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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村落体育文化的适应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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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安徽村落体育文化适应与变迁表现在：对 现 代 体 育 文 化 的 适 应 上 表 现 出 逐 渐 性、在 体 育 文 化 变 迁

上呈现出时序性．影响安徽村落体育文化适应与变迁的主要因素有：村落休闲方式的变迁、国家层

面的文化关怀、村落层面的自觉文化、学校教育的文化传播和村落的文化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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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现代体育

运动进入村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村落体育文化

变迁是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漫长过程．村落体育

文化在变迁过程中，现代的记忆逐渐替代原来的

记忆存在，使得其村落体育文化的发展更趋于合

理方向．通过探讨安徽省村落体育文化变迁的影

响因素，以期对安徽民俗体育以及群众体育的发

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价值．

１　安徽村落体育文化适应与变迁的特点

１．１　对现代体育文化适应的逐渐性

在安徽，村落体育的自给自足状态有 着 很 强

的自在性，那么，要维护这些自在性，体育文化就

担当起重要作用．对于有着强烈竞争意识的现代

体育项目，特别是西方体育项目，融入到农民的生

活，成为农民休闲体育锻炼的内容，是会受到相邻

的排斥，对于身穿运动服参加现代体育运动，仍是

受到家庭阻力的．即使是老年人走上运动场进行

跑步锻炼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目前，安徽村落

的一些优秀民俗体育文化正得到改造与发展．例

如：安徽凤阳花鼓在小岗村发展最为典型，凤阳花

鼓是土生土长的民俗体育，曾获“东方芭蕾”之美

誉．随着现代体育文化的不断发展，凤阳花鼓进行

了多次改革，舞蹈融入到队形与打鼓技巧和表演

姿势中，其灵活巧变的形式令人耳目一新，美不胜

收．其在创造特殊的物质文化同时也造就了体育

文化．

１．２　由传统向现代变迁的渐进性

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农民浓厚的乡土乡情、吃

苦耐劳的美德是农村传统文化得以维系的重要因

素．传统的村落文化的自闭性，影响着农民对体育

项目的选择，与民众相伴的民俗体育有着更高的

亲和力．但是，随着当今社会的不断发展，民俗体

育的基础环境在不断被破坏，民俗体育被现代风

不断的替代，原生态的民俗体育在不断地减少．村
落体育特别是民俗体育，要发挥个人和团体的更

好作用，就要进行不断的变迁与改造［１］．因为村落

体育文化处于不同的环境中，它已经悄悄地接受

着变化的潜力．但是这个过程不是一朝一夕，而是

一个漫长的变迁过程．随着机械现代化的不断发

展，农民的闲暇时间在不断地增多，农民开始有更

多的时间来分配闲暇时间，从而进行体育休闲锻

炼．安徽农民工外出打工居多，安徽大学生去大城

市上学者居多．每逢春节、暑假，打工回家的青年

人和放假的大学生把在城里和学校里学到的一些

现代体育项目带回家，带头开展羽毛球、乒乓球等

现代体育项目．所以，在农民对现代体育项目的适

应中，农民工与大学生起着促进作用，从而不断促

进村落体育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不断变迁．

１．３　体育文化变迁的时序性

文化的变迁不是同步的，而是具有一 定 的 时

序性，一 般 先 变 化 的 是 物 质 文 化，其 次 是 制 度 文

化，最后变化的是精神文化．而体育文化也遵循着

文化变迁的时序性．但安徽村落体育文化的变迁

却并不是按部就班．在小岗村农民看来，农村体育

应该结合地方实际，开展一些村民容易参与的体

育活动．当年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之一严徳友

说：“农民本来干农活就已经很累了，希望能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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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休闲的地方．”农闲时农民可以一起下象棋，
打打篮球．但现在村里连一个休闲场所都没有，健
身和体育活动无从谈起．严德友说：“我记得我们

村上次举行体育活动是在２００５年，拔河、打篮球

比赛，当时村里人参与热情很高．自那以后就没有

过类似活动了．”在安徽省不少的村落都存在这样

的情况．安徽农民对现代体育文化已经从精神层

面先于物质层面进行变迁．
安徽省在积极推进新一轮“农民健身工程”，

其不断增加农村体育场地与器材，安徽村落体育

文化精神层面的变迁加速了物质层面的发展，于

是村落的传统、制度文化也得到发展．目前的小岗

村，凤阳县政府投资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在建设

模范性的“新农村”，政府在不断建设中，不断促进

体育发展，县政府投入一定的资金购买体育健身

器材，还在筹建标准的篮球场、排球场，筹建村级

体育馆．村里不仅有年轻人参加体育活动，老年人

也在参加．小岗村人参与有室内场地、器材的体育

活动的梦想很快就能实现．

２　安徽村落体育文化变迁的社会影响因素

２．１　国家层面的文化关怀

目前农村的体育设施与器材偏少，其体育场地

器材和体育锻炼主要集中在县城与乡镇．即使农民

有健身锻炼的意愿，也很难享受到应有的服务，要
想办法把县城的体育器材和体育文化活动形式引

进到农村去，体育生活才能更加贴近农民的生活．
对于村落体育，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体系比较差，
组织体育文化生活比较少．国务院在《全民健身计

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中提出“三纳入”的要求：把全民健身

事业，特别是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纳入到当地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把全民健身经费纳入当地政府

预算，把全民健身工作纳入当地《政府工作报告》．
从国家层面看，已经非常重视村落居民的体育文化

活动，目 前 安 徽 体 育 局 为 适 应 新 的《全 民 健 身 条

例》，与省农委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因地制宜，结
合农村实际，以带动农村体育组织建设和农民体育

运动会的不断开展．因此，县城在农村体育发展中

应充当起重要的角色．在县城，建立引导平台，引导

农村体育不断发展；建立服务平台，服务农村体育

发展；建立扶持平台，扶持农村体育发展；建立培育

平台，培育农村体育发展．

２．２　村落层面的自觉文化

社会经济不断进步，文化现代化全面发展，民
众自觉的传统体育活动重新拾了回来，以满足民

众自身心理情感需求及文化自我认同需要．比如：
安徽皖南古村落至今还保留和继承原始民族体育

文化，歙县南乡 叶 村 至 今 还 流 行 的“叠 罗 汉”，安

徽凤阳县的“花鼓”［２］，等等．此类体育文化“自觉”
影响的范围虽然比较小，但对当地民众有着重要

的作用．其中体育要素很凸出，与其他民俗活动杂

糅在一起，相互依存、依附、是不可分割的民俗活

动综合体．村落体育文化的自觉是一个漫长的过

程，村落居民只有在不断地认识体育文化、不断分

离其他文化，不断理解所接触的多种现代体育文

化，才能不断地对体育文化进行认同．

２．３　学校教育传播体育文化

随着安徽新农村建设的繁荣，安徽省 体 育 专

业在专业设置上可以进行积极大胆的改革，在专

业的设置上考虑增加农村社会体育和农村体育教

育专业，从而使得体育也能像输送“大学生村官”
一样，为农村培养出更多的村落社会体育指导员

和农村体育教师．这将是安徽省高校加强应用性

专业培养的需要，也是安徽新农村建设下自身的

需要，从而使学校体育教育有针对性地由点及面

传播体育理念，构建村落体育文化传播的良性文

化传播模式．学校设立专门的专业，培养出的学生

回到农村村委和农村小学后，成为体育文化的主

要传播者，这样的教育价值和作用是其他方面无

法可替代的．

２．４　村落社区重构体育文化

农村居民的体育活动时间与方式与城市有着

区别，农民的活动时间多在农闲与节假日，从活动

内容来看，地方特色的民俗体育项目比较受到喜

爱．从活动方式看，体育社区化越来越得到普及，
体育部门在参与农村社区体育管理中，大力推进

社区体育基本公共服务，更多地向村落社区提供

体育健身设施、体育健身指导和服务、体育竞赛表

演、社区体制测定等体育公共产品和服务．因此，
村落体育“文化重构”要发挥社区的重要作用，一

方面注重开发“本土资源”，另一方面注意开发现

代体育项目．

３　结束语

文化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的适应、变迁与重构的

过程．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的村落体育，使得传统

体育文化与现代体育文化不断得到磨合与改造．村
落体育是个薄弱发展环节，希望通过社会各方力量

来带动农村体育的发展，特别是改善农村的体育场

地，使农民在闲暇的时间也能运动起来．农民对“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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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会体育指导”给予很高的厚望，这个体育教育

价值是任何的教育手段都不能替代的．安徽村落体

育文化在发展与变迁中应改变不符合现代社会发

展的不利因素，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使得村落体

育在变迁中趋于合理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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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套《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四级健美操
对高校女生身体成分和心肺功能的影响

郑　伟，夏　宇
（三明学院 体育系，福建　三明　３６５００４）

摘　要：对三明学院２００７级２０名高校女生进行１６周《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四级健美操锻炼实验，并
对锻炼前后身体成分和心肺功能进行 测 试 及 对 比 分 析．结 果 显 示，长 期 进 行 四 级 健 美 操 锻 炼 能 使

高校女生减轻体重，减少脂肪量，增 加 瘦 体 重，巩 固 减 肥 效 果，提 高 肌 肉 质 量，是 高 校 女 生ＢＭＩ和

ＷＨＲ指数趋向合理的首选锻炼级别，能有效地提高高校女生的呼吸系统水平、心血管功能和心功

能储备能力．
关键词：四级操；高校女生；身体成分；心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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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套《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以下简

称《标准》）推出以来，以其鲜明的时代气息、合理

的动作设计编排和极强的趣味性，深受高校女生

喜欢，成为全国大学体育健美操课女子必修与选

修（提高班）的主要教学内容．四级健美操是第二

套《标准》的中级课程，采用中高强度的有氧练习．
设计有胸部、三头肌和腹部的力量练习［１］．本研究

采用《标准》中的四级健美操作为锻炼内容，探讨

四级健美操锻炼对高校女生身体成分和心肺功能

方面的生理影响效果．

１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以三明学院２００７级健美操选 修 班 中 掌 握 四

级《标准》健美操的２０名高校女生作为研究对象，
年龄（２０．６±０．７０）岁，身高（１５８．５±３．４２）ｃｍ，体

重（５１．２±５．７２）ｋｇ．

１．２　研究方法

实验以第二套《标准》中的四级健美操为锻炼

内容，每周锻炼３次，每次６０ｍｉｎ，其中包括热身

操１０ｍｉｎ、健美操锻炼４０ｍｉｎ（每节健美操衔接

之间用１ｍｉｎ踏步调整）、整理运动１０ｍｉｎ．锻炼

时间为１６周．实验前和试验后分对别实验对象进

行身体成分和心肺功能指标测试，并进行统计学

对比分析．
身体成分测试采用韩国产Ｉｎｂｏｄｙ３．０身体成

分分析仪．心肺功能测试，心率、血压采用腕式血

压计（ＥＷ３００２，北京松下电工有限公司），布兰奇

心功指数采 用 心 率×（收 缩 压＋舒 张 压）／１００计

算，肺活量采用电子肺活量计算（ＦＣＳ－１００００，江

苏南通贝斯特工贸公司）测量，最大吸氧量采用奎

因学 院 台 阶 实 验 测 定（台 阶 高 度４１ｃｍ，节 拍 器

ＥＭ－１１，速 率２２次／ｍｉｎ，北 京 鑫 东 华 腾 体 育 器

械有限公司）．所有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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