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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乡市气排球运动的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谭磊

萍乡卫生职业学校  江西萍乡  337055

[ 摘  要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快速增加和物质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在全民健身热潮不断涌现，体育运动出现休闲娱乐化趋势，气排球

具备质地柔软、球体轻、便于掌握等特点，具有娱乐休闲性，能够适应各类体制人群，对大众的身心无伤害、技术难度小，对大众的体育意

识、参与性增强，心理健康和身心健康起着明显的积极作用。本文以萍乡市气排球运动的开展现状为研究对象，调查分析萍乡市气排球运动

的现状和影响其发展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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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排球运动是由排球运动衍生而来的聚集健身、娱乐、休闲等

特点为一身的大众体育健身运动。相对于硬排来说，气排球具有球

质软，重量轻，体积大、飞行速度慢、场地小等特点，即便是大力

的扣杀打到对方的身体也不会造成严重的损伤。所以气排球运动是

一项运动强度低、难度小、观赏性和趣味性较高的运动项目 , 非常

适合中老年人群开展 , 对提高大众的生活质量、增强健康、实现健

康老龄化有很大的帮助。随着全民健身工程的深入开展，如何提高

国民的体质健康，实现科学健身，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倡导

新的体育健身方式，是广大体育工作者必须加以重视的问题。本文

针对萍乡市喜爱气排球运动的群众的现状进行调查，并对调查的数

据进行准确的分析，找出实际萍乡市气排球现状的存在的不足之处，

并提出合理科学的策略。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文通过对萍乡市参与气排球运动群众的现状及发展的状况进

行调查和分析。

（二）研究方法

1. 文献资料法

通过中国知网以“气排球”“气排球的特征与价值”等为关键词

查阅并下载了 50 多篇相关文献资料 ，为本论文的研究奠定基础。 

2. 专家访谈法

根据研究需要 , 对萍乡市气排球协会成员、萍乡学院体育学院

老师、萍乡市气排球协会相关的专业人士进行了访谈，并与萍乡市

参加比赛的裁判员和运动员进行交流、面对访谈，了解萍乡市气排

球运动发展的实际情况。 

3. 问卷调查法

对相关专家和学者进行调查问卷。共发放问卷 110 份，回收问

卷 105 份，去除无效问卷 5份，有效回收率 90%。

4. 数据统计法

运用 Spss12.0 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和分析。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萍乡市气排球参与者的基本情况分析

1. 气排球参与者的性别和年龄

本文调查了萍乡市 100 名气排球运动爱好者，其中男性 58 人，

女性 42 人。在年龄段分布上，46-50 岁中老年人最多，占总人数的 

39% ；其次是 51-55 岁的参与者，占调查总人数的 25% ；41-45 岁参

与者占调查总人数的 19%，这三个年龄阶段的参与者居于前三。并

且可以看到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参与者只占总调查人数的 3%，明显

要次于占据调查总人数 8% 的 40 岁以下的青年参与者。然而从总体

上，萍乡市气排球运动参与者中 40-55 岁的中老年人最多，占总调

查人数的 83%。并且也有部分中青年人逐渐加入到气排球运动中，

说明气排球运动也慢慢成为广大人群喜爱的运动项目之一，使气排

球运动在萍乡市不断壮大起来。

2. 气排球参与者的文化程度和职业

表 1 萍乡市气排球参与者的文化程度和职业统计表（n=100）
参与者的文化程度 参与者的职业

小学以下 初中 高中 本科及以上 教师 公务员 事业单位 经商 其他
3 35 44 18 26 23 40 5 6

从调查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萍乡市气排球参与者中高中学历的

参与者最多，占总调查人数的 44%，其次是初中学历的参与者，占

总调查人数的 35%。而他们从事的职业中，企事业单位占据总人数

的第一位；其次是教师占第二位；然后是公务员为第三位，分别占调

查总人数的 40、26%、24%。由此可以看出，受到职业工作性质，企

事业单位、教师与公务员的工作时间较为固定，收入较稳定，并且

工作单位也会举办多姿多彩的活动去丰富员工的业余生活。

（二）萍乡市气排球参与者练习的现状分析

1. 参与者锻炼频率及锻炼时间

表 2 萍乡市气排球参与者每周锻炼频率及每次锻炼时间调查统计表（n=100）

锻炼频率（次） 每次锻炼时间（分钟）
1 次及以下 2-3 次 4-5 次 6 次及以上 20-40 分钟 40-60 分钟 60-90 分钟 90 分钟以上

14 32 48 6 4 15 38 43

通过参与者的运动频率能够看出对气排球运动的喜爱程度，在

表 2 中可以看到，4-5 次占总人数的 48%，2-3 次占总人数 32%。总

体而言，萍乡市气排球运动参与者锻炼的频率普遍偏频繁，参与性

与积极性高。每次锻炼时间在 90 分钟以上最多，占总人数的 43%，

其次是 60-90 分钟，占总人数的 38%，第三是 40-60 分钟，占总人

数的 15%。总体看参与者每次练习在一小时以上为 81%。说明气排球

的运动负荷较小，能适应于人群的体能，练习时间持续时间较长，

大多数都能长时间参与运动中。

3. 参与者参加气排球运动的动机

表 3 萍乡市气排球运动参与者动机统计表（可多选）

动机 人数 占百分百 次序
强身健体 65 65% 1
结识朋友 39 39% 3
愉悦身心 42 42% 2
个人爱好 24 24% 4
打发时间 3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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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3 可知，参与者参加气排球运动动机最主要是想强身健体，

占据总人数的 65%，在气排球运动中需要有跳，移动，跑等技术，

使参与者的反应速度、柔韧、协调等身体素质得到提高，并可以促

进人们的肌肉和骨骼的锻炼，并且提高心血管系统的功能，从而促

进参与者身心全面发展。其次是愉悦身心，占据总人数的 42%，在

参加气排球运动或比赛时，可以在从中感受到运动的乐趣，在快乐

中运动。第三为结识朋友，占据总人数的 39%，气排球是一项集体

的比赛运动，在此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并且在比赛中可培

养参与者的团队意识与默契度。初此之外，有 24% 的参与者是因对

气排球运动的个人爱好参与其中。

4. 参与者参加气排球运动的形式

表 4 萍乡市气排球运动参与者运动形式调查（n=100）

运动形式 人数 百分百 次序
社区组织的集体锻炼 10 10% 3
与朋友同事一起锻炼 51 51% 1

参加协会组织锻炼 32 32% 2
与家人一起锻炼 5 5% 4

自己个人锻炼 2 2% 5

通过表 4 分析萍乡市气排球运动参与者运动形式中，与朋友同

事一起锻炼占总人数的 51%，参加协会组织锻炼占总人数的 32%，社

区组织的集体锻炼占总人数的 10%。由此可见，萍乡市群众的运动

动机很强，对体育运动意识浓厚，能主动参与到锻炼中，并且气排

球运动的开展也离不开相关体育组织与社团的支持与推广。

（三）萍乡市气排球参与者对气排球运动的认知与评价

1. 参与者对气排球运动的认知程度与满意程度

表 5 萍乡市气排球运动参与者运动形式调查（n=100）

认知程度 满意程度
非常了解 比较了解 较少了解 不了解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非常不满

64 31 4 1 23 61 16 2

从参与者对气排球运动的认知程度中可看出：萍乡市气排球参

与者对气排球还是很了解的，非常了解占总人数的 64%，比较了解

占总人数的 31%，较少了解与不了解仅占 5%。而对气排球运动开展

现状的满意程度中非常满意占总人数的 23%; 比较满意占总人数的

61% ；不满意占总人数的 16% ；非常不满占总人数的 2%。说明萍乡市

对气排球的开展现状的满意程度较差，有 20% 的参与者对开展现状

不满意，需要进一步对气排球进行大力宣传与推广，要经常组织相

关比赛与交流会等活动，调动参与者积极性，使气排球在萍乡市发

展的更好。

（四）气排球运动发展的制约因素

表 6 气排球运动制约因素（可多选）

制约因素 人数 占百分比 次序
活动经费少 56 56% 2

宣传力度不够 47 47% 3
体育主管部门不够重视 33 33% 5

气排球场地设施欠缺 63 63% 1
缺少社区管理组织 16 16% 7

与其他球队的交流少 7 7% 8
专业教练员、裁判员欠缺 41 41% 4

开展比赛少 28 28% 6

1. 气排球场地器材缺乏

气排球场地器材缺乏因素受到 63% 的气排球参与者选择，认为

气排球场地器材缺乏是影响气排球运动发展的最主要的因素。由于

场地与器材的缺乏，参与者无固定的运动场所，可能有部分参与者

想参加到气排球中，却应所在的小区或社区无场地而无法练习。其

次有些气排球的场地是由羽毛球场地来代替，没有正规的气排球场，

并且缺少气排球场地器材也影响了气排球的赛事组织举办。

2. 活动经费不足

资金对一项体育运动项目来说，是重要的物质保障。如果想更

好的将气排球运动推广与宣传，必须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如表 4-11

中，活动经费不足因素受到 56% 的气排球参与者选择，只有充足的

资金，才能更好的使参与者在优良的环境中训练，并能够举办较多

的气排球赛事。并且偶尔会有省或全国性的比赛，参与者想报名参加，

可能受到活动经费有限的原因而不得不放弃参加比赛。

3. 宣传教育不够

如表 6 所述，有 47% 的气排球参与者认为对气排球的宣传教育

不够也影响着气排球的发展。想要更多的市民参与到气排球运动中，

让更多的市民了解气排球运动，并成为他们喜爱的体育项目之一，

必须大力的对气排球进行宣传。

4. 缺少专业的教练和裁判员指导

通过对萍乡市举办比赛的裁判员的调查中可以看到，每一次的

比赛中，气排球参与者当裁判占据总人数的 66%，而社会体育指导

员只占 13%，说明缺少专业的气排球裁判员，并在有 76% 的参与者

反馈对气排球专业的培训活动很少举行，并且笔者在对比赛实地考

察时，发现在比赛中竟然很少有医护人员，这也是制约萍乡市气排

球运动开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5. 体育主管部门支持力度不强

在表 6 中看到，有 33% 的气排球参与者认为气排球运动还受到

应体育主管部门支持力度不强因素的影响。只有相关体育部门对气

排球运动重视与支持，才能享受到多方面与多渠道的组织与推广气

排球运动，并体育主管部门对气排球协会或组织的管理制度进行相

应的修改与建议，使制度更完善。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 萍乡市气排球参与者年龄普遍在 45-55 岁之间偏多，职业涉

及广泛，如企事业单位人员、教师、公务员等，文化程度较高，并

且收入稳定，具有较强的健身意识。

2. 萍乡市气排球参与者每次参与运动时间一般都持续在 60 分

钟以上，甚至众多都是在 90 分钟以上，每周锻炼次数在 3-4 次以上，

参与者积极性高，对气排球的喜爱程度。

3. 萍乡市气排球参与者一般都是参加协会组织锻炼和与朋友同

事一起锻炼为主，在工作之余主动参加到气排球活动中，并在活动

中以强身健体，愉悦身心，结识朋友为目的。

4. 萍乡市气排球场地缺乏，一般都是与羽毛球场地共用。其次

活动经费不足，无法满足气排球比赛的组织。在比赛活动中缺少专

业的裁判员，一般都是参与者作为裁判，在比赛中兼备参赛人员与

（下转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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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一直重视中职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中职毕业生的就业成功是一

项造福大众和人民的伟大工程。根据每年面临就业困难的大学毕业

生人数的增加，还推出了许多重要的政策，以及如何具体执行这些

政策，这要求学校教育管理人员对中职毕业生进行相应的就业教育，

首先是所有学校的教育行政管理人员都应树立正确的学生就业观，

培养勤奋工作的精神素质。同时，我们必须引导学生走出舒适区。

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与学生的父母进行沟通，以使中职毕业生在

较早的社会中能够独立，不再依赖父母。这是为了增强中职毕业生

的职业意识。同时，必须告诉中职毕业生提高其实践能力，因为进

入社会后，中职毕业生仅具有理论知识是无用的，而且具有相应的

实践能力。对中职毕业生的就业教育将大大提高中职毕业生的就业

率。

5 结束语

线下教育市场内，大部分学生对创业的概念仍较为陌生，仍不

理解职业在自身后期发展中的重要性，为此本文从 3 个方面，开展

了中职教育中创业教育与职业指导的渗透方法的深入研究。并以市

场内某中职院校为试点院校，应用本文提出的教育指导渗透方法，

在日常专业课程中融入多元化形式职业指导教育。以此提高学生适

应社会的能力，实现为经济社会输送源源不断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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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员，从而无法保证公平公正的比赛结果，以及在比赛场上无医

护人员。萍乡市气排球的组织管理不够完善，制度体系不够健全，

政府与相关体育主管部门不够重视。

5. 萍乡市气排球发展受到多因素的影响，如：气排球场地器材

不足、活动经费不足、体育主管部门支持不够、宣传教育不够、缺

乏专业的教练员与裁判员、缺少社区管理组织等。

（二）建议

1. 加强领导重视程度，完善管理制度

任何一项群众体育运动，要想在某一市区开展的如火如潮，深

受群众的喜爱，必须要得到相关管理部门与领导的大力支持与管理，

并且让领导们也参与到气排球运动中，亲身感受气排球运动的乐趣

和与其他体育项目的不同。首先加强对协会或社区组织的管理制度，

制度一些考核、奖罚等管理措施，调动各个组织之间的交流与比较，

从而提高各组织自身内部的提高。其次大力对气排球已经建立的协

会或社区组织已有的制度进行完善，将已经过时或落后的制度删除，

并制定新兴的相关政策与规章制度。简而言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让气排球这项新型的体育项目有进一步的提升。

2. 加大场地设施资金投入

场地设施是一项体育项目的重要保障，只有充足的体育设施，

才能更有效的开展体育活动。由于气排球运动对场地要求较低，不

管是在篮球馆，羽毛球场，还是室内室外，公园，社区都可以进行

气排球运动。但由于萍乡市缺乏正规的气排球场地而制约其发展，

所以必须扩建气排球场地。如：在公园空地建一个室外场地；对已经

旧的或废弃的场地进行改造等措施增加气排球场地，从而满足气排

球参与者的运动需求。

3. 建立教练员的培养机制，提高裁判员的水平

在气排球运动中，如果想要掌握和提高该运动的技术水平，就

必须要有专业的气排球教练员指导和训练，但由于萍乡市缺乏专业

的教练员，所以需大量引进技术人才，可以从高等院校的专业老师、

体校等挑选技术水平高的专业人士担任教练员，而不是参与者相互

之间的交流，从而整体提高气排球的专业技术水平。与此同时，想

要有一场公平公正的气排球比赛，必须要有专业的裁判员，然而提

高裁判员的水平，需经常开展气排球相关的裁判员培训活动，以及

在日常进行裁判员的考核，使裁判员在每一次培训或考核中总结新

的经验。

4. 加强对气排球项目宣传工作，开展到萍乡各中小学学校

宣传不管是对于推广某项运动而言还是对某种产品等而言，都

是必不可少的。要想让萍乡市广大群众知道和了解气排球运动，必

须加大宣传力度，可通过到各小区或商场进行气排球表演赛；通过

电视、广播等电子方式；专业人士对气排球的宣讲讲座等途径，让

市民了解气排球并参与到气排球中，并且逐渐走进校园，让萍乡市

各中小学学校将气排球融入到阳关体育项目中去，安排到体育教学

课程中，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与喜爱气排球，从而促进气排球走向

多元化多样化的形式。

5. 提高群众的健身和终身体育意识

群众是参加每项体育项目的主体。想要更多的群众参与气排球，

必须提高群众健康的意识，主动参与到气排球运动锻炼中。只有萍

乡市民重视锻炼对身心健康的重要性，提高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

形成终身体育的意识，才能壮大萍乡市参与运动的群众队伍，从而

通过宣传让更多的群众参与气排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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