是不容忽视

的，要密切关注。民俗体育在当代的大潮中如何更好的促进青少年社会化发展，发挥民俗体育自身的优势，在青少年发展和文化建设中贡献

力量。本文以玉山县民俗体育板灯为例进行调查研究，为促进民俗体育和青少年和谐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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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体育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每个地区都

有自己特有的地域文化和风俗，也很有可能是当地的精神信仰，随

着社会的进步，民俗体育在这种环境下存在的空间受到大大的挤压。

如何将现存的民俗体育在现代化建设中得到更好的发展与保护，就

成为了每个中华民族儿女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更是每个中华民族儿

女光荣的使命。作为祖国未来的建设者，青少年的肩上背负起传承

民俗文化的重担，青少年就是中华民族新鲜血液，在传承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民俗文化中，青少年有着不可替代作用，有承上启下的传

承与传播作用，特别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梦的进程中，民俗体育更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在青少年发

展和文化建设中贡献力量。

一、民俗体育的内涵及分类

我国已有多人对民俗体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分析，并探讨了

民俗体育在我国的发展现状以及未来发展的趋势，多个地区民俗体

育在新时代发展的背景下，已逐步淡化，甚至消失到无人问津。民

俗体育是一个区域人民的精神寄托和信仰，见证了一个区域的历史

演变进程。民俗体育的定义是：民俗体育是在民间的人民对生活产

生的需求，通过劳动等形式表达，具有一定参与性、组织性、规模性、

游戏性、生活性的体育活动，它强调的是人们对生活的精神寄托。

民俗体育既是一项体育活动，更是一精神文化活动。它在一定

区域可以被人们共同感知并且是人们认可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统一，

其中民俗体育分为三类：文化的自信、文化的认同和文化的自觉。根

据当地每个学校都有着自己独有的特点以及实际情况，利用科学的，

通俗易懂的方式将具有潮汕特色的民俗体育进行开发，并尝试将其

引入校园，不仅增加了学校体育活动项目的多样性，促进民俗体育

和校园体育有机融合，还能够培养学生学习兴趣，了解家乡从古至

今流传下来历史文化，拓宽学生文化视野，学生在锻炼身体的同时

能了解更多的民俗文化，使民俗体育和青少年以另一种方式相识相

知，使民俗体育得到更好发展。

二、民俗体育对青少年的影响

民俗体育是一个象征性的民族文化体育，他在民族中起着桥梁

的作用，凝结了民族人民团聚的心。民俗体育经历过历史的摧残，

岁月的洗礼，保留至今，可谓是民族人民对民俗体育的保护有加，

对于当今的青少年，对民俗体育的参与应当倍加积极，民俗体育是

一项运动，参与民俗体育的青少年具有以下积极影响：

（一）增进历史文化知识

参与民俗体育的青少年会受到传统文化的抨击，传统的民俗体

育活动具有深深的历史遗留痕迹，青少年接触民俗体育将会对传统

文化进行了解，了解更多的前辈故事，了解板灯的传承历史。

（二）增加集体意识

团结一致才能取得成功，青少年若能从小受到民俗体育这般团

结气氛，成长的道路也会更加平坦。在生活上遇到任何问题，都能

够想到体育人顽强不屈，与人相处互相理解互相帮助，与队友团结

一致，共同达成目标，成功路上这些精神必不可少。

（三）广交益友

积极参与民俗体育，培养热爱民俗体育精神，在参与民俗体育

当中，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在其中，都说朋友多了路好走，有着共同

爱好的朋友在生活中能带来不少的生活乐趣。

（四）改善心理健康

体育运动可以让体液增加代谢率，可通过民俗体育运动宣泄生

活中遇到的烦心事，出一场大汗淋漓的汗水，加上痛快的呐喊声，

将生活中遇到的所有困难和不快全部发泄出来，给自己的内心增加

快乐，减少痛苦。

（五）促进身体健康

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是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青少年处

于青春发育期，适当的参与民俗体育锻炼可使青少年身体机能增强

抵抗力，加快新陈代谢，促进骨骼健康生长。提高青少年普遍身高，

拥有健康体魄。

（六）挖掘优秀运动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民俗体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

视，全国性民俗体育运动会、省、市级运动会、全国少数民族体育

运动会此起彼伏，让青少年们拥有更多的参赛机会，锻炼青少年勇

敢拼搏精神，培养独特的运动员。

三、上饶玉山板灯民俗体育的发展现状

（一）玉山县历史背景

玉山县隶属于中国江西省上饶市，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是江

西省非金属矿产资源大县。截止目前玉山县内已经发现矿产资源 32

种，矿产地也高达 60 多处，罗纹砚是来至于玉山县的怀玉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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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四大名砚之一，被称为“国之宝”。玉山县更是人才辈出，有着“才

子乡，博士县”之说。从早些年间就有着浓厚的书香气息，从唐朝

建县至清末共有进士 110 人。黄朝商是新中国建国以来被誉为新中

国首批 18 位博士之一的理论物理学家。

（二）上饶玉山板灯民俗体育简介

樟村板灯又叫桥灯，是玉山县樟村镇的传统民俗活动，是有头灯、

子灯、尾灯三个部分组成，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板灯的寓意深远，

一张板灯就象征着一个家族，从板灯的长度可以看出一个家族的兴

旺，人们把来年的风调雨顺寄托在舞灯上来祈祷。

关于玉山板灯的由来有不同说法：分别为祭祀太一天神，源于

佛家，源于道家。玉山板灯已经成为玉山县的形象、代名词，是玉

山县人民的骄傲。从正月十三开始到正月十五结束，当村里夜幕降临，

听见三声铳炸响夜空，板灯就会从抬灯头的人家里紧接出来，首先

会绕村庄大操场几圈，让百姓们大饱眼福，几百米长的板灯犹如龙

王下凡，在村里自由飞翔，庇佑着整个村庄。舞完几圈后，灯头和

龙身要分开行动，大家抬着板灯挨家挨户去闹喜，每一户人家接到

灯都喜笑颜开，打开大门，亮起所有灯，还在厅中摆上上好的佳肴，

泡上茶水，再点几根蜡烛，等灯头一到就立马点上鞭炮或烟花，隆

重迎接灯头。

（三）玉山县青少年对板灯的了解及参与度

同样的通过调查问卷和实地考察采访信息，得出结论，在参与

板灯人数的 43.5％的人中，青少年占比例为 26.73％，从调查统计

中可看出，近三年来，参与板灯活动的青少年在逐渐递增，采访青

少年的过程中了解到，他们大部分都认为板灯是自己家乡的一项特

色，值得他们深入学习，其他未能参与到板灯活动中的青少年部分

是由于身体条件原因，由于板灯具有一定的重量，若不是身强力壮

的青少年很难参与其中，所以未能参与其中的青少年也是心有余而

力不足，极少部分的青少年是对板灯不感兴趣。

四、在青少年群体中发展板灯的对策

（一）社会认可是社会合法性的前提

随着经济的提升，各地对体育和民俗体育也越来越得以重视起

来，因此在我国各个地区的各个学校相继开设了有关民俗体育的课

程。21 世纪以来，各民族学院和体育院校相继设立，可见传统民俗

体育已经得到了社会的高度认可。在我国民俗体育不断得到重视，

其发展就需要成立专门负责的机构，同时也要协同政府和非官方组

织、协会的权责，积极配合工作，尽量节约人力物力资源。得到社

会的认可才是社会合法性的前提。

（二）与时俱进

民俗体育的发展有多种体现，包括表现形式、传承路径、人员

标准、活动内容、宣传力度等方面进行创新改革。同时要做到加强

人们对民俗体育的吸引力，做到活动的内涵、活动的元素以及活动

的创新的加强。加强民俗体育的时效性，提高互动性和市场运作能力，

实现民俗体育资源优化利用。

在当下，有众多的科技产品将替代传统的手工制作民俗体育器

材，现代科技产品具有高效能，高质量，高品质，高颜值等，在安

全方面，现代产品会占更大优势。在互联网时代，想要让更多的世

人了解我县独有的民俗体育文化，可设计精美的视频以及介绍文案，

上传到互联网平台上，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力宣传我县传统民

俗体育文化，吸引更多的外地人员前来观赏。

（三）保护民俗文化

每个地域都有着自己的民俗文化，每个地域对当地民俗文化的

重视程度又大不相同，甚至有些地域的民俗文化没有受到重视和保

护，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当中，正因为这个现象，重视和保护民

俗文化就成为重中之重，要传承好民俗体育优秀部分。

（四）注重培养年轻人

鼓励青少年积极参与民俗体育之中，培养传承民俗文化的优良

品质，将民俗体育深入贯彻于“全民健身”计划。作为当代有知识

的青少年，有文化素养，对家乡民俗体育文化的发展寄予十分重大

的希望，传统民俗体育文化经历了历史的摧残，时间的考验，能够

留以至今，确实珍贵。如此珍贵的民俗文化应当得到新一代青少年

的认可，以青少年聪慧的才智将民俗体育文化发扬创新，玉山板灯

不仅是玉山县人民的观赏节目，更应该是全世界人民喜爱观赏的节

目，应该得到全世界的认可，它不仅是文化，更是灵魂！

（五）建设民俗体育的发展规划

民俗体育是一个地域人民精神的寄托，它连接着人们对节日的

期待，儿童对节日快乐的期盼，老年人对节日的回味。这样的民俗

体育应当做到更好，更大，更辉煌！以玉山板灯为主题设计一个板

灯文化的村庄，以板灯为主，将板灯元素巧妙的运用其中，一年开

展 3–5 次板灯节，常年开设板灯学习基地，实习基地，考察基地，

寻找赞助商合作伙伴，将玉山板灯做到极致。

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民俗文化根据不同地域产生别具一

格的地域性民俗文化，地域民俗体育丰富了当地人的休闲生活，促

进了当地人的身心健康，为全民健身提供了更适合当地人的体育活

动、健身方式。民俗体育既可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还可以让外地

人民了解更多的当地民俗文化。由此可见，传统的民俗体育深受人

们的喜爱。在时代的发展要求下，必须摒弃思想陈旧，观念保守的

惯性思维，科学合理创新开发民俗体育，使民俗体育在培养青年人

一代以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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