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健身发展概论——以台州椒江开展的关于全民健身的活动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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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健身”这个词好像有多种解读，但就现在普遍能够被大家所接纳的几个方面也就是它的内容和作用，它的基础定义是一种包含了多种不同形式的运动。广
义上面的健身其实包含了体育这一个名词，实则狭义上的健身又被体育所包含，健身和体育之间的关系，也是交融而又无法言明的。而它对于大家来说作用也就是：

强健体魄，舒缓身心。健身实则是一种特别的文化节奏，许多人也都就是在物质生活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满足之后，开始追求精神上面的一个富余，而这时候健身就开

始逐渐被人们所接纳了。在1995年《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里就已经有所提及，近年来，可以说，全民健身计划实施已经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时间段，在全国许多

地方大大小小的活动可以说开始举办。在2018年，台州市椒江区“走进千年古郡，享受篮球魅力，收获快乐健康”活动，可以说是较好的体现了如何在基层角度促进

群众体育发展。让村民从家门口欣赏到篮球赛事的一个精彩，也感受到了体育文化的一个魅力所在。在2019年，台州市全民健身运动会游泳比赛的发展，也不外如是。

农村或者郊区里面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基础体育设施的出现，许许多多的健身器械的安装，也是对农村健身事业的发展。而后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也涉及了“体育强国”

一词的界定。但农村健身，乃至体育的发展，早就已经发展并有迹可循，但它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道阻且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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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健身本源因素和农业之间的联系

1.1健身的本源因素

说起健身的起源，总是会提起古希腊时期的健美运动以及德国人尤金

山道创建的各种人体美的姿态，抑或是关于奥林匹克竞技运动，但不可置否

的是，健身的本源因素却不仅仅局限于此。健身可以称之为东西方体育碰撞

的产物，就举这样一个例子，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健身以三分法被归于

健身养生一类的运动。

“民族传统体育是现代体育之母”这样的一些言语，也都是很明了的

在我们生活中，而健身不正是我们现代体育的一种？再者说，“万变不离其

宗”，在现阶段广义的健身活动中，也不乏有传统体育的影子，“实现人的

和谐发展”这一类的想法其实也是传统武术中对于“天人合一的思想的变式”。

总之，最终健身这样一项似乎包含很广泛的运动其实是许多较为冗杂的中西

方体育形式求同存异、有机结合，在矛盾之下却又对立统一的一个产物。

1.2 健身的本源与农业

健身的本源因素可以说是特别多的，那么就从其一，民族传统体育文

化里面展开，它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文明体系，只因为我国幅员辽阔，

而且地形和气候较为多样，适合人们居住以及发展农耕文明，可以说我国传

统体育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在此基础之上，也是

衍生出了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特点“崇尚自然，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而这在健身之中也都是有所体现的。但在此为基础之上的思维方式，

也存在十分清楚的弊端：重于过程，轻竞技。

而古希腊等地中存在的纯粹的健身本源因素里面与之是完全相反的，

只因为它处在一个多山而且发展农业条件匮乏的环境中，所以转而更大程度

的发展海洋商业，而这一切对于其影响也就是形成了一个崇尚竞技和竞争的

思维意识。

健身并非只是最为简单的竞技项目，而西方对于竞技的过于推崇以及

东方对于过程的过于重视，其实也都是不能够造就它的，只有两者处于一个

很好的制衡的状态之下，刚中有柔，柔中含刚，这才是真正的健身。

2农村健身的发展历程

2.1在地方的领导下逐步地开展

虽然说，在很早之前，就有同志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并且采取了各项措施来促进体育的发展，这也是使体育事业有了一定的发展，

可以说是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这也是使得有关部门开始思索问题的所在。最终锁定了群众体育这样一个难

题，开始第一次着重的考虑大众体育的发展，而后，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也

是第一次将农村问题放在台面上面去解决。

伴随着国民经济稳步发展，产业结构和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城镇

化水平越来越高，可以说物质文明享受是提高了不少的。但是问题与之共生，

“现代文明病”也渐渐走进大家的视野之中。这一点，在人民群众还未有深

刻的认知的时候，国家便未雨绸缪，并且也随之出台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

当然，在体育强国战略中近一步讲到了群众体育事业的重要性。正如 2008

年《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及：“体育强国不

仅仅是竞技体育的领先，群众体育事业也是体育强国的重要标志。”这也是

进一步将群众体育事业放在了一个较高的位子上面。

而在体育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曾有过无数声音，也曾数次提及“全

民健身和竞技体育的全面发展”，从“加强体育领域交流”到“推进体育事

业革命性进展”再到“广泛开展全民健身到推进体育强国建设”。

这其中伴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变革，方向的发展可以说是层层递

进，将群众体育，也就是农村健身这一个方面的建设放在了一个较高的层面

之上。而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展农民体育事业是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

部分。农民作为主体，全面提高农民素质至关重要，积极发展农民体育，普

及健身有关知识，才能够为实施这个战略做好一个较好的文化基础。

2.2在精神文明上面，以这为主要的方向

我国城乡居民参加健身的场合并不固定，但是大多都是家居地附近的

非正式场合，尤其是农民，可以说，只要是一个较为空旷的场合或者比较适

合的地点，就可以开始进行简单的健身活动。而且对于农民来说，健身的组

织也是特别多样的，只是项目相对来说可能会有一些单一，但是动作较为简

单，娱乐性较强，便于较快的普及与开展。

我国众多时候会依托于节日以及旅游，开展当地比较有特色的运动项

目，这既是对过去一些习俗的发展和精神文明的继承，也是农村健身的近一

步的发展。而且农村有一些人的思想相对来说会比较传统，那就利用这一点，

从传统项目着手，比如：舞狮和划龙舟等，以其他项目为辅助，进一步开展。

农村健身一方面是为了促进大多群众的身体素质，但是其实更深入的

也是体育精神文明的传承和发扬。而一直以来，我国农村健身的发展也都就

是以这为主要方向。

3 城市和农村健身

3.1城乡发展差异归于求同存异

众所周知，城乡之间的发展差异是特别大的，从经济、文化、教育、

交通乃至体育也都是如此。这一切，还得从城乡二元经济开始讲起，不管是

起步阶段还是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来说，城市远远快于农村。这也可以

说暂且打一个不那么恰当的比喻，说我们这个经济体制下的农村是“先天不

足后天畸形”的一个发展势头。

但是现在，有一个新的名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那也就是“城乡统

筹规划”。也就是将农村与城市两者完全放在一起，在一个很大的统筹局之

下的，这也可以说是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之一。而且很多时候，很多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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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城市发展推动农村发展，城镇为中心展开辐射圈，向周围播散开来其

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或者相对作用下农村发展推动城市，而且其实对于

这个名词就更加要知道一点，如果在这其中选择去加快农村发展，并不会对

城市的发展产生任何的阻碍，而会对其有着更加意料不到的推动作用。

虽然说，一开始，城乡之间不管是从一个大的社会体制上面还是小到

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还是有着很明显的界限的，但是现在伴随着社会经济的近

一步发展，以及许多新的改变，城乡发展开始渐渐地逐于求同存异。这也是

一个在大的体制下将城市和农村两者一起进步。而且一个想要趋向于发达国

家进度的社会，农村将会是一个机遇。而且，在我国自古以来，也都就是有

着重农尊农的一个传统。

3.2农村健身发展不好的其中几大因素

其中尤其以农村老年妇女为代表的许多人在思维定式中就一直认为“劳

作是一种无偿的健身”，这样其实也就是挺足够的了，所以又何必要去再花

时间做什么健身。很多对于这个定义并不是很理解的人就完完全全是特别抵

触这个的一个活动的。农村适合健身的人员比例可以说是极少的，因为青壮

年也都是为了改善家中的一些条件而最终选择外出务工或者经商，可以说首

要条件便不太充足。

而且农村的经济条件也可以说是相对来说存在许多的问题的，用一句

相对较为粗糙的话来说“连肚子都吃不饱，又谈什么锻炼？”。但是这也是

进一步折射出当农村许多人该有的物质保障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满足的情

况下，又谈什么精神上面的体育文明？其实更多的时候，这里面也是涉及到

上面对于民生问题的几个方面了。

农村的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甚至于缺失，当有一些人想要去健身，但是

全然没有任何的健身器械的时候，最终也可以说是一个阻碍发展的过程。这

也是农村体育健身公共服务的一个未完善的方面。

体育赛事在农村其实真的可以说是极度匮乏的，因为大多数体育赛事

都处于一个较为繁荣发达的地区，在农村可以说是基本上没有的，大多数农

村村民对于这一概念并没有清楚的认知。

4改善现状的举措

 4.1因地制宜，循序渐进

很多时候，一个地区都会有自己独具风格特色的一些运动项目，其实

这一切也可以说是健身的一种，而且这也是他们的一种风俗习惯，其实换言

之，如果你尊重他们的这样一个习惯，很多时候，他们也会报以愿意尝试开

始一个新的方式锻炼。比如说很多地方所特有的一些非遗运动（拳法、掌法

和舞狮等）。这对于健身又何尝不是一种继承和发展呢？

但是实施起来往往会有无数的问题，其实更多的时候，换位思考的过

程中，我们更是要特别清楚的认知到：虽然说这一些好像是为了他们好，而

且对他们乃至社会都是比较有帮助的，但是也是要很清楚的知道，不管怎么

样，其实让一个人改变其原有的固有习惯，开始去尝试另外一个东西都是特

别困难的，进展缓慢并没有任何的关系，很多时候，有进展就已经是一个比

较好的结果了，而且什么事又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呢？也不都是需要一个循序

渐进的过程的么？

4.2思想为主，实干加之

虽然说，好像一开始就直接作出有一些改变，给他们制定很多有利于

他们的策略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而且他们的内心深处其

实也是特别不能够接受这一些的，在思想上面，早就已经麻木，而且觉得自

己这样做只是为了完成上面交过来的一个任务而已。所以我们应该要从其本

质出发，开始去给他们进行一个思想的“开蒙”，但是这个思想教育也是有

一个制衡点的。也就是一开始你一定不够就这样体现出来你是为了让她们去

接受你的这样一个想法，这一点，交给一些基层干部去做，应该会好得多。

因为他们与最底层的农民之间有着最为直接和亲密的关系，而且他们也能够

很好的做这样的一个说客。

但是光说不做显然是不行的，因为你必须要有一些实质性的措施，在

思想已经开始渐渐地进入她们的脑海中的时候加以这一切的措施会好得多，

这也进一步让这个原来有一些难做的事情有了一个切入点和突破口。这样也

就可以让这一切有着事半功倍的效了。

4.3以奖做结，连接你我

因为经济条件而不去参加健身活动的农民其实时候很多的，这时候，

我们其实就可以效仿一些古罗马时期为了鼓励公民参加有一些城邦内的活动

而发放的津贴，而且你去做一些对于自己来说有益的事情，还能够适当地给

予一部分的补贴，这也是一个收入的来源，其实这也是推动更多农民参与到

健身活动里面去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且很多时候，健身这样一个很长远的项目其实一时之间是看不出个

所以然的，好像大家都做了，这时候，有一些有奖的小型比赛就可以开始露

脸了。而且这也是一个良性的竞争，只是起着促进的作用。

4.4加强关注，构建体系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出身的国家，最终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差距这么

大，其实农村得到的关注度不够也是一个比较清楚的原因。因为很多时候，

很多东西的发展并没有关于农村。在农村体育方面，虽然说也是一开始全民

健身计划开始的时候就已经着手准备，但是很多时候还是缺乏真正有力的针

对性措施。而且更多的时候，谈起健身，很少有人会将其和农村关联起来。

而且农村健身或者体育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也应该要进行进一步的完

善，现如今有一个新的可供参考的体系（以手为例）就是：以地方为大脑，

以市场为手掌，以社会为关节，以农民个体和群体为手指，形成一个较为能

够促进农村健身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其中，缺一不可。

4.5人才培养，追求质量

很多时候，我们所要建立的农村健身体育公共服务体系里面至关重要

的一个环节就是对于这个体系起着重要的作用的管理者和协调者，其实这个

的要求也是不少的，既要对于基本的健身体育知识有着特别清楚的理解运用，

而且要有特别强大的心理素质和调节能力。在这方面，可以以对于体育老师

这个职业的输出来说，现在对于这个职业，量多质却不太高。

其实可以说于体育方面的人才是稀有的，所以在各大体育类高校也都

是在不断地培养相关型的人才，向各个需要的地方输送，就以北京体育大学

为例，加大注重培养 3+1 型人才。

而且其实应该开始在追求质的基础上再来考虑一下量，从而达到一个

真正的培养真正的体育人才的目的。

4.6 学校体育，与之交融

可以说，很多时候，农村体育和学校体育总是相隔甚远，但是其实很

多时候，农村体育其中也包含有学校的部分，学校体育其中亦有无数有关农

村的部分，所以两者亦是相互包含，而且关系密切。就像之前说的，我们会

在思想上对于农村的老人进行一个“开蒙”，很多时候，他们认为体育对于

社会的建设并没有很大的作用，甚至和社会现如今的物质建设是背道而驰的，

这个想法错的显而易见。但是正是因为存在这一些问题，所以对于这些人的

存在就显得格外重要。这个时候，其实学校体育就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许

多学生回家之后顺口提起的许多话语就会成为老人们关注的东西。至少这个

作用是格外显著的，尤其是对于农村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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