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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农村体育是中国体育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中国农村人口实在太多了，中国的多数人口至今还居住在农村，即使中国的城市化达到了一个较高的
水平，仍然会有六七亿农民居住在农村。
因此，农民及其子女的健康问题不解决，当代中国人民的健康水平就难以整体提高，他们的体质问题
也就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增强，中华民族的体质在未来较长的时间里就不能摆脱困顿的局面。
当今，农村的健康安全问题已经威胁到整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已经十分严重，农村文化生活极其贫乏，导致黄赌毒泛滥，从文化的意
义而言，也需要体育参与进来改变农村面貌。
然而，农村体育也是一个无奈的问题，这里有农村自身的原因，也有体育发展的原因。
农村穷，农民苦，从经济上制约了农村体育的发展，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措
施，如减免税赋，免除农村学生学杂费等，但“三农”问题的解决尚需假以时日，何况在多数没有解
决温饱地区的农村还不能把体育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在中国的二元结构的社会里，体育价值观是遵从城市需要的。
竞技体育既不能从农村选拔精英，为金牌战略服务，也不能在农村发展体育产业，获取经济利益。
可以说当今中国的体育不需要农村，甚至视农村为体育发展的包袱。
然而当一半以上的人口处在体育发展的视野之外时，我们却自我陶醉于“体育大国”、“体育强国”
的美称，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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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时期农村体育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主要内容：农村体育是中国体育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中国农村人口实在太多了，中国的多数人口至今还居住在农村，即使中国的城市化达到了一个较高，
的水平，仍然会有六七亿农民居住在农村。
因此，农民及其子女的健康问题不解决，当代中国人民的健康水平就难以整体提高，他们的体质问题
也就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增强，中华民族的体质在未来较长的时间里就不能摆脱困顿的局面。
 
当今，农村的健康安全问题已经威胁到整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已经十分严重，农村文化生活极其贫乏，导致黄赌毒泛滥，从文化的意
义而言，也需要体育参与进来改变农村面貌。

然而，农村体育也是一个无奈的问题，这里有农村自身的原因，也有体育发展的原因。
农村穷，农民苦，从经济上制约了农村体育的发展，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措
施，如减免税赋，免除农村学生学杂费等，但“三农”问题的解决尚需假以时日，何况在多数没有解
决温饱地区的农村还不能把体育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在中国的二元结构的社会里，体育价值观是遵从城市需要的。
竞技体育既不能从农村选拔精英，为金牌战略服务，也不能在农村发展体育产业，获取经济利益。
可以说当今中国的体育不需要农
村，甚至视农村为体育发展的包袱。
然而当一半以上的人口处在体育发展的视野之外时，我们却自我陶醉于“体育大国”、“体育强国”
的美称，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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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理论研究篇第一章　农村、农民与农村体育第一节　农村与农村社会在中国农村研究中，一向有以镇
为中心和以村为中心两种取向。
一些受英国功能主义影响的学者多以村为基本分析单位，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云南三村》等
；而另一些受美国芝加哥学派影响的学者，则多以镇为基本单位，他们强调：“一个单纯农村不足为
一个乡村社区。
”我们认为，在研究农民生活和社区活动时，“把一个村子作为单位(研究中心)最为合适”。
这是因为“村庄是一个社区，其特征是，农户紧凑的居住区内，与其他相似的单位隔开相当一段距离(
中国有些地区，农户散居，情况并非如此)，它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具有其特定
的名称，而且是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
”②村庄作为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区域共同体，是农村社会结构中的基本单元。
同时，它也是目前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和农村经济的基本组织形式。
它不仅是国家与农村社会的交接点，也是国家与农民之间联系的中介。
因此，它在农村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成为研究农村社会的一个基本的分析单位和分析层次。
④正如费孝通教授所言：“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
”一、农村的界定 在以农业生产活动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区域内，以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为主的居民聚居
地．称为农村。
②农村是农民生产、生活的载体和主要场所，是农村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综合体，是
一个相对于城市的生活方式。
农村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直接影响着农民的生活方式。
农村社区的基本单位是村落(或称村庄)。
“村落是中国传统生活方式保存最多、最厚的地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载体，是中国社会最广泛
、最深厚的基础。
”遍布于中国广袤大地上的大小村落，“决不单单是村民的集居点，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世代相
传的生活方式”。
农村是一个历史的社会范畴。
我国现阶段的农村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有机系统，包括生态、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内容。
首先，农村是一个地域概念，包括城市以外的一切区域；其次，农村的自然再生产联系较大，第一产
业比重较大，经济活动较为分散；再次，农村是一个社区概念，农村居民的交往范围较窄，重视血缘
和地缘的关系，民风较纯朴，传统的伦理习惯势力大；④最后，农村是一种具有村落文化的生活方式
。
从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看，县以下被认为是农村。
本书中使用的“农村”一词，包括乡和村，与乡相对应的集镇也应包含在其中。
截至到2002年，我国农村有乡镇39054个，村694515个，拥有89017万人口，组成23811万个家庭，分布
于345万个自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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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从小生长在农村，对农村有着特殊的感情，农村的每一次变革都会牵动我的心。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农村发展的一次很好的契机。
我作为一名体育工作者，有责任为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农民的健康生活贡献绵薄之力。
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农村体育的基础理论研究较少，而且观点不够统一；农村体育的历史
资料、原始数据、文件和法规收集较少，而且残缺不全。
这给本研究的观点及思路的整理带来诸多困难。
同时，我们也发现农村农民和城市居民的生活条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使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温家
宝总理的一句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
”也更加增强了我开展本研究的动力。
通过本研究的调查、访谈和讨论，使我对福建省沿海地区农村体育的现状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同时也看到，发展农村体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协同关注和支持。
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农村体育发展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单一的政府管理模式必定会
产生一定的偏差，并制约农村体育的发展，为此，必须应用多模式发展理论才能促进农村体育健康和
谐地发展。
社会科学的研究需要科学的、求实的社会调查。
本研究的社会调查部分丁作量巨大，得到了许多地方文体局、乡镇文体干部和农民兄弟的配合和支持
，他们无私的奉献是完成本课题的基础。
本研究的社会调查员由莆田学院体育系的学生担任。
社会调查员分为六个小组，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充分发挥家人、同学、亲戚、朋友的作用，有的同学甚
至全家出动，头顶烈日、翻山越岭，带领调查员走家串户，为获取科学的调查数据辛劳工作。
学生调查员们的甘于奉献、任劳任怨使得这次调查工作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
后续的数据统计工作是由陈振武等6位同学协助完成的，枯燥的数据输入是一项细致且需要充足耐心
的工作，巨大的工作量，是在夏天没有空调的办公室里经过l0多个日日夜夜的连续奋战完成的，没有
一种奉献精神是难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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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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