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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视域下安徽省农村体育发展战略分析 
胡慧  孙鹏  魏皓冉 

(安庆师范大学  安徽安庆  246133) 

摘要：本文旨在深入贯彻党的乡村振兴战略，促进乡村振兴和农村体育发展，推动体育事业与经济共同发展。通过运用文献法、
德尔菲法、问卷调查法等现代理论和方法，构建了乡村振兴背景下安徽省农村体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安徽省部分地市乡镇农村
体育为例，对其发展中的问题、不足以及应对策略进行了分析，为安徽省农村体育服务的全面建立和管理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出
了一些合理化的建议。 

关键词：乡村振兴；安徽省；农村体育；发展战略 
 
1 引言 
近些年来，与农村体育政策层出不穷，这些具体政策从一

定程度上极大地丰富了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现代高效农业生
产技术的快速进步进一步减轻了农田重体力劳动的负担，但也
导致了农田中等强度锻炼的不足。这给农村体育发展带来了新
的挑战。农村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解决农民问题，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问题。在新时代的引领下，我们面临
着农村的瓦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商品化、新旧文化的
更替以及农村人口向更广泛范围的缓慢流动等问题。解决城市、
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老年人口问题以及农村富余劳动力严重不
足的难题，必须解决和发展农村。 

2 安徽省农村体育发展现状调查 
本文参考研究的具体内容和目的，遵循了运动表现科学研

究的具体方法，并考察了比较文献调查的结果。我们按照相关
问卷设计的具体要求，以及从健康、发展需求等方面出发，设
计制作了问卷，根据安徽各市 GDP 排行,选取前四个城市,分别
在安徽省合肥市，芜湖市，滁州市，阜阳市的各类娱乐场所随
机抽取了进行适当体育锻炼的农村群众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对
调查问卷进行了汇总。本次调查一共发放了 300 份问卷，其中
男性和女性各 150 份。共回收了 290 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 286
份，男性 143 份，女性 140 份，有效工作效率达到了 98.6%。 

2.1  安徽省参加体育人群的运动习惯 
表 1 安徽省农村参与体育人群的运动习惯统计表 

早晨（6 时-8 时） 上午（8 时-10 时） 下午（14 时-16 时） 晚上（18 时-20 时） 总计 
运动习惯 

n % n % n % n % n % 

男生 29 20 43 30 14 10 57 40 143 100 

女生 22 16 20 14 28 20 70 50 140 100 

根据对安徽省合肥市，芜湖市，滁州市，阜阳市农林村群
众运动习惯的调查统计（详见表 1），发现该地区群众特别偏爱

夜间体育运动，主要集中在傍晚的 18 时至 20 时。 
2.2  安徽省体育人群的参与方式 

表 2 安徽省农村体育人群的参与方式统计表 

自己 与朋友一起 与家人一起 总计 
参与方式 

n % n % n % n % 

男生 29 20 69 48 46 32 143 100 

女生 35 25 64 46 41 29 140 100 

通过对安徽省合肥市，芜湖市，滁州市，阜阳市农村群众
参与形式的统计，最终得出了如下结论：大多数人选择与他们

认识的朋友一起参加体育活动（见表 2）。 
2.3  安徽省参与体育人群的参与时间分析 

表 3 安徽省农村体育参与人群周频率统计表 

1 次 2-3 次 4-5 次 5 次以上 总结 
参与者周频率 

n % n % n % n % n % 

男生 14 10 64 45 43 30 21 15 143 100 

女生 14 10 42 30 59 42 25 18 140 100 

根据对安徽省合肥市，芜湖市，滁州市，阜阳市农林村群
众每周运动频率的统计调查可以总结出，安徽省农村居民每周
参加体育活动的主要频率是 2～3 次，而女性参与的次数高于男

性（参见表 3）。 
2.4  安徽省农村参与体育人群的参与动机 

表 4 安徽省农村参与体育人群的参与动机情况统计表（此表为多项选择） 

男生 女生 
序号 动机 

选择人次 百分比% 选择人次 百分比 

1 愉悦身心、释放压力 136 95.2 126 88.2 

2 强身健体 138 96.2 142 99.6 

3 减肥、塑形 120 83.8 140 97.8 

4 增加人际交往、扩大社交圈 135 94.4 106 74.4 

5 娱乐休闲，丰富生活 137 95.8 133 92.8 

6 准备训练 22 15.2 41 28.4 

7 提升自己在社交圈中的影响力 17 11.6 45 31.2 

8 追求时尚，展现自我 32 22.4 51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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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发现新事物，寻求刺激 14 9.6 32 22.6 

10 获得赞赏和自信心 118 82.4 112 78.4 

 总计 男生 143 人，女生 140 人 

通过对安徽省合肥市，芜湖市，滁州市，阜阳市农林村群
众参与体育活动心理动机的调查统计发现（参见表 4），参与体
育活动的心理动机相当多元化。 

3 制约安徽省农村体育开展的影响因素 
3.1  媒体互联网减弱群众体育意愿 
在网络的影响下，有一部分人选择不参与体育活动。这一

选择往往源于他们对网络生活方式的沉迷，他们对于网络内容
感兴趣，而对其他领域则缺乏热情，包括体育运动和健身。另
外还有一群人，虽然不愿意参与传统的体育活动，但他们通过
网络资源学习瑜伽、健美操等室内运动。因此，互联网的兴起
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革命性转变。使得一些人可以摆脱地
点和资源的限制，参与体育锻炼。 

3.2  相关体育产业发展冲击群众锻炼方式 
如今，对于体育产业发展中研发项目的比较，已经成为公

众关注的焦点之一。这使得人们了解和评估不同发展项目之间
的横向和纵向距离，以及整个产业链的构成。对于这些高市值
项目来说，一些社会群体已经成为忠实的拥趸，尽管体育产业
发展面临着一些挑战和负面影响。如今，这些社会群体不断调
整他们的兴趣和偏好，选择适合自己的体育锻炼方式。在决定
参与某项运动之前，他们还有很多考虑和选择的余地。 

3.3  人们对于健康需求的变化已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体育
需求 

随着社会演进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当前大众已更加全面考
虑健身项目选择范围。此时身体健康不再被简单界定于巨大身
躯之内生理方面需要，还必须关注自我心理和社交适应等其他
需求。鉴于当下社会对于身体健康诉求日益多元化、变动频繁，
在此背景下处理好综合个人需求显得至关重要。当前对于锻炼
项目已经有更广泛选择，并非一味追逐表演或慢跑方式，并不
再依赖设备器械进行锻炼。 

3.4  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对体育项目的关注度不足 
经过实地走访和调查，我们发现，目前安徽省针对农村体

育人员的管理模式主要以自主服务和管理为主。这一观察似乎
反映了人们参与体育活动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也暴露了体育
成绩信息管理的不足之处。参与者对体育成绩的独立管理缺乏
科学的信息管理制度和基本规范，导致相关信息无法有效利用。
此外，羽毛球协会、外围体育演出组织以及体育演出管理部门
的信息化管理存在弊端，这不利于体育项目的发展与推广。 

4 乡村振兴视域下安徽省农村体育发展战略策略 
4.1  发挥树立正确体育价值观的网络信息资源作用 
在网络已经成为最重要、最不能缺少人的生活中。它不仅

仅是一个信息传递的平台，更是一个分享体育赛事比分、欣赏
体育赛事的媒介。同时，互联网也成为代理商们传递最为重要
信息的平台之一。它的发展已经使得互联网环境呈现出了丰富
多样的特征，如不可预测性、高交互性、娱乐性和虚拟软件工
具等。这些特征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我们可以利用
互联网的信息资源共享作用，构建正确的运动健康世界，特别
是对运动成绩的认识。通过乐观健康的心理动机来推动人们参
与运动，将运动融入他们的生活方式中，并迅速释放出他们个
人的魅力和潜能。 

4.2  积极倡导体育俱乐部的建立 
随着年龄增长，体育表演的参与人数略有上升，表明其对

特别是老年人的健康促进起到积极作用，凸显了其重要价值。
同时，女性社会群体对体育表演的了解明显高于男性。与针对

男性的健身项目相比，体育表演对于平衡女性健身项目的积极
性具有重要意义。令人意外的是，体育表演适合各个年龄段，
受众广泛。这一特点为整个体育表演产业链的开发项目提供了
可行性。通过进一步推动体育表演和才艺展示的销售，产品销
售规模呈现巨大增长。因此，完整化和系统化的信息管理是至
关重要的，以更好地推动体育发展和产业化方向发展的趋势是
不可避免的。 

4.3  拓展体育的表现形式及发展空间 
体育赛事的形式和范围有待进一步拓展。我们可以探索将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相结合，以满足运动健康和健康促进的需求。
通过全民健身体育网投资者参与平台，可以打破传统体育参与
的界限。建立覆盖全国的地方体育表演网络，将奥运赛事与现
场互动连接起来，进一步提升体育赛事的吸引力。 

4.4  政策方面多加支持，完善体育组织管理系统 
为了最有效地推动体育表演的发展，必须建立起一套完善

的体育管理体系，以满足社会体育群体的需求。建议地方政府
和地方政府部门在制定全民健身新政策和规划时，要将体育绩
效具体细分为具体的政策项目，以确保方向明确。例如，可以
建立相关社会服务机构，其性质各异，不限于官方网站访问、
网站访问和大众传播等形式。政府在拨款时应当充分考虑老年
人健康并非"消费"的一种，从而不断完善体育事业。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当前安徽省农村人群中，对体育需求和兴趣

较为广泛。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措施来促进体育表演的发展。
首先，可以利用互联网资源共享来推广体育的核心价值观，树
立正确的体育理念，特别要注重倡导设立体育俱乐部，推动体
育产业的繁荣发展，多样化地开展体育推广活动，不断扩大体
育项目和运动场所，满足人们多样化的健身需求。除此之外，
还需要完善体育机构的管理制度，建立全面的服务体系，推动
数字健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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