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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羽毛球爱好者人群结构特征研究

龙孔明 李
(兰州理工大学体育教学研究部

�

惠
甘肃 兰州 7 3 0 0 5 0 )

[摘 要]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
、
问卷调查法

、
数理统计 法等对 兰 州市群众性羽 毛球运动参与者进行调 查

�
揭 示 出参与者的人群

结构特征
�
并分析出其趋势特点

。
研究表明

: 兰 州市羽 毛球爱好者呈现 出以 男性为主
、
高学历

、
中青年

、
中上等收入

、
企事业单位人

员居多等结构特征
。
本研究 旨在为深入 了解兰 州市羽毛球爱好者群体结构特征提供理论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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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月lJ 舌

随着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的不断加快
、
人民生活

水平的快速提升与国家 《全 民健身计划纲要 》的实施 �
越来越

多的我国居民认识到健康的重要性
�
而运动健身无疑是拥有

健康体魄的一项绿色通道
。
据 《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与研

究 》中的相关研究结果显示 �
羽毛球是仅次于长走和跑步健身

的我国居民第二大喜欢项 目
。
羽毛球是一项羽毛球运动是一

项能够让人眼明手快
、
全身都得到锻炼的体育项 目

�
运动量可

根据个人年龄
、
体质

、
运动水平

、
和场地环境的特点而定

。
其独

有的运动特点可极大的锻炼参与者上肢
、
下肢和腰部的力量

�

长期锻炼
�
可以使心跳强而有力

�
肺活量增大

�
耐力提升

。
羽毛

球运动适合于男女老幼
�
不同年龄

、
性别

、
体质的人都能在羽

毛球运动中找到乐趣
。
而且随着近些年我国竞技羽毛球运动

在国际赛场上展现出的统治地位
�
和林丹等一批优秀的羽毛

球星受到的热捧
�
羽毛球运动在我国的爱好者人数得到了空

前的增长
�
对这部分人群的结构特征进行研究分析

�
可以为这

项运动更好的推广以及推动全民健身计划的更好的实施提供

理论参考
。

二
、
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 )研究对象

文随机抽取兰州市城市学院幼师
、
中医学院

、
体工 一大

队
、
天龙水宫

、
西固区体育馆等的羽毛球馆内的4 0 0 名羽 毛球

爱好者为研究对象
。
其中男性2 6 4 人

�
女性 1 3 6人

。

(二 )研究方法

1
.

文献资料法

各类期刊
、
硕士论文

、
网站等大量相关资料为本文提供理

论依据
。

2
.

问卷调 查法

共发放问卷4 0 0份
�
均系作者实地到访各个球馆进行现场

一对一问卷发放填写
、
回收的方式

�
故问卷成功回收4 0 0份

�
有

效率达 1 0 0 %
�
又采用 再测法对问卷的信度进行了测验

�
测得

问卷的信度为0
.

88
�
证明此问卷信度可靠

。

3
.

数理统计 法

利用统计学原理和
e
xc

e l统计软件对调查问卷取得的原始

数据进行整理统计
�
并计算获得最终数据

�
并对最终数据进行

系统分析
。

三
、
结果与分析

(一 )兰州市羽毛球爱好者人群性别及年龄比例情况

(表功兰 州市羽 毛球爱好者人群性别及年龄比例情况一 览表

男男男男 女女 1 8 岁及以下下 18 “ 2 5 岁岁 2 6 一3 5 岁岁 3扩5 0 岁岁 5 0 岁及以上上

人人数数 2 6 444 13 666 888 6 888 16000 14 888 1666

%%%%% 66
.

000 3 4
.

习习 2
.

000 17
.

000 4 0
.

000 3 7
.

000 4
�
000

通过表 1可知问卷调查显示
:

兰州市羽毛球爱好者人群中

男性明显多于女性
�
人数几乎是女性的两倍

�
2 6 ~ 3 5 岁的人群

占了4 0
.

0 %
�
3 6 ~ 5 0 岁的人群占了 37

.

0 %
�
这说明兰州市羽毛球

爱好者人群主要以中青年为主
。

(二 )兰州市羽毛球爱好者人群学历分布情况

(表2) 兰 州市羽 毛球爱好者人群学历 分布一览表

高高高中及以下下 人学 (含火专))) 研究生 (硕士和博士 ))) 其它它

人人数数 5 222 2 8000 6444 444

%%%%% 13
.

000 7 0 000 l石
.

000 l
�

000

由表2可知兰州市羽毛球爱好者人群的学历层次较高
�
大

多数为高等学历
�
大学及研究生共占了 8 6 %

�
这部分人群由于

接受过高等教育
�
对健康追求的意识较强

�
高学历也给他们带

来了高收入
�
他们相较其它人而言有更多的时间

、
精力和信心

来关注自己的健康
�
从而也易将羽毛球这类清洁

、
隔 网

、
娱乐

性较强的运动作为首选健身方式
�
置于闲暇时间的重要位置

。

(三 )兰州市羽毛球爱好者人群职业构成情况

(表3) 兰 州市羽 毛球爱好者人群职业构成情况一览表

企企企事业单位位 公务员员 教育系统统 服务业业 学生生 自由职业业 其它它

人人数数 19 222 l666 4 444 2444 3222 6 000 3222

%%%%% 4 8
.

000 4
.

000 1 1
.

000 6
.

000 8
.

000 15
。
000 8

.

000

表 3显示
:

企事业单位人员
、
自由职业者和教育系统人员

分别位列一
、
二

、
三位

�
说明这部分人群的工资水平和时间安

排较适应于羽毛球项 目的场馆运动
�
较易通过该项运动来增

强体质
、
缓解压力

、 ‘
}俞悦身心

。
另外学生参与比例达到了 8 %

�

在通过走访了解到
�
目前在学校体育课

、
课余时间打羽毛球的

学生越来越多
�
尤其是在大学

�
羽毛球运动方兴未艾

。

(四 )兰州市羽毛球爱好者群体月收入状况

2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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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兰 州市羽 毛球爱好者月收入状况一 览表

11111 500 元元 15 0 1‘2 5 0000 2 5 0 1飞0 0 000 4 0 0 1、600 000 6 0 0 0 元及以以 缺失失

以以以内内 兀兀 兀兀 几几 上上上

人人数数 4 444 6 888 12 000 10000 6000 888

飞飞飞 1 1
.

000 17
.

000 加
.

000 2 5
。
000 15

.

000 2
�
000

如表4所示
:

月收入在 2 5 00 元以上的人群占了7 0
.

0 %
�
这说

明经济 收入对群众参与羽毛球运动有很大影响
�
月收入在

25 01 元与6 0 0 0元之间的人群占了55
.

0 %
�
这说明兰州市羽毛球

爱好者人群以中高等收入者为主
�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

�
月收入

在巧0 0元以内的人群中
�
学生占有很大比例

。

(五 )兰州市羽毛球爱好者人群参与羽毛球运动动机情况

(表 5 )兰 州市羽 毛球爱好者动机情况一览表

健健健身健美美 娱乐交友友 兴趣爱好好 能力展示示 明星效应应 压力释放放 其它它

人人数数 15666 9 222 1 1222 1oooo 1666 2 000 444

$$$$$ 3 1
.

222 18
.

444 2 2
.

444 2 0
.

000 3
.

222 4
.

000 0 888

看
�
男性是业余羽毛球运动的主力军

�
人数几乎是女性的2倍

�

且以年龄在26
一5 0 岁之间的中青年为主

。

(二 )兰州市羽毛球爱好者人群学历层次较高
�
以大学学

历为主
�
高学历成为兰州市羽毛球爱好者群体的学历趋势

。

(三 )高学历者接受过高等教育
�
健康意识较强 ;高学历也

给他们带来了高收入
�
他们较其它人群有更多的时间

、
精力和

经济上的信心来关注投入到自身的健康上去
。

(四 )兰州市羽毛球爱好者群体职业来源结构 以企事业单

位人员和自由职业者以及教育系统人员为主
。

(五 )兰州市羽毛球爱好者人群以月收入在 2 5 0 0元以上的

中高等收入者为主
。

(六 )健身健美
、
兴趣爱好和能力展示 以及娱乐交友是兰

州市羽毛球爱好者参与羽毛球业余运动的主要动机
。

从表5可知
�
被调查者的31

.

2 % 的爱好者把健身健美作为

他们参与羽毛球运动的动机
�
个人兴趣爱好和能力展示分别

以2 2 4 % 和 2住。% 的比例分居第二 、
三位

�
由此可看 出爱好者

对羽毛球运动所具有的的健身健美
、
能力展示功能的认知程

度较高
。
另外

�
娱乐交友的动机比例也占到了 18

.

4 %
�
说明通

过羽毛球运动
�
可以达到愉悦身心和人际交往的效果

。
而压力

释放和明星效应动机所占的比例较小
�
说明绝大多数爱好者

认为参与羽毛球运动是自身需求的一种体现
�
而不是被动的

需求
。

四
、
结论

(一 )从 目前兰州市羽毛球爱好者人群的性别和年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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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认为体育锻炼对培养学生意志品质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

认为它是培养学生个性
�
树立吃苦耐劳精神 的一 项有效手

乒量
。

(三 )为提高学生对体育课的兴趣
�
应对体育课程进行合

理改革
。
被纳入体育教学内容的项 目应该适合学校的教学条

件
�
学生的需要

�
社会的需求

�
要表现出时代性

、
地域性

、
传统

性等特征
。
在组织教学方面采用娱乐性教学法

�
吸引更多学生

积极主动参与到体育学 习中
。

(四 )为提高学生的兴趣和活跃学校气氛
�
应积极开辟第

二课堂
。
发挥学生会

�
团委及各种体育协会的作用

�
有 目的有

组织的开展多种课外诱导性
�
娱乐性和竞技性活动

�
让学生在

活动中获得启发
�
从活动中了解体育的作用

�
体现自我

�
产生

兴趣
�
养成终身体育的意识

。

(五 )加快学校体育场馆的建设
�
改善体育设施

�
创造条

件
�
以满足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需求

。

(六 )学校体育课考试方法应尽量做到合理化
�
科学化

�
综

合判断一个学生的体育成绩
。
减轻学生的心理负担

�
从

“
应试

教育
”
的怪圈中跳出

�
使学生身心得到健康发展

。

四
、
小结

提高学生的体能素质是一项系统工程
�
社会要转变观念

�

2 0 4

并为学生提供更多活动场所和器材 ;学校要创造机会
�
让学生

有更多地时间去参加体育锻炼 ; 学生自身也要明确体育锻炼

的意义
�
更要积极配合参与

。
作为对学生体能素质负有直接责

任的体育教育工作者
�
更要认真反思

�
及早走出课改中的误

区
�
采取行之有效的办法

�
提高学生的体能素质

�
努力全面实

现课程 目标
�
使大学体育课程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

。

参考文献
:

[1] 邓 星华
.

健康第一 的理论依据与 学校体育的新使命田
.

体育

学干
�
l

�
2 0 0 2

.

[2] 教育部20 02 年学生体质健康监测报告 [州
.

中国教育报
�
20 03

.

[3] 姚文宇
.

关 于增 强体育的若千 思考田
.

体育学刊
�
20 04

�
(功

.

[4] 王 惠敏
.

从大 学生身体素质状况谈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田
.

高

校体育研究
�
1 9 9 9

.

[5] 周欣
.

对大 学新 生体育课不适应现象研究田
.

体育成人教育

学干
�
l

�
2 0 0 5

�
(5 )

.

[6] 谢香道
.

大 学新 生体育兴趣的调 查与 分析田
.

中国体育教育

学才民
�
2 0 0 6

�
(10 )

.

作者简介
:

展之福 (1 979 一 )
�
男

�
汉族

�
甘肃 兰 州人

�
兰 州

外语职业学院人文教学部教师
�
研究方 向

:

体育教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