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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不断进行的高校体育课程教学改革，越

来越重视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将学生的兴趣

和爱好放在体育教学的首位。因此，将满足大学生

体育锻炼心理需求的新兴体育运动项目引入教学

中就成为高校体育课程教学中的必要任务。自我

国八十年代末引入藤球运动以来，经过北京亚运会

正式比赛项目的推广，藤球运动作为新兴的体育运

动项目，以其自身特有的项目特点，正在被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所接受，并逐渐在一些高校中流行开

来，许多高校纷纷将藤球引入体育课程教学当中。

基于此，本文拟从理论上找到藤球运动的体育文化

特征与高校体育文化的契合点，以期为藤球这一新

颖、有趣的新兴体育运动项目更好地与高校体育文

化的融合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1 藤球运动的起源及传播
藤球运动，最初起源于15世纪时期的苏丹王国

统治下的马六甲地区，在当时是人们在农田劳动之

后娱乐的一种民间游戏形式。进行游戏时参与者

围成一个圈，用头、肩膀、脚腕、膝关节等夹球，顶

球，手不得触球，且不让藤球落于地上，由于其结合

了排球，羽毛球与足球的特点，被称作是“用脚踢的

排球”。藤球的弹性非常好，踢起来有唰唰的响声，

十分悦耳，这种运动形式比较轻松愉快，容易消除

人们劳作后的疲劳，所以很快地便在东南亚地区的

一些国家传播开来了，这是藤球运动的雏形。泰

国、缅甸等国家开展这项运动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

了，一直深受欢迎。泰国教育部长科·乔哈里对推

广藤球运动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被称为“现代藤球

之父”[1]。

我国于1987年正式引进藤球运动，多次参加国

内外重要比赛，取得了一系列优异的运动成绩，并

成立了中国藤球协会，加入了亚洲藤球联合会，对

我国藤球运动的推广和普及起到有力的促进作

用。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喜爱或参与藤球运动的学

生在五十万人以上。藤球现已被清华大学、中国政

法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天津工业大学、渤海大学、

天津体育学院等院校纳入体育教学内容之中，成为

一门新兴的体育课程，深受广大青少年、大学生的

喜爱[2]。

2 藤球运动的体育文化特征
2.1 流行的时尚性

“时尚的本质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中，时尚总是

被特定人群中的一部分人所运用，他们中的大多数

只是在接受它的路上，”[3]藤球运动也是这样一种处

于起步发展阶段的时尚运动，它可以满足现代许多

年轻人不断追求创新，个性发展的社会心理需求。

当代大学生在藤球这一流行的时尚运动后追逐着，

将自己的人生理想、趣味融入到藤球运动当中，寻

找自我，找寻生命运动的快乐和节奏，将藤球运动

的精神推广到日常生活当中。

2.2 激烈的观赏性

藤球运动集羽毛球的扣杀、排球的配合、足球

的灵巧运球为一体，由发球、接球、扣球、拦网等头、

肩和脚协调完成的一系列精彩动作的组合。在藤

球比赛中，双方队员的竞争异常的激烈，经常是在

局面错综复杂、技术变化多端的状况下进行的，运

动员必须要使用各种杂技式的踢球动作，特别是出

现频率极高的凌空倒钩，飞身横档等高难度技术动

作，创造出令人出其不意的感官效果，追求非同凡

响的视觉效果，引起人们心灵上的震撼，可以调足

观众的胃口，极具视觉上的观赏性。

2.3 团结的集体性

藤球运动是一种集体性的竞技比赛项目，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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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场三名运动员，阵容虽然没有其他球类项目那样

庞大，但是运动的复杂性和紧张激烈的对抗性，要

求队员之间的配合要非常的默契，在攻防上才能取

得优势。队员必须要齐心协力，充分发挥个人的技

术，相互间为集体的胜利而争取每一分的成绩，所

以，藤球运动对运动员的团结性和组织纪律性要求

非常的高。

2.4 自身的健身性

藤球运动自身就是一项有氧代谢健身运动，其

中也伴随有磷酸原和糖酵解的无氧代谢功能。这项

运动的比赛，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争夺非常的激烈，可

以不同程度地培养练习者身体机能的各项锻炼能

力。“藤球运动主要是通过下肢做跳、踢、抽、掉、扣等

动作来完成的，使下肢的关节、肌肉、韧带都能得到

很大的锻炼，同时也使腰部得到锻炼。经常参加这

项运动，不仅能使下肢肌肉、韧带富有弹性，关节灵

活，而且能使心、肺系统得到全面锻炼[4]”。另外，藤

球运动对练习者注意力的要求特别高，眼随球走，及

时做出正确的判断，可以有效地提高人体感受器官

的各项功能和提高神经中枢的协调能力。因此，藤

球运动对练习者的心理、生理、形体等方面都能起到

良好的锻炼作用。

3 我国高校体育文化的发展概况
3.1 高校体育文化的内涵

卢元镇在《中国体育社会学》中认为：“体育文化

是关于人类体育运动的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的总

和，”[5]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而在教育与体

育两种文化的相交处存在着高校体育文化这一独特

的文化，既是教育文化体系中的一部分，又属于体育

文化。高校体育文化，呈现的是高校校园中营造的

一种特定的体育文化氛围。它是在高校教学的大环

境背景下，以教师和学生为主导因素，在体育教学、

体育比赛、健身娱乐活动等各种体育活动中相互作

用创造出的物质精神财富以及体育意识。

3.2 高校体育文化的特征

高校体育文化是凝聚在高校校园生活氛围当

中的一种健康生活的大众文化，它处在历史发展的

大潮中，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特征，吸收外来体育

运动，将其体育文化思想的精华不断地推陈出新，

增强文化娱乐性，引导人们锻炼身体，形成自己的

体育文化特色。因此，高校体育文化顺应素质教育

的背景，形成自己独特的时代性、创造性、健康娱乐

性、多样性等体育文化特征。

3.3 我国高校体育文化的开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3.3.1 高校体育文化建设趋缓，缺乏自身的个性与特

色

目前，我国高校体育文化建设普遍存在着两方

面的制约，一是文化建设的限制面较宽，另外就是

管理流于表面，未能深入。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

了学生的体育活动，使其未能向个性化发展，再加

之没有长远的建设规划，使得部分高校缺少本校的

特色体育项目，未形成自身的个性与特色，造成“千

校一面”的局面。

3.3.2 高校体育文化建设中忽略了对个人价值的倡

导

我国高校体育文化在建设中，比较注重的是集

体主义精神价值的提升，如通过开展体育活动进行

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价值的提升，但是通过体

育活动满足个人主体价值的精神追求没有得到相

对的重视和发展。这与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整

体的利益与西方文化精神价值核心为个体是切实

相关的。

4 藤球运动与高校体育文化的契合
从东南亚传入我国的藤球这一体育运动项目，

正逐渐地传入我国各大高校，越来越受到高校大学

生的追捧和喜爱。藤球运动自身蕴含的体育文化

特征，与高校体育文化的特征具有极大地兼容性，

因此，在高校校园内开展藤球运动有着浑然天成的

校园文化的融合性，可以积极促进高校体育文化的

新发展：

第一，以人为本，以人文化为发展方向。高校

体育文化自始至终都体现着一种人文本质和人文

精神，蕴涵着一种人文目标，昭示着人文价值。人

文与人文教育是紧密相连的，通过全面综合的人文

教育培养和提高人文素质，铸造人文精神是面向21

世纪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趋势[6]。高校体育文

化对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综合素质的影响是很明显

的，藤球这一新兴体育运动引入高校校园中，对营

造丰富多彩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有着积极地推动

作用。

第二，塑造个性，促进多元化发展。校园体育

文化可以为青年学生的个性自由发展提供广阔天

地。在高校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过程当中，当代大

学生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创造力，使他们各自的

组织管理能力、社交能力和创造能力在不同程度上

得到发挥，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价值和发挥个

人潜能。在藤球运动的推广过程中，藤球运动本身

所蕴涵的竞争性可以激发参与者的竞争意识；在藤

球团体和比赛的组织过程当中，组织者可以通过经

营管理与藤球相关的协会或者社团以及组织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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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级别的比赛等来提高其组织管理能力，并在交

流中提高自己的社交能力；在藤球文化的传播过程

当中，藤球爱好者可以举行各种有关藤球的活动，

诸如藤球沙龙、藤球摄影、藤球知识竞赛等活动，这

也可以为活动的组织者充分发挥自己的组织能力

和创造能力提供平台。这些形式多元的活动所承

载的高校体育文化通过藤球这一媒介，不断地对高

校参与者注入人文体育精神、体育审美情趣、终身

体育意识和道德体育的“教化”义务。因此，在高校

校园中，可以通过藤球所承载的体育文化对大学生

进行特殊教育和引导，进而促进大学生的行为，为

社会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而服务。

第三，释放精神压力、全面推广全民健身运

动。学业、毕业、就业、生活、社交等因素给高校大

学生带来巨大的压力，为此，大学生们都承受着不

同程度心理压力，久而久之压力的叠加导致大学生

的心理活动出现一些不良的反映，从而造成许多不

同程度的后果，轻者影响学习、重者则危及生命等

等。体育活动对于心理层面的良好干预效果已经

被证明并在今天广为应用，藤球运动作为一项趣味

性、竞技性颇强的体育项目，理应拥有体育活动的

一般心理干预功能。的确，在对于清华大学、中国

政法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天津工业大学等开设藤

球运动的高校的调查显示：藤球运动以其特有的锻

炼价值和趣味性，以及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众

多的大学生；有 63%的学生对藤球比较喜欢或非

常喜欢，仅有少数学生对藤球运动不感兴趣，绝大

多数学生认同藤球可以增加团队的凝聚力和增进

同学间的沟通的作用[7]。可见，藤球运动在高校具

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并且被广大学生所认可。另

外，藤球所需要的运动场地不大，要求也不是很高，

练习者可随意在学校的任何场地中进行练习。因

此，合理利用藤球运动的锻炼价值、趣味性、开展形

式的灵活性等特点，将藤球运动在高校中深入推

广，对于调节大学生的生活节奏、学习方式，改善其

心理环境以及丰富高校体育文化建设有着积极作

用。

5 结论
藤球运动作为东南亚国家的传统体育项目，有

着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近年来藤球运动逐渐在我

国部分高校传播开来，并以其独特的特点受到高校

大学生的认可和喜爱。在藤球运动的传播过程中，

其所蕴涵的体育文化特征与我国高校体育文化形

成契合，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国高校体育文化的

多样性与选择性。因此，合理利用藤球运动的相关

特点，引导藤球运动在高校中的深入推广，对于丰

富和巩固高校体育文化建设以及推进全民健身活

动在高校的深入开展程度都有显著而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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