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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从我国目前来看，作为农业大国，农村体育的开展，

对我国体育事业深入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十九大

报告中，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有效推动农村体育事

业发展的一把利刃，必须要从思想上重视起来，由此，

使得我国体育真正实现“大国”向“强国”的转变。在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下，加大对群众体育文化的探究已

是现下的核心问题，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

以下，便展开详细论述。

一、浅谈群众体育文化内涵及其作用

1. 内涵

于社会体育而言，群众体育文化是其重要组成，它

涉及到全体农民，旨在达到强身、娱乐、社交的目的。

而且，一般情况下，它不指定、不要求运动成绩，只需

要利用自己的闲余时间运动即可，这一群众性体育活动

的开展，对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来说，

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对其必须重视起来。

2. 作用

随着近些年我国社会的飞速发展，城镇化发展已迈

入新阶段，农村人口数量获得实质性减少。但目前，从

农村人口总数量来看，其依然是不可低估的社会团体，

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中，要想决胜全面小

康，重点还是要将目光放在农民小康的达成上。在乡村

振兴战略的实施下，农村群众体育的地位虽说不是第一

位，但在促进乡村全面发展过程中也是十分关键的一环。

群众体育文化的开展，可有效、全面提高农民素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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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过程中，除过给农民带去一些实用的健身知识、锻炼

方法外，更重要的是将他们培养成新一代农民，不但有

知识，有情操、还具有良好的体魄，对于农民健身事业

的发展有很大益处，真正增强农民的自身体质，使他们

深刻认识到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对良好乡风

的建设也具有直接推动作用。为此，国家有关部门也出

具了相关文件，阐明了农民群众体育工作开展的重要性，

不但是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也是推进三农事

业深入发展的核心。而且，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

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都必须要以群众体育为基

础 [1]。

二、农村群众体育的发展特征

1. 季节性与随机性

与其他产业相比，农业可以说比较特殊，大多情况

下，农业劳动时间大多集中在农忙时节，这也显示出其

季节性。对于农民来说，在春播夏收季节，他们要进行

高强度的农业劳动，而且在这时间段里，他们不但劳动

量大，而且劳动持续长，没有固定休息时间，因此处于

农忙季节的农民，他们根本无法抽出更多时间与精力去

进行体育活动。另外，体育活动的进行，大多在一些农

闲时节或传统节日内，这时候农民大多处于闲暇状态，

这也是开展农村体育活动的最佳时间，例如，北方草原

民族的赛马、南方的龙舟竞赛等，都是利用闲暇时间开

展特色农村体育活动的范例。目前，我国农村居民在体

育锻炼场地的选择上，都不是太正式，比较随机，也显

示出其随机性 [2]。

2. 娱乐性与轻量性

从我国当下实际来看，作为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我

国拥有着广阔的国土面积，作为农业大国之一，农民比

例占大多数。而且目前，农民体育活动的开展也变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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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多元化，这离不开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地理位置、

风土人情、气候季节、等等。不可否认的是，地方不同，

其体育活动开展也各具特色，像龙船竞赛、冰上运动、

舞龙舞狮、散打武术以及安赛腰鼓等体育活动多种多样，

精彩纷呈。在如此精彩的民间体育活动中，也能看出我

国劳动者的智慧，并且这也是其得以在我国农村这片广

袤的土地世代相传的原因。另一方面，从农业生产的性

质来看，它主要是以体力劳动为主，因此，农民在自己

的休闲时间，参加一些可以放松身心的农村体育活动，

是非常有益的，比如，下棋、散步、慢跑等活动，一些

比较简单，运动量小，场地随意且消费少等，对农民来

说有很大好处。

3. 广泛性与多样性

从我国目前来看，农民人口数量依旧占主导地位，

而且，由于我国国土面积较大，各地区文化迥异，但相

对来说，在农村地区，由于基础发展水平较低，以及大

部分农村地区对于体育活动不积极，无所谓的态度，所

以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农民群众体育活动的进行，使其

一直处于表面，并未真正深入展开。而且，目前群众体

育活动仍处于初级阶段，亟需要农民群众的积极广泛参

与。由于经济、文化及环境等的差异，各参加人员之间

对体育活动也认识不同，整体呈现多样性，据相关调查，

如下，有的人认为参与体育锻炼是为了娱乐、有的觉得

参加体育活动是强身健体、有的则是为了更好与人沟通，

提高自己的社交能力等等，在参与体育活动的不同动机

上，也体现出其多样化。

4. 滞后性与差异性

近年来，为了迅速提高农村经济，真正改善农民生

活水平，相关部门对此也提高了重视，出具了相关的制

度与措施，如惠农政策、帮扶制度等，在提升农民收入

水平的同时，旨在刺激农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但总的来

看，这些政策的实施，依然使农村处于原地踏步状态，

滞后性依旧存在。而农村体育活动的开展也受此制约，

具体表现在，体育基础设施、硬件等方面非常薄弱，且

目前还存在很大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农村整体文化教

育水平较低，大多数村民对健康生活知识不很陌生，不

能深入认识体育健身对自己的重要性。以上，也进一步

凸显我国城乡间存在的较大差距，整体呈现不平衡发展，

地区间的差异表现在多个区域，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的

不失衡，致使我国农村体育发展起色不大。

三、目前群众体育文化发展现状

1. 农民本身参与意识薄弱

在农村，农民的主要任务就是从事农业生产，据调

查，大部分农民群众认为，他们长期所干的农活与体育

锻炼并没有多大差异，可以说，这种认识并不正确。对

于田间劳动来说，它是反复机械的，长时间下去也会使

人感到枯燥，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锻炼。另外，由

于农民长期进行田间劳作，他们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间几

乎为零，即使闲下来有休息的时间，他们大都倾向于选

择带有娱乐性质的活动，如打麻将、棋牌等，极少选择

体育锻炼，以此可以看出，农民参与体育锻炼的意识十

分缺乏 [3]。

2. 未建立健全体育机构，缺乏专业体育人才

从我国目前来看，在大多县级行政机构中，体育建

设部门缺乏严格监管。尤其是，在很多县级以下、以及

不发达地区，根本就未设立专门的行政机构，即使有一

些建立了体育管理部门，大多也只是表面上的。而且，

相关管理人员身兼多职，对于群众体育的管理不规范，

对于农民体育活动的参与，不能进行专业性的指导，致

使上下级部门间工作不协调，上传下达的管理实效难以

真正实现。

3. 相关体育设施匮乏，投入严重不足

在农村，农作物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所以农村本身

经济实力是受限的，对于县级体育来说，他们大都把精

力放在竞技体育的投入上，那么农村体育建设投入也就

可想而知，这对于农村体育活动的开展十分不利。我国

东西部地区农村相比，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农村群

众体育文化总体上处于不平衡状态，总的来说，东部地

区群众体育文化高于西部地区，在某些省份乡村体育的

建设，主要是以“乡村文化大院”的形式开展，但因项

目、场地、器材等多方面问题，不能跟不上群众的需求，

甚至，在一些不发达地区体育建设几乎不存在。

4. 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输出

农村群众体育文化的开展，离不开广大青壮年，他

们身体康健、见识远大，可以说是活动开展的中坚力量。

然而，因生活压力等原因，农村大部分青年人，都会选

择离开家乡，去一些发达地区打工养家，致使农村内，

留守儿童、老人数量不断增多。对于体育运动能力而言，

留守儿童不具备，而留守老人因为自身原因，如疾病、

生活不能自理等问题，更不符合。这样一来，很大程度

上，阻滞了农村体育的建设与发展。

四、群众体育文化的发展对策

1. 加大宣传，增强农民参与意识

目前存在的普遍现象是，大多数农民将体力劳作与

体育锻炼归为一类，对待体育锻炼态度冷漠，因此，必

须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纠正，如加大宣传力度、举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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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等。相关部门可以定期举办一些文化下乡活动，主

要内容围绕科学体育锻炼展开，一方面可以显著提升农

民体育文化素质，另一方面，对于农村体育娱乐氛围以

及文明乡风构建都十分有益 [4]。在宣传过程中，可灵活

选用多种方式，如电视、报纸、手机等方式，将体育锻

炼的意义传达给农民，使农民更好了解群众体育，从思

想上引起重视，从而更积极地投入到体育锻炼中，提高

自身的体育素质。所以，只有农民自主、自发的投入到

体育活动中，农村群众体育才能得到深入发展。

2. 建立体育管理机构，加大骨干人才培养

为了更好的实现社会的综合管理，必须要注意的是，

将农村体育管理水平的提升放在第一位，并将其的发展

程度，与地区综合发展指标相关联。加大对城镇化发展

的探索，城乡体育建设要统一，并建立农村体育管理部

门，还有就是，农村体育活动的一系列事项要坚持自管

原则，针对农村的基本特点，人口不集中、爱好多样、

农事、季节等特点，加大对农民体育管理部门的培训力

度，并设定一定时间段，对他们进行一对一、多对一的

培训，依据各村在体育方面的不同，针对性的培养适合

各村的体育骨干。

3. 切实履行中央及地方政府职能

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在财政方面要加大投入，以推

动农村群众体育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比如，对运动场地、

设施器材等要加大检查与维修力度，重视居民体育设施、

运动场馆的建设。这一过程中，逐渐缩小甚至消除城乡

体育间存在的差别，具体表现在物资方面、地区方面，

使体育公共服务达到平等供给，一视同仁，供给内容也

要达到结构上的平衡，例如，对一些年幼、老弱的农民

群体要区别对待，就要减少高强度的运动项目的推荐，

像篮球、排球等，可给他们安排一些特色农村体育项目，

如秧歌、舞龙舞狮等，一些贴近生活、比较简单的体育

活动，侧重民俗体育的发展 [5]。

4. 发展农村经济，吸引中坚力量回流

在这一方面，可集合所有力量，包括政府、相关部

门以及村民，全部参与起来，围绕体育开展特色发展方

式，比如，充分利用地域优势，或挖掘带有农村特色的

地方，进行针对性发展，如民俗文化、体育休闲类等。

对于农村体育的发展，要跟上时代发展脚步，加强与第

三产业间的联合，从而给农村经济发展带来新的生机，

全面提升农民的整体收入。这一过程中，对于一些在外

打工的青年农民工，可吸引他们返乡就业，将经济与体

育联合起来，互相带动、互相发展，实现良性循环，使

农村群众体育发展深入人心的同时，在未来走得更加长

远 [6]。

五、结束语

以上，就是对文章主题的全部论述。总的来看，在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实施下，对于农村群众体育文化发展

带来了新的机遇，也为其提供了崭新的平台。乡村振兴

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是农村体育得以更好发展的

指明灯，在促进农村群众体育发展过程中，在提高农民

自身素质、农业经济发展，缩减城乡发展差距，推进城

镇化进程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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