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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排球运动的社会文化意义 

龚德贵 
(常德师范学院 ．湖南 常德 415000) 

摘 要：排球运动的意义 已不再限于体育与游戏的 范畴 ，越 来越 多地融入到社会文化之 中。探讨排球运 

动社会文化的意义，是要在更高的层次上理解它 ，认识它，挖掘 它对社会 、对人的文化价值 ，使人们在运动 实践 

中潜移默化地 受到 文化启示和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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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di~ on on society culture significance in voHey ball event 

GONG De——gui 

(ChaiS e Normal College．C．hm~gde 415000，China) 

Abs嘲 ：The significance of Volley ball event not only confines within play a game．but also endowed th society culture 

significance mole and mole ．The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society culture significance in Voile3,ball event is to understand 

its concept deeply．and excavate its value h ．society．its culture significance for people’S develo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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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前，美国的威廉 ·莫根先生根据人类应健康文 

明地运动和球类运动适合不同年龄人的思想，创造了一项新 

的球类游戏——排球。随着社会的进步，排球运动从原始的 

简单游戏 ，发展演变为一种内涵丰富 、技巧精湛 、对抗 激烈的 

现代体育运动项 目，并在全球得以广泛普及。排球运动的意 

义已不再限于体育和游戏的范畴，而被越来越多地融入到社 

会文化之中，排球运动中蕴含着群体与个体 、交往与沟通 、竞 

争与协作、应变与创新等诸多社会文化的因素，称得上社会 

文化的一个真实写照 ，并充分表 现着现代人超越 自我 ，张扬 

个性和对身心全面发展的文化追求。也正是因为它自身所 

具有的这些社会文化意义，才使它得以健康迅速的发展。尤 

其是20世纪 9o年代末，国际排联不断修改规则，使排球技 

术攻防相对平衡，从而不断增加了比赛的激烈对抗性和比赛 

的观赏性，给排球运动带来了新鲜活力。在电视等新闻媒体 

的广泛传播下，排球运动以其丰富多彩的魅力，吸引了更多 

现代人的参与，成为一种积极健康的社会文化活动。 

1 世界运动语言与民族特色 

人类因为有了语言符号，才可能具有文化的积累，并将 

文化传于后世。排球运动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用身体和球 

(器械)构成的运动语言。它是由专门的技术动作、战术形 

式、比赛方法和严密的竞赛规则组成的一套运动语言的体 

系。它可以学习与传授，可以交流与传播。世界范围内的排 

球运动可以说是世界共有的文化现象，熟知它的人都能理解 

这种运动语言体系，并从中找到共同的文化意义。只有在具 

有共 同的文化意义的基础上 ，排球运动才得 以在全世界普及 

发展，它所有 内涵如技术 、战术 、规则 、运动员的精湛技艺、比 

赛的环境气 氛等 才可以被 共 同理 解，在世 界范 围 内被 “共 

享。”排球运动蕴含着人类共同的文化价值和意义，如身心健 

康发展 、游戏愉悦 、自我表现 、竞争与胜利欲望 的满足 、团队 

协作的快感等。 

但是，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从事排球运动 

时 ，人们是运用本民族的文化代码来理解认识它的本质规律 

的，因此 ，排球运动无不打上民族文化的烙印 ，呈现着民族的 

多样性 ，以致于形成了不同特色的排球风格和流派。美洲人 

(如美国男排 、古巴女排等)坦率 、自信、重实效、喜表现、标新 

立异的文化个性，他们所表现出的排球风格是气势凌厉、善 

变创新。特别是美国男排大胆运用跳发球技术、后攻技术， 

从沙滩排球中移植 了两人接发球 战术 ，创造 了扩大防守 ，设 

汁了立体进攻战术，提出了高度 、速度和全面的等边 三角形 

均衡发展学说 ，带动了整个排球运动的蓬勃发展。他们有也 

受情绪的影响 ，水平发挥 波动不定 的毛病。东欧人严谨 、理 

智、注重方法、不感情用事的文化个性 ，表现出的排球风格是 

整体配合、张弛有序、阵容合理，被称为力量派与技巧派。亚 

洲人聪明、勤奋、重集体意识、战术灵活多变。特别是中国女 

排全攻全守型的发展，灵巧、遵循传统、依赖群体的文化个 

性，表现的排球风格是快速灵活、技术全面、技术动作准确、 

细腻、专注，形成了攻防全面、战术多变、以高制亚洲以快制 

欧洲的全方位的技战术打法，形成了亚洲派。但运动员身体 

素质欠佳，在与国际强队的对 垒中，反映出了潜 在的人所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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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文化心理病根。 

排球运动自身的特点规律，它所揭示的文化意义在于使 

人在运动中去创新。同一种情景，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 

取向。在同一种比赛状态下，一个亚洲人和一个欧美人对此 

的判断理解就不尽相同，付出的个体行为也表现出较大的差 

异性 ，最后的结果也 自然不同。这就是排球运动所表现出的 

民族特色 ，从本质上讲乃是 民族文化及个体的文化个性表现 

出的差异性。这种差异将在人的素质内核的最 高层面 制 

约着运动员的发展，以致于影响到一 个国家 、民族的排球水 

平。这是排球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排球比赛能振奋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 

豪感、凝聚力，使国民在心理上迅速建立起一种密不可分的 

民族文化上同命相连的情结。这是排球 比赛中的民族精神 

所在 ，意义远远超出 比赛本身 ，体现了一定的社会文化价值 ， 

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忽视这一点。 

2 个性特点张扬与人格精神塑造 

现代排球运动的另一个明显的文化意义 ，就是张扬人的 

个性 ．实现人的个性 自由发展。排球运动从客观上看 是群体 

的竞争 ，从微观上看又是群体中个体之间的技巧智能的直接 

较量。比赛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要求个体在危分发挥 自身特 

点和水平的基础上构成整体实力，或者说，群体的默契配合 

依赖于个体的技巧和智能的充分发挥。比赛之 中复杂多变， 

每一个瞬间都要求个体必须与其配合的团队做出正确的观 

察判断，独立果 断地 选择个人 战术行动。机会的选择很 重 

要 ．机会稍瞬即逝 。选 择的合理性更重要 ，个体失误的 累加 

会造成全局的颓势。艰难中需要拼搏 ，常态下需要创新、只 

有个性鲜明，人格独立的人才敢于拼搏和创新，才有可能创 

造出意想不到的成绩。 

排球运动为人的个性 张扬和个性发展提供 了广 阔的演 

练之地．或表现了健康向上的生命活力，或追求内心的自我 

超越 ，或品尝胜利欲望的满足，或塑造拼搏进取 的人格精神 ， 

人人都可以做出 自己的选择。排球运动的过程是 个性特点 

的张扬发展过程，也是人的人格精神塑造 的文化熏陶过程。 

如 中国男排的汪嘉伟、女排的郎平、美国女排已故的海曼 、古 

巴女排路易斯等等，都是排球运动造就的个性文化典范。 

3 竞争与协作 

排球运动中充满着竞争与配合 ，运动之中要学会竞争与 

配合。排球运动中 自始至终贯穿着比赛双方在身体素质 、技 

战术水平、心理和智能等多方面的对抗、竞争，在规则允许的 

范围内攻击对方 ，战胜 对方 ，获取 胜利。比赛形成 丁天经地 

义的竞争场所 ，这里使人的天性、个体 的攻 击本能和享受胜 

利的欲望得以宣泄。排球 比赛的竞争可以最直接最富有力 

度地表现人的本质力量。比赛的表层意义是“胜利、赢、第 

一

”

，而深层的意义是“功利 、目的、欲望的实现与升华 ”，体现 

出了它的社会文化意义。运动中需要观察对方，分析判断， 

扬长避短，创造优势，把握时机，敢于胜利。这也是现代人人 

格精神的内涵 ，是激烈竞争中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如果说排球运动是群体之间的竞争的话 ，那 么对于一个 

群体内部 ，首先要学会的就是配合：配合是提高群体的竞争 

能力．在钋部竞争中获释的主要条件。对于一个琨『弋人， 

学会竞争是 够的，还E，硕掌会配合。排球是静体的项目， 

要靠群体内的协同与配 台一排球 一传 、二传 托球 和战术 运 

用，都是两三人以上在 ￡的 同配合，才曼冉 区好的战 术 

进攻效果。而综 合多变日0防守 体系、更是靠全队的密切 

配合 、协同行动才能宅 吱的 裤i本内的配合，袄靠 体之 间 

统一的 目环(物质 的精神 的)、统 一的思想和认识 ．以 及相互 

间沟通理解的战术形式彤成 一，＼有 的整体，展开 对手的 

竞争对抗。这种沟通 、珲 解 与合作具有普遍 的社会意 义，个 

体的 合是群体昨刊的 连础 ，个体厅为上的配合直接影响着 

人的心炙与情感上的沟通 ，由此 产生凝聚力。民族 凝聚力 

也由此而增强 ．{本 出 1 }f̈金文化的意义 

4 社会行为与社会规范的窟蒙教育 

排球比器其胄棒 -．--#的 会行为进行 观范 化 启蒙 和 

教育功能 参加运移 每1、、人鄙要在 比赛规则与社会规 范 

的制约下避行活动，从而获得对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模拟 与 

演练 ，在健康文明的运动中培养青少年健康文明的社会行 为 

习 。 

人类的攻击性是天 _丰的．它根植于民族 内在的t存和保 

护本能 排球运动在满足人的攻击性的同时，叉设计了一系 

列人的社会行为的控制器、凋常阀，那就是竞赛规则与体育 

道德精神，更深 次上辽有文化的约束 力，如信仰 、道德 、伦 

理、礼仪以毖法律 体育的道德精神和竞赛的规则保证双方 

在公平 合理的条件下 坪取防对抗 ，靠技巧和智慧取胜 ．保 

护健康文明积缀合理 的 为，限制粗野动作和不卞L猊不道德 

行为。 

运动中个体的行为墨符合规则，要 自觉养成遵守规则的 

行为习惯。 人体的行为 宅具有敬业精神 、责任感 ，表现 出踏 

踏实实 、全力以赴的精神 范，取得社会规 范的认 同。在运 

动中要挖掘出它的这种启蒙教育 功能 ，教育广 大青 少年 ，培 

养他们健康文明的行为习惯 

5 平民化趋 向与大众文化意识 

排球运动从创始时的少数人的运动 ，经过一目多年的 发 

展演变 ，已逐渐趋向于“平 民化”，走进大众的文化娱 乐生活 

之中。美目的沙滩排球 ．初始 阶段 纯粹是一 种民 间娱乐 活 

动。每到夏季 ．人们成群结 队地涌向海滩 ，架起球网，在松软 

的沙滩 上、明媚的阳光下，赤 着脚打球 ．另有一番情趣 由于 

这种形式具有较强的娱乐性 、鳇身性和大众性 ．因此受到越 

来越多人们的喜爱以至于进入现代奥运会竞赛中。又如 80 

年代末期，日本的软式排球，近几年也被传人到我国，并很快 

受到青少 年的喜爱 血被列入我国全民健身和文 比娱 乐的基 

奉内容 并逐步在全国H 展和普 授，形战 厂排球 运动大众化 

的又一道文化景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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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4 定期公布帐目．通报体育基金的效益情况．增加工 

作透明度，加强对基金使用的监督管理，以保证资金的合理 

合法使用。 

2．2．4 隶属关系 

体育锻炼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直属主管校长领 导，接受 

全体师生的监督。 

3 效果 

我校 自 1996年建立体育基金 以来 ，4年来基金增值与支 

出情况见表 1。 

表 1 体育锻炼基金 1996～1999年增值与支出情况一览表 

由表 1可知，虽然 99年度学校下拨 的体育活动维持 费 

已增至 2l0oo元 ，但仍不及体育锻炼基金所提供经费的四分 

之一。正是体育锻炼基金对学校体育经费的支持与补充，学 

校先后新建了 1个多功能健身房 ，1个红土网球场 ，1个滚轴 

旱冰场 ；相继成立了篮球 、足球、排球、羽毛球 、乒 乓球、健美 

操、武术等俱乐部和体育社团组织；组建了篮球、足球、定向 

越野 、乒乓球、武术、田径、健美操等常年业余训练队；全校性 

的、系与系之间的、各社团之间的各种竞赛活动做到了经常 

化、制度化。学校 96 9r7年度被评为湖南省学校体育达标 

先进单位．9r7—98度被国家教委、国家体委评为全国学校体 

育达标先进单位；1998年校蹴球队代表娄底市参加湖南省第 

4届少数民族运动会获团体第4名；1999年 l0月在湖南省第 

6届大学生运动会上，田径队获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女团 

体三座金杯，女子乒乓球 队获团体亚军，女子武术队获团体 

第 3名，并被大会评为优秀体育代表团；1999年 11月女子定 

向越野队参加湖南省第2届国防定向越野比赛获高校组第 1 

名；1999年 l2月，在湖南省教委《贯彻学校体育工作条例》评 

估检查中获高校专科组优秀等级。我校体育工作所取得的 

这一系列成就 ，既为学校争得 了荣誉，又有效地增进 了学生 

健康，增强了学生的自豪感和凝聚力，为端正校风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 ，1999年学校被评为“省级文明高校”。 

4 结论 

随着高教改革的不断深化，招生规模 的不断扩大 ，体育 

经费使用提襟见肘是高校体育工作者十分头痛的事。实践 

证明 ，在高校成立体育锻炼发展基金，能有效缓解体育经 费 

不足的矛盾，达到改善体育教学条件，丰富校园健身活动的 

目的。体育锻炼发展基金是高校体育经费筹措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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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社会 的变迁必然引起文化的发展，引起人们文化观念和 

文化心理上的转变 ，并对人的价值观念及生活习惯产生深刻 

影响。从文化的角度看，如果说 2o世纪40年代人们从事排 

球是为了新奇有趣的话，五六十年代则是为了掌握占有一种 

文化本领来充实自己。那么到了今天，人们喜欢排球，更多 

的是对这种文化现象的体验，追求身心的完善发展。现代化 

社会带给人们科学技术和财富的同时，也带来身心的沉重负 

担。高速运转下的精神疲劳，简单重复的异化劳动，家庭生 

活的枯燥乏味，各种病魔的肆虐侵袭，给现代人带来身心痛 

苦，乃至生命威胁。体育运动无疑是人们摆脱这种痛苦和威 

胁的最积极、最有效的方式之一，越来越多的人从喜爱排球 

运动到投身参与，他们不愿做体育看台上的热心看客，不再 

满足为别人的运动精彩叫好，愿意亲身去体验一下“生命在 

于运动”的真谛 ．去 品尝运动 中的无限乐趣。人们高跳 、猛 

扣、前扑、鱼跃、滚翻，运动伸展的是四肢，吐故纳新的是心 

肺．强健壮硕的是躯体，愉悦欢快的是精神。人们从事排球 

运动．体验到的则是其中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实现的足 

现代人的文化观念和文化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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