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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推广的路径研
究——以毽球运动“非遗+研学”创新实践为例

李一凡 陈洁

郑州轻工业大学,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毽球运动起源于我国民间的踢毽活动，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国

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和相关政策的出台为毽球运动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新的机遇。研究通

过“非遗+研学”和社区以及城市公园等实践教学模式，激发公众参与兴趣，促进校园及社会普

及。该创新路径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需求结合，体现了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尊重与弘扬，

推动了民族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价值重塑，实现了保护与发展的平衡，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

承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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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现代化社会的快速发展，传统文化遭

遇严峻挑战，不少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正逐渐式

微，深陷文化遗失的危机之中。毽球运动作为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悠

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毽球运动的传承

在现代社会中的推广面临诸多挑战，如文化认

知不足、教育资源与代际传承等困境。如何通

过创新教育模式和社会实践推动毽球动的传

承与普及，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1]
。本研究为

推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出了

“非遗+研学”和社会实践模式，激发人们兴

趣，形成社区、高校、城市体育公园、非遗传

承人四位一体的文化传承模式。

二、毽球运动的民族传统价值与文化

特征

（一）毽球运动的历史脉络与发展概况

毽球运动源于古代踢毽子游戏。在春秋战

国时期，人们就用羽毛、皮革或布料制作的毽

子进行踢打活动。南北朝时期有技艺高超的表

演者，明清时期更是普及至民间，甚至还成为

宫廷娱乐活动，在历史的演变进程中，毽球运

动在不同时期的形式和玩法有所变化，但始终

保留着基础的踢打技巧和锻炼身体的功能。在

清朝和民国毽球运动逐渐形成较为完整的规

则和竞赛形式。70 年代末，随着健身热潮的

兴起，毽球运动重新受到关注，成为一种有益

健康的运动方式。

（二）毽球运动的民族传统文化价值

毽球运动历经岁月洗礼，不仅是一项体育

运动，更是承载着深厚文化底蕴和传统价值的

瑰宝。在历史的演进中，毽球运动以其独特的

魅力融入人们的生活，从强身健体角度看，其

丰富多样的踢法，如盘踢、磕踢、拐踢、绷踢

等，需要调动多个部位肌肉协同发力，在不断

的踢毽过程中，提升腿部力量和耐力、腰部的

灵活性与稳定性、预防肩部疾病，还因快速的

踢毽节奏和多变的动作要求，促进身体新陈代

谢，增强心肺功能。在文化传承方面，它起源

于汉代，历经数千年的发展演变，承载着中华

民族悠久的历史记忆，见证了不同朝代人们的

生活与娱乐方式，是古代体育文化的活化石，

发展进程中融合了传统手工艺、民俗文化、艺

术审美等元素，在制作毽子的材料、不同地区

的毽球活动、以及不同时代的诗画作品中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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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呈现
[2]
。作为群体性活动，毽球运动还是社

交互动的重要平台，无论是在社区、校园，还

是在各类毽球赛事中，人们因毽球相聚，它不

受年龄、性别、职业限制，促进跨群体互动，

营造出和谐、欢乐的社交氛围，传承着团结友

爱的传统价值观。

（三）毽球运动在现代社会中的文化价值

毽球运动并没有因时代的变迁而褪色，反

而在新时期焕发出更为耀眼的光芒，以独特的

现代文化价值融入现代生活。在全民健身的热

潮里，毽球运动因其简便易行、趣味性强、场

地要求低等特点，成为人们追求健康生活的优

质选择，能满足不同人群的健身需求，帮助人

们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提高身体素质，为构

建全民健康社会奠定基础
[3]
。

三、毽球运动传承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毽球运动在校园传承的现实困境

目前，毽球运动在校园中的传承面临着一

系列深层次、系统性的困境，涉及课程体系与

师资建设、学生兴趣与认知、校园文化与竞赛

以及场地和器材等方面的不足。在课程体系上，

多数学校的体育课程中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缺乏统一和权威的教材资源，使得教师难以按

照统一的标准进行教学，其次教学缺乏专业的

师资力量，许多师范类院校对毽球教练的专业

培训的缺失，让学生也因此无法获得系统的毽

球运动知识，青少年群体也普遍将毽球运动矮

化为童稚游戏，对其深厚文化内涵、历史背景

以及竞技潜力的认知不足。在校园文化活动研

学方面，信息时代下传统的踢毽子比赛缺乏与

现代科技、艺术等元素的融合，难以激发学生

的参与热情，开展毽球运动相关的研学活动时，

未能充分挖掘毽球运动所承载的民族文化和

地域特色，没有让学生真正领略毽球的文化魅

力，导致研学活动的教育意义大打折扣，且校

园毽球运动文化和研学活动的开展离不开专

业指导和资源支持，而目前学校在这方面存在

明显存在短板。在校级竞赛层面，校内毽球运

动竞赛体系不完善，比赛缺乏明确规范的竞赛

制度，时间的安排随意性较大，没有形成固定

的赛事周期，奖项设置也缺乏吸引力，宣传推

广力度也不足，赛事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低，无

法吸引更多学生关注和参与毽球运动，也使得

参赛学生缺乏成就感和荣誉感，难以激发他们

继续参与毽球运动训练和比赛的热情，学校之

间的毽球运动竞赛交流活动同样稀少，限制了

学生毽球运动水平的提高和视野的拓展
[4]
。场

地与器材方面，学校体育场地资源有限且分配

不均，多数学校无专用毽球运动场地，学生只

能选择在狭小的空地、走廊或者其他非专用场

地进行此项运动，器材在质量和数量上难以满

足学生的需求，部分学校采购的毽球质量参差

不齐，数量稀少，影响学生的技术发挥和练习

体验。

（二）毽球运动融入社区文化活动面临的

挑战

毽球运动作为承载着千年文化基因的传

统体育活动，其独特的竞技性与健身价值在快

节奏的现代社会中逐渐被边缘化。这项曾活跃

于街头巷尾的民间运动，如今在社区文化活动

中面临着传承断层的危机，这种危机折射出传

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碰撞产生的多重

困境。其中基层体育组织的结构性缺陷，人才

储备不足，阻碍了毽球运动在社区文化活动中

的发展，多数社区既缺乏专业的社会体育指导

员，也未能建立起常态化的培训机制，导致群

众自发组织的毽球运动活动长期处于低水平，

难以向更高层次发展。而毽球运动作为承载千

年文化基因的传统体育活动，是极具代表性的

非遗文化，在与高校校园文化活动、志愿服务

结合中也面临重重挑战。在郑州市调研发现，

社区健身场地资源配置失衡，配有标准网柱的

毽球运动场地相对稀缺
[5]
。

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视角下毽

球运动的推广策略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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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园开展毽球研学实践活动传承创

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1 多元融合实践创新设计毽球运动课程体系

毽球作为一种具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融聚一体的体育运动，被引入到高等教育中的

校本课程体系，将会成为学校体育教育的一大

亮点，可以增加体育课程的趣味性，丰富校园

生活，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体育活动选择。在

课程设计上，可以将分为实践课程和文化课程

两部分。实践课程中，通过系统的基础技能训

练，通过系统的基础技能训练，使同学掌握毽

球运动的规则、基本踢法、发球传球和接球的

技巧；结合毽球运动特点设计合理的训练计划，

提升学生耐力、速度和力量等身体素质；通过

专业的讲解和示范，使学生更加深入的了解毽

球运动比赛的基本战术和临场发挥的技巧；而

比赛与活动组织作为推广毽球运动的重要手

段之一，可以让学生在实战中感受毽球运动的

魅力，积累比赛经验，并提升个人技能和战术

水平。

2毽球飞扬绽活力多举措营造特色校园文化氛

围

校园文化是学校的精神支柱和灵魂所在，

它的营造对于学校教育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

意义。毽球运动作为融合娱乐、健身和文化于

一体的活动，非常适合在校园里推广教学，通

过校园毽球运动联赛可以提高学生的运动热

情，学校可定期举办校园毽球运动联赛和校际

联合校园毽球运动联赛，这是推广毽球运动、

活跃校园体育氛围的关键举措，借助学校官方

微信公众号、微博等线上社交平台发布宣传推

文，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还可以组织各

校学生交流毽球运动训练方法、校园毽球运动

文化建设经验等，拓宽学生视野，增进校际友

谊，推动毽球运动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推广发展；

开设校园毽球运动文化社，可以为学生搭建一

个更好的学习和交流的平台，社团可以邀请专

业的毽球运动教练或资深爱好者开展毽球运

动技巧培训课程、举办毽球运动文化培训讲座

等，让学生们深刻领略到这一传统运动的独特

魅力，促进毽球运动文化的传播。

3智能技术与毽球运动的教育融合

现代科技正以令人瞩目的速度迅猛发展，

智能技术已然成为教育领域变革与创新的主

要趋势之一。将现代科技深度融入体育教育中，

不仅能够显著提高体育教学的质量与效率，还

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带来全新的学习体验。

毽球运动教育中，巧妙借助智能技术，能够为

这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开拓出

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可以引入智能毽球运动

训练系统，依托先进的传感器技术，精准捕捉

学生在毽球运动训练过程中的动作细节，再结

合强大的数据分析技术，系统能够为学生量身

定制个性化的训练方案。

（二）社会开展毽球推广实践活动传承创

新全民健身理念

1 整合社区基础设施推动毽球运动资源共享

社区是全民健身的关键阵地，在毽球运动

的推广与发展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通过扩大毽球运动在社区的影响力，吸引更多

社区居民投身其中，为全民健身事业的蓬勃发

展注入强大动力。完善的基础设施与资源共享

是推广毽球运动运动的重要支撑。

2城市体育公园促成高校与社会资源结合举办

毽球活动

将高校与社会资源融合，城市体育公园拥

有丰富的场地资源和专业的体育设施，是推广

毽球运动的优质平台，邀请高校的体育专家、

教授定期开展讲座，普及毽球运动的科学知识、

训练方法以及运动损伤预防等内容，组织高校

体育专业的学生作为志愿者，在体育公园内为

市民提供毽球运动的现场指导；在城市体育公

园开展研学，可利用场地设施优势，针对不同

人群制定更多元教学内容和实践活动，面向中

学生开展活动时，除义务培训毽球技巧，还可

融入户外运动、植物识别环节，采用专业队员



《教育研究与实践》 ISSN 3058-3349 2025 年 第 3期

12

示范结合趣味实践的方式，提升学生运动兴趣，

举办全民健身活动时，志愿者可以为市民提供

毽球运动的历史讲解、技巧示范及互动练习。

可设立毽球运动文化展示馆，通过实物展示和

多媒体互动，让参与者深入了解毽球运动的文

化内涵；鼓励企业利用城市体育公园举办毽球

运动团建活动，为企业提供定制化的活动方案，

根据企业的需求和员工的特点，设计不同形式

的毽球运动比赛和互动环节。

3举办毽球运动相关的赛事活动弘扬民族传统

体育文化

赛事与传播作为核心驱动力，能够推动全

民健身理念的普及与社会互动的增强。通过赛

事 IP 的打造，结合当地特色，能够为居民提

供更丰富的健身体验，提升运动参与度，与城

市文旅相结合打造区域特色品牌，带动经济效

益，促进经济与文化的双重效益。

4 融合数字技术开启毽球运动发展新征程

在数字化浪潮迅猛推进的当下，数字技术

已然成为各领域创新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借助

数字技术的强大赋能，充分利用小程序、自媒

体等平台，可以从多个维度、全方位拓展毽球

运动的传播范围。开发毽球运动小程序，在小

程序中设置多个功能模块，包括教学视频模块、

在线比赛报名模块、赛事查看模块、积分查询

模块以及运动打卡模块等。

5毽球运动的政策支持

政府部门可以设立毽球运动专项扶持资

金，主要用于社区毽球运动场地建设、器材购

置和赛事举办等，给予开展毽球运动与比赛的

社区、体育公园、企业等财政补贴，制定科学

合理的毽球运动指导员培训计划，定期组织专

业的培训课程，邀请国内知名的毽球运动教练、

专家前来授课，考核合格者获颁指导员证书，

纳入社区毽球推广队伍。

五、结语

本研究以毽球运动“非遗+研学”创新实

践为切入点，探究新时代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

承与推广路径。研究表明，毽球运动承载着深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拥有独特的多元传统价值，

可通过教育融合、技术赋能与多方资源整合，

实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可持续传承。然而，

毽球运动传承面临诸多困境。例如相关课程体

系不完善、校园文化活动研学形式单一、非遗

文化活动在与高校结合及志愿服务方面协调

困难等。针对这些问题，该研究提出了相应的

推广策略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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