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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村体育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发现农村体育研究日益受到关注，研究内容广

泛，研究队伍初步形成；但基础理论研究薄弱，深入的实证研究不够，发展对策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不强。

建议将农村体育置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中观察，运用多学科知识对其进行综合性的研究，深入实际进行田野

调查和个案研究，进一步突出农民的主体性，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契机，开拓农村体育研究的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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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researches on Chinese rural sports in the new century  
RAN Ling-hua，TIAN Yu-pu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7，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s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research literature on Chinese rural sport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Researches on rural sports are ever increasingly concerned, 

and made in various areas, while a research team is preliminarily formed; however, less researches are made on ba-

sic theories, there are not sufficient real case demonstrated researches, and policies for development are not quite in-

structive and operational. The authors offere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Rural sports should be observ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development; multi-disciplinary knowledge should be employed to made a comprehensive 

comparative study on rural sports;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case study should be made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circum-

stances; the main body nature of peasants should be further highlighted; a new area for researches on rural sports 

should be opened up through utilizing the opportunity of the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a comfortably livabl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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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农村是重点也

是难点”的论断以后，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问题，进一步成

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十六届五中全会，党中央又提出了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这一系列农村政策的出台

为农村发展，其中也包括农村体育发展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发

展机遇。与 20 世纪相比，我国农村体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

历史发展阶段。 

值此新的发展时期开始之际，有必要对新世纪以来我国

农村体育研究成果进行回顾与梳理，以便为广大体育研究者

全面认识和把握农村体育研究的现状提供借鉴，进而为更有

针对性地解决农村体育发展中的问题提供参考。 

本研究以“农村体育”、“小城镇体育”、“农民体育”、

“乡镇（村）体育”、“村落体育”为“篇名”，利用中国期

刊网索引收集到2000年至2006年5月有关农村体育的研究

论文 169 篇。就研究成果的数量、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以

及研究者的地域分布等方面对已检索成果进行归类分析，力

求发现研究中存在的成绩与不足。 

 

1  研究成果（发表论文）的统计与分析 
1.1  论文的数量 

农村体育研究成果的数量是反映该领域的研究发展速

度、发展规模和受重视程度的重要依据。为了比较，我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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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篇名”检索 1979 至 1999 年 20 年中有关农村体育研

究成果只有 53 篇，且其中 73%是 1995 年以后发表的。而

新世纪以来的 6年多，发表的相关论文有 169 篇。也就是说，

新世纪以来的 6 年多的农村体育研究论文的数量是 20 世纪

后 20 年间的 3.19 倍，增长速度是十分惊人的。并且，新世

纪以来有关农村体育的研究呈明显的逐年递增的趋势。这充

分说明，体育科研工作者是紧跟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的，是与

农村体育发展需求相适应的。 

1.2  研究成果的区域分布 

新世纪农村体育研究中对省（市）自治区的区域研究较

多，约占总论文数量的 53.4%。从我国的 7大区域看，多集

中于华东地区、西北地区、华中地区，其中以西北地区为主

体的西部农村及农民体育研究最为突出，占总文献的

20.1%；而华北地区、华南地区和东北地区范围内的研究成

果仅占总文献的 8.3%。 

形成研究范围较为集中的潜在原因：首先，我国西部大

开发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使边远、贫困的西部地区成为人们

关注的焦点之一，研究成果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而东部

发达地区，是我国农村发展和改革的先锋，成为小康社会农

民体育发展的样板，研究具有示范性和可行性。两极性特征，

吸引了研究的注意力，诱发了研究热点。其次，研究热点地

区均是我国农村人口最多、问题相对集中、影响最大的地区，

对这些地区农村及农民体育的研究具有代表性；而内蒙古、

海南、新疆、云南、西藏和黑龙江等省（区）则是我国农村

人口较少，较为分散，农村体育难于发展的区域。最后，差

异较大地区间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和人才等资源分布

不均，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1.3  各区研究者人数及所属研究机构分布 

农村及农民体育研究者主要来自高等院校。从地域上

看，华东地区、华中地区、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占总研究

者的 76.3%，其中以华东地区居首，占总人次的 34.3%，东

北地区最少仅有 4人次。华东地区农村发展层次较高，农村

体育发展较好，且分化显著、差异较大，是农村体育研究的

动力源。同时也是我国体育科研人才分布不均的真实写照。 

作者所在机构以综合类和师范类高校占主体，为

73.4%，体育学院占 20.1%，而研究所和体育局仅占 3%。这

种情况说明，作为专门从事体育科研工作的研究所对农村体

育问题研究尚没足够的重视，还存在一定的研究缺位。 

1.4  论文类别 

农村体育研究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较多。论文表述的方

法有调查法、访谈法、个案研究、问卷调查、文献资料、数

理统计、对比研究及逻辑分析等等，但按社会学研究分类方

法可归为调查研究、文献研究和实地研究 3 类[1]，农村体育

研究中以综合运用调查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为主，而实地研

究较少，仅占研究文献总数 10%，特别是严格意义上的实

地研究（个案）数量极少，只有 1、2 例。可以看出，研究

方法的单一与规范性的缺失，使农村体育研究方法层次以反

映现象的、表层的调查研究为主，而具体深入的可以发现深

层问题的实地研究过少。 

就研究对象而言，反映多层次性，主要体现为宏观笼统

农村及农民的体育研究、反映省（市）自治区总体农村及农

民的体育研究、对小城镇农村及农民体育研究较多，其中以

宏观的农村及农民体育研究为主体的论文，占成果总数的

62.7%，而对广大农民主要聚集地的村落体育研究最为薄

弱。 

1.5  主要研究领域与代表性学术观点 

（1）关于基本概念研究。 

农村体育基本概念体现在对“农村”、“农民”、“农村体

育”、“农民体育”、“村落体育”的认识上，在绝大多数的研

究中，都有忽视这一前提性研究的现象。因而研究出现相互

矛盾或结论相反的问题，出现了谁是农民，哪里是农村的争

议。对于这一重要问题研究的只有 3篇论文。反映出农村体

育研究的科学性、严密性还有待提高。吴振华、田雨普[2]认

为“那些以农业为主要生计，以村庄为长期居住地的那一类

人才可称为真正的‘农民’”；而曾理[3]认为，农村体育是指

“在农村地理范围内，以农村人口为参与主体所开展的各项

体育活动，包括在农村地区的少数民族体育”。鉴于现状的

复杂性和研究的必要性，有研究者提出“农村应该有广域农

村、中域农村和狭域农村之分”[4]，应根据不同研究需要对

农村的范围进行界定。 

（2）关于农村体育发展地位研究。 

学者们对农村及农民体育重要性的认识比较趋同，农村

体育涉及到农村社会生产生活的多方面。体现在“提高农民

体质、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丰富业余文化生活，有利于

农村小康社会建设，能够缩小城乡的差距及有利于培养体育

后备人才”[5]；“有利于民间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等方面”[6]；

“农村宗教与体育活动具有相互促进、健康发展的作用”[7]。 

（3）关于农村体育管理研究。 

农村体育组织管理与运行机制问题是学者研究的热点

之一，多数学者认同“县级政府要依法治体、统筹安排；县

级体育行政部门要抓好农民体育协会；镇乡要建立健全文化

体育站；村要建设好村级文化体育活动室；农民体育协会要

培养体育骨干”的管理模式，采取“以镇为龙头，村民委员

会为基础，农民体协为纽带，形成有辐射力的组织网络”；

“充分发挥各级行政组织的主渠道作用；加快建立和完善农

村体育组织网络；处理好行政组织和农民体育协会的互补作

用”[8]。从研究者的观点可以看出目前农村体育管理主体为

农村基层政府，农村体育社会化远未形成。 

（4）关于小城镇体育研究。 

小城镇体育也是农村体育研究的热点之一，与我国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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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理论研究及小城镇在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具

有密切的联系。研究主要集中于小城镇体育的性质、小城镇

作为推进中国农村体育发展的依据、小城镇体育的作用等方

面，如小城镇体育与社会控制的关系、小城镇体育文化建设

的社会价值、乡镇体育旅游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等方

面，提出了“小城镇体育是寻求农村体育发展突破口，发挥

小城镇中介地位优势，实现农村城市化的需要”[9]。有研究

者提出乡镇体育发展应建立在初级阶段理论、地方经济发展

水平、现代体育的发展目标等多重依据上。 

（5）关于农村体育消费研究。 

农村体育消费是近两年学者们开始关注的热点问题，对

农村体育消费所持观点各异，如“农村体育消费是基础性、

根本性消费，具有丰富生活内容、娱乐身心，增进身体健康；

活跃体育消费市场，促进相关体育产业发展等，是体育消费

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10]；“农村人口几乎没有体育消费”
[11]；“农民在满足自身生存需要后，体育消费数量将更多地

依赖于体育观念、意识和周围体育集体化环境”[12]。 

（6）关于农村体育现状研究。 

有关农村体育现状调查是所有研究成果中比例最高。 

农村体育人口研究主要集中于体育人口现状、体育人口

偏少的因素等方面，如“农村体育人口为 0.63 亿，只占农

村人口总数的 7.13%，且农村体育发展术不平衡，死角多，

是群众体育的难点”。农村体育人口偏少的主要原因“体育

意识与健康观念的制约；经济收入的制约；政府投入与组织

措施的制约” [13]。 

对场地设施调查也为数不少，89%的研究成果表明农村

体育场地存在相对量较少，分布不均衡的现实，如“政府投

入少与组织措施不完善”[14]；“我国农村人口占 70%，仅有

20.2%的体育场（馆）建在农村”[15]；学者对农村体育现状

“总体上看我国农村体育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不

平衡的，还不能满足广大农村居民体育文化需求”[8]及“锻

炼时间多集中于春节、集会等节日；锻炼项目单一，以篮球、

跑步、棋类占 97.2%”[12]的观点趋同。 

制约农村体育发展的因素主要体现在经济、社会、文化

及人的观念 4个因素，其中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人的体育观

念淡薄是核心影响因素，以经济中等发达和欠发达地区最为

显著；农村体育管理体制不健全，“县以下的行政机构中管

理体育的部门甚少，且许多县区和乡镇撤消了体育部门，挂

靠在文化部门、教育部门或卫生部门”[16]。 

（7）关于农村体育发展战略研究。 

学者们对农村体育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村体育的

发展的策略与原则、管理模式、农村体育消费等方面，分析

总结后可归为 3种类型。 

第一类为内驱型，持此类观点的学者认为农村体育的建

设与发展，必须以提高农民自身的素质，增强体育锻炼观念

为前提，只有农民自身有强烈的体育需求与科学正确的认

识，才能真正发展农村体育，是必要的先决条件；如“要想

真正解决农村体育问题，不全面提高广大农民的生活质量和

文化素质，那无异于痴人说梦”[17]。 

第二类为依赖型，此类观点主要表现在农村及农民体育

的发展依赖于国家各级政府的扶持、各类政策法规的完善、

农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就农村体育内部环

境而言，主要依赖于农村体育的物质资源、组织资源、人力

资源、经费资源的丰富程度，如村、屯的体育应依赖小城镇

体育的发展；如“立足乡村本土体育事业的建设将是和城镇

化并行不悖的两条发展道路”[2]；欠发达地区农村体育发展

思路为“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农村体育；大力开发农村体育

资源；发挥地区特色和民族优势；强化政府职能，健全组织

机构；推进农村教育和体育的社会化进程”[18]。 

第三类为综合型，指在农村社会全面发展中，依据农村

建设与发展的情况，适当融入农村体育建设，逐步地转变农

民的体育观念，在农村各方面发展较为成熟时，农村体育也

建设了与农村社会融为一体的相对独立的发展体系，如“农

村体育以乡镇为重点，乡镇以小城镇为切入点，并首先从县

城有条件的建制镇实现突破”[19]；“农村体育发展的动力要

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政府自上而下的计划推动；二是

农村居民自下而上的需求拉动，二者必须有机结合起来，才

能形成农村体育发展的整体动力”[20]。 

以上 3种类型无优劣之分，重在于适用性，如边远地区、

落后地区应以第一、二种类型为主，发达地区以第三类型为

主，3种类型之间不是绝对与孤立，而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此外， 卢文云提出“农村学校体育发展模式、小城镇体育

发展模式、民族体育发展模式、体育旅游发展模式、体育扶

贫发展模式”；李会增提出冀东小城镇体育发展的旅游体育

型、企业体育型、园区体育型、家庭体育型 4种模式。 

可以看出，关于农村体育未来发展上，学者们趋于多样

化和多类型的观点。 

 

2  新世纪我国农村体育研究的评价 
2.1  农村体育研究日益受到关注，研究队伍初步形成 

作为社会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农村社会的变迁，

已引起更多研究者的关注，成果数量逐年增加。据统计，新

世纪以来，参与农村体育问题研究的作者已多达 237 人，参

与的单位已有 54 个，可见，农村体育已成为当前体育科学

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以各类高校为主体的农村体育研究队伍

正在形成并不断壮大，国家体育总局增设的 25 个体育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也加强了对农村体育发展的研究力度，研

究中心研究所及体育政府部门开始关注对农村体育的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国家体育总局和各省市社科规划立项中有关

农村体育研究的项目逐渐增多，一些项目甚至被列入国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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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规划课题，农村体育研究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2.2  研究内容广泛，基础理论研究薄弱 

农村体育研究内容比较广泛，多集中于农村体育现状、

管理、运行机制、制约因素及发展对策等层面，总体覆盖率

较高。从发展趋势上看，研究领域正从集中于小城镇体育、

农村及农民体育现状调查向农村体育人口、农村体育产业及

农村体育基本理论等方面渗透。 

归纳分析发现，研究还具有相当大的初级性、重复性，

描述型、总结性的研究成果偏多，表面性观察和定性类、论

述类文章较多；农村体育研究中甚至出现对某些问题一哄而

上的现象；由于积淀和储备不足，一些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

研究体系尚未形成，涉及的基本概念比较模糊，基本术语界

定不一；对农村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发展背景理解不透，

对农村体育的历史、性质、特点和功能等定性的理论问题，

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多数研究成果仍局限于原有体育理论

知识的运用；科学的、具体的定量研究很少，多半是宏观地、

笼统地论说农村及农民体育的意义和现象。如在各自不同的

调查标准下，反映各我国、省（市）自治区总体农村及农民

的体育现状研究较多，约占成果总数的 62.7%。 

2.3  远离农村研究农村，深入的实证研究不够 

现有的农村体育研究中，以问卷调查法和文献资料法为

主，实地研究法运用不充分，由于调研的时间不一、地域和

农村层次不同、农民文化程度较低及统计调查变量差异难于

掌握等因素的影响，调查数据的可信度不高，因而成果的说

服力不强。由此而提出对策建议显得乏力。 

我国南北地域差异显著，东西经济发展差异悬殊，农村

县、镇、乡、村的社会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因而，农村和农

村体育的地方性特点突出，研究必须深入实际，进行扎实的、

具体的实证研究。这其中，对广大农民主要聚集地的村落体

育研究更显重要，因为他们的情况更具农民的广泛性和代表

性。然而，这方面的研究最为薄弱，统计结果表明，以往的

论文中，真正深入具体的村落体育实地个案研究几乎没有。

此外，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对比性研究成果极少，特别是缺乏

对历时性纵向对比和现时性横向对比研究，如不同地区之间

农民的对比研究，同一地区不同时段的比较研究等。 

2.4  发展对策研究较多，但可操作性较差 

多数研究成果在文献资料和大范围抽样调查情况下，提

出具有普适性的对策与建议，如加大国家投入力度，政策扶

持与导向，加大农村体育宣传等等，也有提出利用农村学校

体育资源优势、与农村文化站相结合发展农村体育等开发性

建议。但是，总体而言，多数研究成果仍围绕农村体育开展

的重要性，在体育活动开展的经费、场地设施、管理等方面，

根据城市社区体育模式推理农村体育的发展，提出有创见

的、具有实施可行性的对策措施较少。而对特定地域农村体

育的具有实际价值、可操作性强的针对性的对策较为鲜见。

我国农村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农村基层体育管理人员多数按

照上级的指令和布置来开展农村体育，自主开发意识和能力

较为缺乏，急需在对特定地域进行深入研究基础上提出有针

对性的发展对策。因此，转变学风，脚踏实地地为农民服务

是目前农村体育研究中的突出问题。 

2.5  农村体育研究地域分布呈现非均衡性 

对论文的统计可知，从经济与社会发展层次分析，社会

经济发达地区农村体育研究好于落后地区的研究；国家扶持

力度大的农村地区体育研究好于其它地区的研究；我国东部

地区、西部地区的农村体育研究好于南部地区、北部地区的

研究。科技文化发达、研究机构集中的地区研究好于资源缺

乏地区的研究。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产生的农民体育需求具有较

大的差异性，以及社会体育研究机构的分布不均等原因，形

成我国农村体育研究对象以华东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村为主，

农村体育的研究者也集中于华东和华中两个地区，这种不平

衡性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农村体

育的发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华北地区和东北地

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体育科研力量要优越于西北地区，

而农村体育的研究数量却大大落西部，这其中尽管原因不

一，但是，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投入力量不多，

不能不是重要原因之一。 

 

3  对农村体育研究的建议 
3.1  要将农村体育置身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中研究 

新世纪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小康社会、新农村建设

以及西部大开发等国家相关方针政策陆续出台，指明了农村

改革发展的方向、路线和步骤，为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

水平的改善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根本保证。所有这些构成了

农村体育发展的大环境、大背景，农村体育研究者必须改变

就体育谈体育的积习,认真学习和领会党和国家关于农村改

革和发展的方针、政策，以敏锐的政治嗅觉洞悉农村社会发

展的动向、潮流与时机，把握不同地区农村改革发展的进程，

只有这样，才能在总体上把握农村体育发展的态势，才能开

拓出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农村体育改革的新途径、

新方法。针对相当数量的体育工作者不太注重政治理论学习

的实际，强调关于农村改革方针政策学习，是十分必要的。

这不仅是提高农村体育研究质量的需要，而且也是提高体育

科技队伍政治素质和理论素养的需要。 

3.2  运用多学科知识，对新农村体育进行综合研究 

随着农村发展观念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到以人为中心

的综合发展观的演变，农村体育作为农村社会经济文化整个

发展体系的一个环节，必将与农村的经济、社会、文化、卫

生、教育、医疗融为一体，必将由单纯的开展体育活动逐步

深入到农民的思想、观念、身体、心理、行为习惯等方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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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因此，对农村体育的研究必须改变从单一的学科角度进

行分析、从表浅的笼统的观察分析上入手研究的现状，要从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求出发，综合运用与农村、农民相关

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实行多学科的渗透

与交叉，其中要特别强调自然科学的共同介入，强调必要的、

精确的定量研究，这样，才能全面认识与把握新世纪农村体

育的特殊性，才能开拓出农村体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新领域。 

为便于农村体育调查数据的普遍适用性，对农村体育研

究涉及的调查变量有必要建立统一的标准与规范，统一界定

下的基本术语与概念是建构农村体育理论体系的基础，在此

基础上的研究成果能促进农村体育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完善，

为农村体育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托。 

3.3  以农民研究为中心，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 

农民是“三农”的主体，也是农村体育研究的主体。无

论是村落体育研究还是小城镇体育研究，最终的落脚点均应

为农民。我们的一些农村体育研究，农民的核心地位不突出，

往往只见活动，只见过程，而不见农民，不见农民的身心变

化。一些研究的出发点是如何提高农村体育工作的业绩，如

何培养出尖子运动员等等。因而，脱离了研究的主旨，背离

了农村体育研究的方向。要特别强调通过农村体育活动的开

展，提高农民的体质、改善农民的精神面貌、丰富农村的文

化生活，从而为推动农村小康社会的建设服务。因此，对农

村体育组织、农村体育政策、农村体育管理以及农村体育场

地设施等方面的研究必须围绕农民进行，必须以实事求是的

态度，根据农村的特点与农民的实际需要来切实地研究农村

体育，把农村体育这一“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 [21]，并以

物衬托人，服务人，突出农民在这一社会事实中的主体地位。  

3.4  适应新农村建设，开拓农村体育研究的新领域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及

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作为“全民健身

体系”组成部分的农村体育肩负着新的重要使命。农村体育

研究应当认真学习领会有关新农村建设的理论体系，学习中

央的战略部署和基本要求，并结合农村实际适时地进行广泛

而深入的研究。“发展农村体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必须探

索出不同于城市的自己的发展道路”。随着农村社会的全面

发展，以及学者们对农村体育问题研究的深入，农村体育研

究领域将不断拓宽，一些新的理论问题需要我们去探索，如

农民文化的充实与体育观念的更新，农民心理与农村体育的

关系，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体育发展地位，农民工外出现象

对农村体育发展的影响，农村学校体育与家庭体育的结合，

农村文化组织与体育组织的协作关系，以及分散布局下农村

体育设施的建设和使用等问题等都可能成为今后研究的热

点。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是农村体育理论成熟所必须经历的

研究过程和必须探究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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