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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体育文化建设路径研究
 张铮

新乡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3

摘要：城市体育文化是每座城市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地居民生活、经济、生态等造成了重要影响。本文以昆明。济南两
座城市为例，总结了新时代下城市体育文化发展的困境，并对此提出了建立新生态体育文化、因地制宜建立体育文化、重视城市
基层设施组织、重视当地学校体育文化等措施，旨在促进城市体育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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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体现了一个城市背后的内涵，也是打造
城市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文化作为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体育文化的建设也是现如今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
[1]。体育文化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发展基础，也
是促进城市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内部动力。在现在
的城市发展进程下，体育文化的建设还存在不足
之处。我们普遍认为，城市体育文化是关于人们
体育运动的物质基础、提供城市体育文化内容服
务的社会基础、以及城市体育文化发展的精神基
础这三部分组成，但是许多城市拥有基础的设施
物质基础，却缺乏了社会基础和精神文化基础的
提供。并且也少有学者以具体的城市为例分析城
市体育文化的发展建设。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
来通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体育文化建设的优化措
施。

一、以济南和昆明为例的城市体育文化建设
案例

本文以济南市和昆明市为例，根据对当地相
关体育文化发展的详情和措施来总结城市体育与
城市文化融合的的主要路径。

济南是山东省的省会城市，也是齐鲁文化的
发源地，济南市的城市体育文化发展措施有以下
几点：

（一）重视济南市当地的民俗体育内容。济
南的民俗体育，多种多样而又散布广泛，承载了

文化传承与城市形象的双重使命。商河的鼓子秧
歌及章丘芯子，历史悠久，风格独特，寓表演于
教化，绣球灯以武术融健身。简化和普及这些活
动，能够保证文化遗产的传递与城市文化的繁荣。

（二）重视高校体育发展。济南也举办了众
多体育活动，比如山地和马拉松等体育盛事须特
殊自然场，助力城市知名度。济南山水环抱，吸
引体坛目光，推进旅游发展。除了社会开展的体
育活动之外，济南的部分大学院校也开办了多起
活动，如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在重要赛事中设计获
奖作品，诠释体育与文化相融。教育资本塑造文
化形象，如全运会等，展现了民族和谐。公众对
城市的共鸣，不止于形态更在精神内涵。

昆明市的城市体育文化发展是基于生态环境
的绿色可持续下发展的。在放的二十大报告中指
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无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昆明市的体育城市文化发展也秉持着对
二十大报告理念的认同和引领，体育的本源也在
昆明逐渐与自然回归合一，体现了人、体育、自
然环境三者之间的协调与互利。

（三）昆明市的体育发展困境
据统计，昆明市人均体育场面积不足 2.6 平

方米，中心城区和郊区也差异巨大，发展不均匀。
然而在现如今的城市生活中，居民的生活生活条
件日益变好，人们也有更好的精神物质文化需求，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运动，重视自己的身体健
康。上班族需要运动来解压、锻炼身体，中小学
段的学生也需要为体育中考做准备，对体育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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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量是相当大的。但是由于人均体育场面积
的不足，回归自然的户外运动也受到了一致的认
可 [2]。想要大规模的建设体育场馆的话，也会给
当地财政、环境带来影响和污染。

（四）昆明市城市体育文化发展
首先是建设生态体育文化。在习近平生态文

明理念的指导下，昆明市修建了环滇池绿道，环
滇池绿道不仅仅是分隔滇池和城市的一道屏障，
也是城市一道秀丽的风景线，还能给居民提供合
适的运动环境。环滇池绿道长达一百三十七千米，
外海段长达一百零五千米，建设了步行、骑行专
门道，集运动健身、生态文明维护于一体。并且
在相关区域，昆明市还围绕环滇池绿道开办了龙
舟赛、帆船赛、垂钓赛等相关城市体育赛事，利
用了巨大的地理优势，得到了当地市民的一致好
评。其次是大兴举办生态赛事。何为生态赛事？
即不依赖场馆，不需要大兴土木，可以利用现有
城市资源，不会对生态带来巨大负荷的赛事。近
年来，昆明市开办了数场马拉松赛事，自行车骑
行赛事，并且相关部门对赛事有系统性的管理 [3]。
比赛前会安排数辆马路排水车对比赛路段进行
清洁，沿途临时设立二十个垃圾桶，赛后安排了
八十多名环卫工人对比赛场地进行清洁打扫。这
些赛事都是昆明市城市文化、城市体育文化、人
文历史文化、生态文明文化的一场集中展览。

二、现代化体育城市发展问题与现状

根据笔者对成都、济南、武汉等多处城市的
体育文化建设的考察来看，存在着许多问题。并
且根据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的《十四五体育发展规
划》来看，城市的现代化水准、城市的体育影响
力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在此针对这种现象，
笔者总结出以下几点原因 :

（一）体育文化的社会结构存在欠缺
首先对于一个城市的体育文化建设来说，政

府的职能是否完善实践是最为重要的。先建设好
上层建筑才有体育文化的普及。根据前文对济南
等地的调查来看，当地政府并没有建立起独立的
体育城市文化建设相关部分。与体育相关的部门
有社会体育处、青少年体育处等，体育文化的职
能是较为分散的，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进行城市
体育文化建设，就会造成难以管理、局限性大、
发展可能性低等多种危机。并且对相关的体育人
才来说，也没有一个合适对口的岗位来竞争。只
有建立起相关的政府部门，组织起能够策划、实
践、研究城市体育文化发展的精英班子，才能落
实城市的建设 [4]。 社会上的基层组织是城市体育
文化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勾连体育活动和市民
们的有效线索，目前政府也没有对基层组织建立
起系统的管理。

（二）忽视青少年学生群体的体育文化输出
现代教学讲究五育并举，对学生的教育要求

德智体美劳均得，但是义务教育之后的高中教育
和大学教育中其实体育的培养趋势并不完善。新
时代下学校体育建设要求促使学生对传统体育文

化能够做到吸收、创新，要求学校举办体育赛事
和各种形式的体育活动，促进学生体育文化意识
的形成。中小学学段的学校中，体育文化的建设
都较为完善，但是在高中学段以及大学学段中，
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都尚有进步的空间。大多学
校并没有开发出本校的体育文化特色，学校的体
育设施建设也无法满足全校学生的体育活动需
求，众多的不足也阻碍了城市体育文化的建设。

（三）体育文化博览会数量少规模小影响力
小

2011 年，中国首次举办了与体育文化相关的
体育博览会。博览会的举办不仅仅意味着文化的
交流与传播，也象征着一个城市体育文化成果的
展示。因此，一个城市想要建设具有本市特点、
创新点的体育文化，是离不开博览会的举办的，
不仅仅能展现出本市的体育实力，也能开拓思维，
集思广益。以成都为例，2019 年——2021 年一
共只开办了五次体育文化博览会，2021 年举办了
两场，分别是国际体育服务贸易及装备博览会、
世界赛事名城发展大会暨成都市体育产业大会；
2020 年仅仅开办了一场博览会，即成都体育消费
博览会；2019 年开办了两场，一场有关体育场户
外运动，一场有关于中国西部体育旅游。对于成
都这种一线城市而言，仅仅只开办了五场体育文
化相关博览会，无疑是数量极少宣传效果极其有
限的。更何况其他二线、三线城市，博览会的开
办应该更为不足。

（四）急需城市体育赛事文化品牌建设
建立起一项知名度高、活动规模大、符合城

市特点的体育赛事可以极大程度的提升一座城市
的体育文化建设度 [5]。国外有众多城市塑造了优
秀的体育文化品牌。比如网球是具有商业化程度
非常高的一项运动项目，温布尔登锦标赛也是商
业化非常成功的体育赛事。温布尔登锦标赛于
1877 年创立，不仅仅坚持传统一直采用传统草
地进行比赛，并且开拓创新，与 IBM 合作打造
app，做好信息梳理和传播，并且将温布尔登锦
标赛与当地的餐饮行业、旅游行业相结合，带动
全市的经济发展。国内其实也有体育文化品牌打
造的比较成功的案例，比如上海、成都等地开办
的上海国际马拉松和成都马拉松，不仅仅属羽中
国马拉松金牌赛事，也带来了相关的体育经济收
入和城市体育文化收入。但是从全国的发展进程
来看，还有许多城市缺乏体育赛事品牌的打造。
各个城市都可以根据自身的地理、文化优势，抓
住发展的锚点，比如滑雪等。

三、城市体育文化建设的道路探索

（一）体育文化的建设要以基层为主
想要发展一座城市的体育文化，就要提高当

地居民的体育文化素质。在市里的总体财政支出
上，也要加大对体育文化的投入，建立完善的城
市体育文化建设相关部门，加大与基层体育组织
的联系和系统性的管理。其次是要加大对相关人
才的招揽，通过提高收入、精神激励等多种方式
吸引相关从业者的加入。加强城市体育设施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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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在城市每个区都要建设相应的体育设施
和文体工作机构。

（二）重视校园体育文化对城市体育文化的
影响

体育作为五育之一，不仅仅能满足人们的生
理健康需求，也能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也能给
学生和市民提供工作生活之余的解压和娱乐。城
市的体育文化影响着校园的体育文化，校园的体
育文化也反作用与城市，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
用。除此之外校园体育文化也能让学生的消遣生
活更加积极向上 [6]。但是在现在的高校中，体育
文化的建设还远选不到预期目标：以武汉市洪
山区武汉工商学院为例，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显
示，对校园体育活动、体育文化很关心的仅有 12
人，占调查人数的 3％；对校园体育活动、体育
文化较为感兴趣的人数有 63 人，占调查人数的
17.5％；对校园体育活动、体育文化不感兴趣的
人数为 310，占总人数的 79.5％。由此可见，调
查结果是不容乐观的。因此我认为高校应该加强
体育课程建设，不仅仅注重一项体育活动的选择
和教学，而是系统地教学理论知识，营养保健知
识，体育习惯，卫生健康习惯，运动创伤疾病护
理等方面的内容。其次，在学校公众号、官网、
贴吧等平台也可以加大宣传力度，开办运动活动，
宣传体育活动，预告全球体育赛事，剪辑体育赛
事精彩片段等。最后可以加强学校运动队建设，
开办学校的王牌体育赛事团队，加强学校中师生
的凝聚力。

（三）寻找城市特点，挖掘开发民间体育赛事
前文中说到，各个城市如果能打响城市体育

文化名牌，对城市知名度，城市体育经济转化都
有着巨大的帮助。但是一开始就以期成为盛大赛
事可能性也不大。我认为可以从开掘开发民间体
育赛事为出发点，在政府相关部门的合作和扶持
下慢慢发展成为现象级赛事。比如佛山市就是一
个例子。佛山市是我国的武术之乡，佛山也举办
了诸多如黄飞鸿狮王争霸赛、中国龙舟大赛、国
际武术联合会咏春拳大赛等体育赛事。这些民间
体育赛事对佛山市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促
进佛山市成为了高质量文化导向型名城。且狮王
争霸赛、龙舟、咏春等也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内容，极大的促进了当地的文化自信和文化传承。
文化自信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之中，不仅仅是当
地人民，也是全国人民的血脉、基因和精神，发
展中国传统体育活动带动佛山市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传承、创新、发展了传统文化的历史辉煌。黄
飞鸿狮王争霸赛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开办了十四
届，根据调查结果来看，百分之九十六的佛山市
居民都认为民间体育赛事的举办对其生活、精神
的影响较大，满足了当地居民多层次的精神文化
需求，这些赛事提供了一个观看赛事的平台，也
讲运动体育相关文化理念深深植入人民的心脏。

四、对体育文化发展的思考

根据上文中困境和措施的提出，我对体育文
化的未来发展也有以下几点思考：

（一）发展绿色可持续发展体育文化建设
根据前文中提出的昆明市案例来说，绿色、

环保是体育文化发展的一大要义。倘若为了发展
城市的体育文化大兴土木，建设大量体育场馆，
不仅劳民伤财，建筑材料建筑垃圾也极大的影响
了城市的生态平衡。因此我认为城市的发展要因
地制宜，靠山的城市可以发展攀岩类体育活动，
傍水的城市可以发展垂钓、龙舟、划船等多种民
间体育赛事，气候寒冷的城市可以发展滑雪运动，
城市化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可以大力发展骑
行、马拉松等赛事。

（二）增强城市居民体育文化水平
城市的体育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独立性，它

既会受到居民体育文化水平的影响，也有一定的
前置性，超前于部分居民的体育文化水平而存在。
因为要协调居民的知识吸纳，培养当地居民的体
育精神。社区、学校、城市公益性设施都可以充
分利用起来，培养居民的体育精神。一座城市的
文化不能仅仅依赖于城市本身的建设，也要其中
的各项组织共同工作。街道海报插画可以画或者
陈列体育相关的配图，或者宣传相关的赛事，企
业也争取每年开办企业内部运动赛事，争取每位
居民都有至少一项熟悉的体育活动。

（三）发展城市科技
体育文化的发展也离不开科技的发展。这要

从两个方面来入手，首先是可以通过科技来创造
环保材料，减少相关体育场馆建设带来的污染，
减少有毒、有害、不环保产品的使用。其次是可
以推广电子运动产品。如 AR 网球游戏、任天堂
舞力全开、健身环等游戏的推出也引起了“全民
健身的热潮。

五、结语

总而言之，根据对多座城市的分析、对城市
体育文化建设的措施预设，我认为城市的体育文
化建设不能只从文化的角度上来看待，也不能仅
仅只从经济的角度上看待，而是要打造可以带来
城市体育经济效益、符合现如今国家纲领文件导
向、能发展城市体育文化，打出当地体育名片的
文化。

参考文献：
[1] 刘明真 .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视野下的城市体育文化建设研

究 [J]. 当代体育科技 ,2023,13(15):1-6.
[2] 史朝兵 . 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体育文化建设路径研

究——以连云港市为例 [J]. 体育科技 ,2022,43(04):65-
67.

[3] 涂佳 . 基于高校门户网站视角的重庆城市体育文化建设和
传播 [J]. 科学咨询 (科技·管理 ),2019,(09):47-48.

[4] 许奋奋 . “海西”中小城市体育文化建设现状及发展对
策——以莆田市、晋江市为例 [J]. 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
报 ,2010,25(05):12-17. 

[5] 暴丽霞 . 农村体育文化建设促进农民社会认同的路
径分析——以山西省运城市为例 [J]. 运城学院学
报 ,2015,33(03):76-79.

[6] 杨至刚 , 张力 , 王丽娜 . 上海建设国际体育强市中城市体
育文化定位与发展战略的实证研究 [J]. 南京体育学院学
报 (社会科学版 ),2015,29(02):29-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