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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排球的大众文化属性探析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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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文献研读和问卷调查，发现当今全民健身中流行的气排球运动蕴藏着丰富的大众文化属性。分析认为

气排球从场地器材简易化到运动规则大众化，再到运动负荷休闲化、运动过程趣味化和运动参与经济化，这些都是大众

文化的典型属性。也正是气排球拥有这些大众文化的属性才使得该运动日渐成为全民健身的欢迎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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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是一种在现代工业社会背景下所产生的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市民文化，是现代工业

社会中产生的、以都市大众为主体消费对象，通过现代传媒传播，按照市场规律批量生产，集中满足人们

感性娱乐需求的文化形态［１，２］。当今全民健身中流行的气排球项目因蕴涵大众文化种种特质而蓬勃

兴起。

气排球作为集休闲、娱乐、运动为一体的新兴大众全民健身项目，１９８４年诞生于中国本土，现已有
３０多年的发展历史［３，４］。气排球运动以传统排球为根基，吸纳软式排球无伤害之优点，规则要求大众化

娱乐化简易化，解放了传统排球对年龄及运动素质的要求限制，有利于在普通大众中普及和推广，使该

运动更加贴近大众运动休闲和全民健身需求［５－７］。

１　气排球场地器材简易化、参与者大众化的大众文化属性
对比气排球与硬排球的制球材料、球体周长、球体质量、球网高度、场地面积、比赛局分、人数、球速

等８个项目得到表１。
表１　气排球、硬排球项目要素比较

制球材料 球体周长／ｃｍ 球体质量／ｇ 球网高度／ｍ 场地／ｍ 局分 人数 球速

气排球：软塑料 ７９－８５ １００－１２０
男：２．００

女：１．８０
６×６×２ ２１ ５ 较慢

硬排球：皮革 ６５－６７ ２６０－２８０
男：２．４３

女：２．２４
９×９×２ ２５ ６ 较快

由上表可知，气排球是由塑胶内胆与人造革软外皮所组成的轻排球。气排球场地的大小仅为硬排

球场地的４４％，且网高也降低了约４３ｃｍ（气排球场地：１２×６ｍ网高：男子２．０ｍ，女子１．８０ｍ，混合网
２００ｍ）。球体质量仅１００～１２０ｇ，比硬排球轻了很多（如表１）。

因此可得出气排球运动更适宜于大众全民健身的大众文化特点：

１）球体稍大、质量轻、球速慢，使比赛中回合数多、连续性更强，且参与者较易控制球；球质软，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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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大大降低受伤几率，同时又促进参与者在运动过程中各种生活劳作式手法的组合，传接球技术简

单通俗，使得运动具有浓厚的趣味性。

２）气排球运动大大缩小球场面积，降低球网高度［８］。使得比赛变得简单易操作，符合一般大众的

身体素质水平，这就使得气排球运动真正体现零门槛全参与的大众本质，同时由于运动回合次数的明显

增加，参与者的运动快乐感成就感明显增强，这样更加适应和更满足大众的趣味健身需求。

２　气排球运动规则大众化、运动负荷休闲化的大众文化属性
气排球运动作为一种变革式运动，大大降低了气排球质量，使得球体飞行速度降缓，回合数大大增

加、连续性增强，运动参与者的身体素质与运动负荷要求降低，使得该运动更加大众化、休闲化。针对这

两方面气排球主要是在规则方面做出了大众化调整。

规则上气排球运动缩小场地同时限制了进攻区域，所有扣球都必须在２ｍ线外。这就既降低了身
体素质要求又避免了受伤，使得人人都能参与运动，同时还增加了比赛的回合数。研究中统计气排球总

比赛的时间、运动员休息时间、运动员心率等数据对气排球运动与有氧运动的相关标准校标对比，结果

分析如下。详情如表２。

运动密度＝（比赛总时－运动员休息时）
总比赛时间

×１００％ （１）

表２　气排球比赛运动要素对比表

场次 比赛时间／ｍｉｎ 运动密度／％ 平均心率／ｍｉｎ

１ ３２ ３６ １０８

２ ４０ ４３ １０２

３ ３５ ３９ １０９

４ ４０ ４１ １０４

５ ３４ ３８ １００

由上表所示，气排球一场比赛的比赛时间长短适当，常在４０ｍｉｎ以内；运动密度在３６％ ～４１％之间，
低于标准值的５０％；平均心率在１００／ｍｉｎ～１０９／ｍｉｎ之间。说明气排球是运动负荷适中的有氧运动，符
合大众型体育锻炼身体的宗旨，同时也最大限度减少运动损伤，很好的满足了大众体育运动的健身

需求。

３　气排球手法简易娱乐化、战术多样趣味化的大众文化属性
大众健身的目的在于健身的同时又能休闲、娱乐，既健身又减轻工作生活压力，释放生活情绪。只

有满足大众文化需求运动才能更受欢迎。

气排球运动使运动者在运动时产生高度兴奋的情绪，同时运动团队成员间相互的配合形式及对抗

战术多种多样，使气排球运动本身的趣味性大大提高，吻合大众健身者休闲娱乐的文化需求。

１）气排球运动手法简易，运动有紧凑感、对抗性。气排球运动的传接球技术以人们平日生活劳作
的捧、捞、叩、推、敲等手法为主，都是简单易操作的日常很熟练的手法，容易掌握；另外气排球是５人的
团体性隔网对抗型运动，运动中充斥着对抗性，过程紧张刺激，充分满足运动者追求刺激追求胜利的感

性精神需求，非常有利于激发参与者的运动乐趣和运动快乐。为证实参与者的运动乐趣性，本研究特做

了相关调查，调查结果如图１。
上图所示，１００名体验者体验了气排球运动后的趣味性。６７％觉得十分有趣，２４％觉得趣味一般，

仅有９人觉得运动无趣。由此可证明，气排球运动运动特性对满足运动者精神需求，激发参与者的运动
兴趣具有明显效用，符合大众健身者运动兴趣的需求性。

２）气排球运动战术多样。气排球的轻排球特质使技术入门容易，从而控球程度增强，这促进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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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运动过程中组合技术的创造，使气排球运动本身的技术花样变得繁多，图２为气排球运动体验者战
术难易程度调查统计图。

图１　气排球兴趣程度调查统计图 图２　气排球难易程度调查统计图

　　上图所示，１００名被调查者在体验后：８１％的体验者觉得此项运动容易入门上手；１６％的体验
者觉得此项运动难以程度一般；仅３％的体验者觉得此项运动技术较难掌握。由此可证明，气排球运动
的技术难易程度符合大众健身者接受认知的需求性。

综上述，气排球运动的传接球技术较易掌握，容易入门却不失趣味性。在运动过程中的紧凑性、对

抗性使运动者在运动时产生高度兴奋的情绪，同时运动团队成员间相互的配合形式及对抗战术多种多

样，在短时间内比较容易让人接受，掌握程度高，符合大众健身者休闲娱乐的需求。

４　气排球运动经济性的大众文化属性
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是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气排球运动的运动价值及特点顺应了我国国情的

基本情况，从“硬件”条件满足了现阶段大众体育推广普及的经济情况需求。

１）气排球运动器材成本少、场地的需求限制小。首先，气排球的价格在一般大众所承受的正常范
围内，且其耐用度高，更换次数少，成本费用低（如表３）。其次，气排球运动所受的场地限制小，只要是
空地上均可进行运动。

表３　各球类基本情况对比表

种类 球类 单位 价格（元） 耐用程度 更换消耗 参与人数（个） 场地限制

气排球 大球 个 ３５～４５ 高 低 １～１０ 低

篮球 大球 个 １２０～１０００ 高 低 １～１０ 高

足球 大球 个 １００～１０００ 高 低 １～２２ 低

羽毛球 小球 筒 ３５～１８０ 低 高 ２～４ 高

乒乓球 小球 盒 ６～１８ 中等 中等 ２～４ 高

上表可知，气排球在性价比上优于其它球类，在一般大众可以承受的运动消费范围内，且无需特定

的场地。以上特点符合大众健身项目普及需求。

２）气排球运动的发展可带动相关的经济发展，解决就业压力。无论是对相关周边产品的销售，还
是运动教育产业的发展，都有不可否认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一定程度缓解了我国严峻的就业压力。

３）气排球运动的推广符合我国国情。我国人口众多，仍处在增长之中（如图３）。气排球运动解决
了人口的问题，很好的节省了场地的占用，扩大了参与人数。其消费的经费也在我国现有国民经济所能

承受的范围值内。

上图所示，我国人口总数多，基数大，增长率高。通过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可见，我国人口总数仍在

持续攀升。为了适应我国人口特点的需求，大众运动是本着广泛参与的宗旨，应更加鼓励像气排球一类

的高密度集体型运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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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３点所述，气排球出售价格低，场地限制少，耗损值低，是一项经济实惠的运动，符合大部分家
庭的消费水平，大大提高了其在消费运动的可选择程度，另外，气排球运动开展也势必带动相关商品经

济、服务产业的发展。

图３　我国六次人口普查趋势图

５　气排球中的普适文化属性
一是符合我国普通市民普适文化中“以和为贵”思想体现。气排球运动是隔网对抗类体育项目，它

减少参与者在竞赛时的正面身体对抗，尤其是要求在２米线外起跳的扣球限制，大大避免了受伤与因对
抗而引起的不必要的争端与麻烦。

二是符合我国普通市民普适文化中所倡导的“团结就是力量”的集体文化。气排球是多人共同参

与、有效配合的集体型运动项目，需要各队员间的交流与配合，运用大家共同的努力来比赛。气排球运

动的这个特点充分加强了队伍中的凝聚力，充分体现出我国普通市民普适文化所倡导的“团结就是力

量”的集体文化特质。

６　结论
１）气排球运动蕴涵着简易化、休闲化、娱乐化、趣味化、经济化以及普适文化等大众文化属性。
２）气排球因为拥有众多大众文化属性，使得它在全民健身中广为流传，蓬勃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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