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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目的 1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从体育大国转变为体育强

国，越来越多的人主动加入到运动中来。2021 年 8 月，

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1—

2025）的通知》，明确指出到 2025 年，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体系更加完善，人民群众体育健身更加便利，健身热

情进一步提高，各运动项目参与人数持续提升。由于张

家口独特的地理优势，加上 2022 年冬奥会携手北京的成

功举办，张家口市积极响应全民健身的号召，届时已经

成功举办了三届羽毛球联赛，从而有效的促进了群众羽

毛球运动的发展。

本文通过对张家口市群众性羽毛球运动发展状况进

行调查，从中找到现阶段张家口市群众性羽毛球运动开

展的一些问题。通过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找出解决方法，

为了更好的开展张家口市全民羽毛球运动提供值得参考

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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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以张家口市群众性羽毛球运动的发展状况为研究

对象。

2.2 文献资料法

通过中国知网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以及国内外新趋

势和现状，针对张家口市群众性羽毛球运动发展状况存

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检索了有关群众性羽毛球运动发展

状况调查与对策分析等众多优秀本硕论文，为本次研究

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

2.3 问卷调查法

本次调查采用网络发放问卷的方式，对张家口市羽

毛球参与者进行问卷发放，共发放问卷 130 份，回收问

卷 123 份，回收率为 94%。有效问卷为 119 份，有效率为

91%。

2.4 数理统计法

利用 Excel 统计软件对调查问卷的数据进行整理统

计，获得数据，并根据整理后的数据进行分析。

3　张家口市群众性羽毛球发展状况

3.1 张家口市群众性羽毛球运动参与者的年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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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张家口市羽毛球运动参与者的年龄情况

年龄 小于 20 岁 20— 29 岁 30— 39 岁 40— 49 岁 50 岁以上

人数 11 人 80 人 11 人 10 人 7 人

比例 9.24% 67.23% 9.24% 8.4% 5.88%

本次调查中，参加羽毛球运动的男性有 77 人，比例

为 64.71%，女性有 42 人，比例为 35.29%。男性的参与者

多于女性参与者。从表 1 的年龄分布可得：小于 20 岁的

羽毛球参与者有 11 人，比例为 9.24%；21— 29 岁的羽毛

球参与者有 80 人，比例为 67.23%。30— 39 岁的羽毛球

参与者有 11 人，比例为 9.24%。40— 49 岁的羽毛球参与

者有 10 人，比例为 8.4%。大于 50 岁以上的羽毛球参与

者有 7 人，比例为 5.88%。由表格可以看出，群众性羽毛

球运动参与者的年龄分布比较广泛，但是分布不够均匀，

绝大部分是 21— 29 岁的学生。群众性羽毛球参与者年龄

在小于 20 岁和大于 50 岁的较少。这说明了张家口市群众

性羽毛球参与者最多的是青年人群，这个年龄段的学生

正值青壮年时期，休闲时间较多，体力充沛，然而随着

年龄的增长、事业、家庭等方面的影响，群众性羽毛球

参与者的人数呈下降的趋势。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张家口

市群众性羽毛球运动的发展并没有很好的调动年龄较大

参与者的加入。

3.2 张家口市群众性羽毛球运动参与者的月收入、月

消费情况

本次调查中的，每月收入在 3000 元以下有 65 人，占

54.62%，3000 元 — 4000 元 有 24 人， 占 20.17%，4000 以

上有 30 人，占 25.21%。根据表 2 分析每月羽毛球平均消

费在 100 元以下 93 人，占 78.15%，101— 200 元 12 人，占

10.08%，200 元以上的 14 人，占 11.76%。

通过观察参与者每月在羽毛球运动上的消费情况可

以得出，每月消费低于 100 元的参与者较多，少部分参

与者每月消费大于 200 元。羽毛球运动中的球拍、球线、

手胶、羽毛球的更换、运动服饰的购买和场地的费用造

就了羽毛球运动消费较高的特点。由此可见个人经济收

入的高低对群众性羽毛球运动参与者的消费情况有着很

大的影响。因为青年参与者居多，所以参与者每月对羽

毛球运动消费情况低于 100 元的较多。

3.3 张家口市群众性羽毛球运动参与者对场地的选择

表2　张家口群众性羽毛球运动参与者对场地的选择

运动场所
经营性

羽毛球馆

学校

羽毛球馆

企业内部

羽毛球馆
室外场地

人数 31 29 5 54

比例 26.05% 24.37% 4.2% 45.38%

本次调查中，参与者认为羽毛球场馆每小时收费价

格应在 30 元以下的人数有 99 人，占 83.19%。有 17 人认

为羽毛球场馆每小时收费价格应在 30— 50 元，占 14.29。

仅有 3 人认为羽毛球场馆的收费价格在 50 元以上，占

2.52%。由表 3 可得，选择室外场地的人数最多，有 54

人，占 45.38%。其次为选择经营性羽毛球馆和学校羽

毛球馆，人数分别为 31 人与 29 人，比例分别为 26.05%

和 24.37%。企业内部羽毛球馆人数最少，仅有 5 人，占

4.2%。由此可以分析得出，这从侧面说明了企业内部的

羽毛球馆较少、羽毛球设施的不完善。比较而言多数人

选择经营性羽毛球馆和学校羽毛球馆，然而较高的场地

费用并不能成为参与者长久的选择。所以选择室外场地

的人数是最多的。由此也可以反映出室内场地的缺乏以

及场地费用的高昂，使得越来越多的羽毛球参与者选择

免费或者收费较低的室外场地。

3.4 张家口市群众性羽毛球参与者运动原因的分析

表3　张家口市群众性羽毛球参与者运动原因的分析

运动

动机

健身锻

炼身体

兴趣体

育爱好

休闲娱

乐

人际

交往

追求

时尚

陪伴

子女
其他

人数 93 62 58 10 0 4 3

比例 78.15% 52.1% 48.74% 8.4% 0% 3.36% 2.52%

本次调查中，参与羽毛球运动每月大于 8 次的有 19

人，比例为 15.97%，每月小于 8 次为 9 人，占 7.56%，每

月小于 4 次为 30 人，占 25.21%，每月小于 1 次为 61 人，

占 51.26%。根据表 4 分析可得，在羽毛球运动动机上，

健身锻炼身体、兴趣体育爱好和休闲娱乐为大多数。而

最普遍的就是健身锻炼身体，说明大多数羽毛球参与者

的目的是为了强身健体。同时，有大部分的人是以参加

羽毛球运动为兴趣爱好而进行的。也有将近一半的人是

在工作之余，与朋友、同事之间打打球、休闲娱乐为目

的进行的。由此可见，张家口市群众性羽毛球运动的宣

传力度较弱、运动的普及还不够广泛，致使人们并不能

把参与羽毛球运动作为日常的运动项目。这也是张家口

市群众性羽毛球运动开展中存在的问题。

3.5 张家口市群众性羽毛球参与者参加运动的主要

形式

本次调查中，羽毛球参与者参加运动的主要形式是

与同事及朋友一同参加，人数有 56 人，占 47.06%，个人

与家人参与运动的人数有 47 人，占 39.5%，大部分参与

者都是与家人或者朋友一同参加羽毛球运动，由于羽毛

球的运动特性，自己进行羽毛球运动一个人不能很好的

进行，所以和家人、朋友一同运动可以有效增加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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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性和长期性。单位（企业）自费和公费活动参加的

人数有 3 人和 2 人，占 2.52% 和 1.68%，说明单位组织此

类活动的次数较少，致使羽毛球参与者积极性降低。请

教练或陪练的参与者仅有 1 人，说明参与者参加羽毛球

运动的动机还是以锻炼身体和兴趣爱好为主。选择其他

运动形式的有 10 人，占 8.4%。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4.1.1 张家口市群众性羽毛球运动的男性参与者多于

女性参与者，在年龄分布方面以青年人群居多，分布广

泛但不均匀。由于青年人群在事业中处于上升阶段，所

以在每月的消费以及收入方面较低，这也从侧面反映出

羽毛球运动消费较高的特点。

4.1.2 在关于场地消费方面，大部分参与者认为场地

的费用偏高，选择室外场地的人数接近一半，而选择经

营性和学校羽毛球馆的人数相差不大。

4.1.3 大部分羽毛球参与者以锻炼身体、兴趣爱好和

休闲娱乐为运动动机。参与者认为影响参加运动的消极

因素主要有费用偏高、场地缺乏、时间不允许和场地分

布不均。

4.2 建议

4.2.1 羽毛球场地设施的完善和建立

为了更加有效的开展群众性羽毛球运动，首先需要

解决的就是场地设施的问题。为此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

入手：一、与相关部门合理规划场地，建立更加完善的

羽毛球运动场馆，运动设施等方面加强建设。二、利用

小区、公园、学校操场开展群众性羽毛球运动场地，争

取做到“人均有场地”的情况。此外，还要规范经营性

羽毛球场馆的场地收费以及延长开馆时间。学校羽毛球

馆可以根据中午、晚上、周六日或节假日对外有偿开放

场馆，以此更好的促进群众性羽毛球运动的开展。

4.2.2 加强宣传引导和兴趣培养

加强群众性羽毛球运动的宣传，开展适合群众性的

羽毛球比赛，增加人们羽毛球的交流和羽毛球运动的推

广，引导人们积极参加。也可通过线上、微信公众号、

自媒体等手段宣传群众性的羽毛球运动，针对女性参与

者开展特别活动，比如：情人节女生免费参加活动、妇

女节参与群众性羽毛球运动的可免费领取手胶一份等活

动来促进女性参加群众性羽毛球运动。增加人们对群众

性羽毛球运动的兴趣，强化人们健身意识，使人们更加

积极的参加到群众性羽毛球运动中去。

4.2.3 促进羽毛球俱乐部的更好发展

羽毛球俱乐部是人们自主自发建立和运行的，它为

羽毛球参与者提供了一个互相交流、结交球友、赛事统

筹的群众性平台。群众性活动回归到群众自己身上，更

好的促进了人们参加羽毛球运动的积极性，俱乐部负责

人可以同场地管理人员进行合作，通过举办赛事，不仅

增加了群众性羽毛球的活动，而且还增加了场馆日常的

人流量和消费。也从侧面促进了群众性羽毛球的推广。

同时政府也将支持此类活动的举办和俱乐部的成立，还

可以为群众性羽毛球运动提供一定的帮助和指导，致力

于张家口市群众性羽毛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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