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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强国背景下我国民族民间体育赛事

赋能乡村振兴路径探究

———基于ＰＥＳＴＳＷＯＴ组合模型分析

敬龙军，陈仪，石丽丝
（湖南科技大学 体育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民族民间体育赛事助力乡村体育既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加快乡村发展的新动力。对我国民族
民间体育赛事赋能乡村振兴路径进行ＰＥＳＴＳＷＯＴ模型分析，从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方面分析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
民族民间体育赛事的优势、劣势及面临的机会和威胁，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指明的五个具体路径，创造性提出通过教育赋

能，民族民间体育赛事可成为乡村振兴的“催化剂”，并提出 ＳＯＰＥＳＴ增强型、ＳＴＰＥＳＴ迎战型、ＷＯＰＥＳＴ稳健型、ＷＴ
ＰＥＳＴ预防型四大赋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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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乡村振兴战略是

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新战略、新部署、新要求［１］，

其中，体育所具有的人文精神及多种功能，使之在

乡村振兴中担负着独特而不可或缺的使命和责

任［２］。乡村体育热潮的兴起，使体育逐渐成为乡

村振兴的一项重要资源。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体育

旅游、乡村体育产业、乡村体育赛事等在乡村振兴

中发挥的独特作用及其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面临的

机遇，这些研究虽肯定了民族民间体育赛事赋能

乡村振兴的价值，但缺乏有针对性的研究。随着

乡土文化、民俗庆典等通过体育赛事走进大众的

视野。在乡村旅游和乡村体育等绿色朝阳产业的

加持下，凭借着本身具有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民

族民间体育赛事的组织形式和表现形式不断丰

富，其竞争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其在乡村振兴中

的作用也日渐凸显。但要充分发挥民族民间体育

赛事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还须进一步厘清与明

确民族民间体育赛事在推动乡村振兴中的潜在价

值及路径。本文对民族民间体育赛事外部环境进

行ＰＥＳＴ分析并对其内部环境进行 ＳＷＯＴ分析，
在此基础上构建民族民间体育赛事赋能乡村振兴

的ＰＥＳＴＳＷＯＴ模型，以全面了解我国民族民间
体育赛事赋能乡村振兴的现状和发展潜力，同时，

基于分析结果提出科学的赋能路径。

１　民族民间体育赛事赋能乡村振兴的
ＰＥＳＴ分析
ＰＥＳＴ分析旨在通过对民族民间体育赛事赋

能乡村振兴的外部宏观环境进行解构，从政治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经济（ｅｃｏｎｏｍｙ）、社会（ｓｏｃｉｅｔｙ）、技术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四个方面探究外部环境要素对民族
民间体育赛事赋能乡村振兴的多维影响及其作用

机制。

４７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２－１２
作者简介：敬龙军（１９７６—），男，湖南邵阳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



第１７卷 敬龙军，等：教育强国背景下我国民族民间体育赛事赋能乡村振兴路径探究

１．１　政治环境（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分析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

旨在促进乡村发展的全国性发展战略，其中提到

要保护和传承传统民族体育文化，发展和推广民

间体育活动，推动民族体育和旅游的融合等等。

在此背景下，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规（见

表１），如：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

振兴促进法》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完善乡村公共文

化体育设施网络和服务运行机制，鼓励开展形式

多样的农民群众性文化体育、节日民俗等活

动［３］。２０２１年国务院印发的《全民健身计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提出要打造一批有影响力的体
育旅游精品线路、精品赛事和示范基地，引导国家

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助力乡村振兴［４］。当前，

贵州“村ＢＡ”“村超”的成功举办掀起乡村体育热
潮，乡村体育产业迎来较大的发展机遇。国务院

及各级地方政府鼓励农村基层举办特色乡村体育

赛事，在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下，民族民间体育赛事

成为地区发展的一张特色名片。

表１　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推动体育赛事助力乡村振兴的政策

政策名称 发布机关 发布年份 相关内容

《全民健身计划（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 国务院 ２０２１
支持各地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培育全民健身赛

事活动品牌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

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１９

鼓励各地组织乡村体育赛事，促进全民健身

和体育产业发展

《关于加快推进全民健身计划实施的意见》 国务院 ２０２１
支持和鼓励各地组织乡村体育赛事以助力全

民健身和健康中国建设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２０２３年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中共中央、国务院 ２０２２

启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支持农民

自发组织开展体现农耕农趣农味的文化体育

活动

《农业农村部 体育总局 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推

进“十四五”农民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农业农村部、体育总局、

国家乡村振兴局
２０２２

积极构建农民群众广泛参与的体育健身赛事

活动体系，促进农体文体智体深度融合

１．２　经济环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分析
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实力及发展水平是其实施

各项战略的基础。“十三五”期间，现代农业建设

取得重大进展，粮食年产量连续保持在１．３万亿
斤以上，农民人均收入较２０１０年翻一番，乡村振
兴实现良好开局。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度数

据可知，２０１７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３６３９６元，人均消费支出为 １８３２２元。到 ２０２２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４９２８３元，
年均增长 ６．２５％，人均消费支出为 ２４５３８元，年
均增长６．０２％（见图１）。２０１７年，我国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３４３２元，人均消费支出为
１０９５５元。到２０２２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为２０１３３元，年均增长 ８．４３％，人均消费支
出为１６６３２元，年均增长８．７１％（见图２）。城镇
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表明我国基本实现了共

同富裕，生活水平的提高及粮食大丰收使得居民

在忙碌之余会更愿意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为民

族民间体育赛事的开展打下群众基础。

１．３　社会环境（Ｓｏｃｉａｌ）分析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着丰富的

民族体育文化资源。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过程

中，５６个民族共同创造了具有浓郁民族风格与特
色的民族民间体育，诸多民族民间体育项目或活

动在发展过程中以赛事或节事的形式呈现在世人

面前［５］。目前在广大民族地区流行的抢花炮、摔

跤、龙舟赛、风筝节、龙狮比赛、叼羊等节庆型、赛

会制民族民间体育赛事多数是从最初的祭祀和军

事中蜕变而出的，最终发展成为具有集体性和娱

乐性的民族民间赛事［６］。多样的民族文化为民

族民间体育赛事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动力，赛事

的举办又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和民族传统文化的

继承和发展提供平台。乡村体育赛事与节庆文化

相互促进，不仅能推动乡村体育可持续发展，促进

乡村健康文化建设，也能增强乡村体育的社会认

同感［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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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图１　近年来我国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统计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图２　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统计

１．４　技术环境（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农村交通、水利、

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业农村部发布的《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

（２０２２年）》指出，我国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已实现
全覆盖，农村通信难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截至

２０２２年 ６月，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５８．８％，与
“十三五”初期相比，城乡互联网普及率差距缩小

近１５个百分点［８］。乡村体育赛事成功的典

范———贵州“村ＢＡ”，就是在互联网等的加持下，
以现代体育与乡土文化碰撞融合为特色，形成了

自己独具特色的地方名片，得到了众多关注。利

用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可以将民族民间体育赛

事推广到更广泛的群众中去，提升赛事的影响力

和参与度，同时通过赛事的举办向人们展示当地

的特色文化、乡土产品等，促进农村旅游、休闲、文

化等服务性行业发展。

２　民族民间体育赛事赋能乡村振兴的
ＳＷＯＴ分析
ＳＷＯＴ分析旨在探究民族民间体育赛事赋能

乡村振兴内部环境的优势、劣势及面临的机会和

威胁，以进一步明确民族民间体育赛事的发展现

状及态势，为民族民间体育赛事赋能乡村振兴路

径的探索奠定基础。

２．１　优势（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分析
我国拥有丰富的民族体育资源，各地区都有

可以充当民族传统文化载体并具有代表性的民族

民间体育赛事。例如，起源于彝族人民农耕生活

和战争训练的“摔跤比赛”，既是对体力、技巧和

勇气的考验，也是彝族人民体现团结友爱和展示

英雄气概的重要方式。在村寨火把节的竞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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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彝族式摔跤将与“安全保卫、娱乐游戏、生产

实践”相关的作为“生存技术”的摔跤，融入由

“火”“彝族人”“祖先”“山地”等元素构成的文化

复合体，是村寨范围内表征族群认同的文化实

践［９］。可见，民族民间体育活动具有浓厚的地方

文化特色。这些民族民间体育赛事历史悠久，对

当地人民来说不仅是一场竞技活动，更是一种情

感寄托，在该地区有着较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通过参与赛事，当地人及其他地方来的游客可以

亲身感受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其对民族文化的

认同感得到强化。

２．２　劣势（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ｅｓ）分析
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在当今文化多

样化的背景下，各国文化相互交流、碰撞、融合。

西方现代体育文化的传入对我国民族民间体育文

化造成了一定的冲击。目前，乡村节庆体育活动

项目的选择和开展大多依托现代西方体育内容，

竞赛程式几乎全部移植西方竞技体育模式［７］。

民族民间体育赛事情感寄托、娱乐等功能淡化，依

赖于传统技艺和经验的民族民间体育运动项目传

承人断层，竞技水平和赛事吸引力降低。湘西传

统苗族鼓舞是苗族人民在长期社会生产生活中创

造且至今保存完善并不断发展的一种神秘而古朴

的文化，其既是一种民间艺术活动，也是富有民族

特色的传统体育活动［１０］。如今，原本根植于乡

村、盛行于乡村的湘西传统苗族鼓舞，受苗鼓制作

成本较高、工艺复杂等资金和场地限制逐渐淡出

人们的视野，少有人问津。

２．３　机会（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分析
我国政府一直重视推进乡村振兴，也在加大

对民族民间体育的支持，《关于进一步加强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要“充分利

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多元价值，服务国家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全面助力乡村振兴

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体育强国战略的实

施”［１１］。民族民间体育赛事作为民族传统体育文

化的载体融入乡村振兴建设，在政策的支持下获

得了更多资源投入，这为其举办和发展提供了有

力保障。随着“村ＢＡ”“村超”等乡村赛事的成功

开展，各地区开始关注乡村体育文化和民族传统

旅游资源。作为乡村旅游的一种特色资源，民族

民间体育赛事凭借其独特的社会吸引力、政治号

召力、经济竞争力和文化感召力吸引了更多游客

和投资。目前，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村经

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民族民间体育赛事成为民俗

文化传统地区、民族地区、多民族聚居地区以赛事

带动多产业融合发展的优先选择［１２－１３］。

２．４　威胁（Ｔｈｒｅａｔｓ）分析
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大

众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力日益增强。电影、音

乐等大众文化产品的传播以及西方价值观和生活

方式的渗透，对民族传统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冲击，

少数民族传统习俗、语言、服饰、体育活动等面临

着被边缘化和遗忘的风险。西方反华势力对我国

内政的干涉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不同领域阻碍

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崛起，试图使中华民

族共同体土崩瓦解［１４］。在这些背景之下，民族民

间体育的传承和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由于城

乡差距的存在，农村地区的年轻人大多留在城市

求学或务工，这使得乡村普遍存在人口老龄化、人

才流失、人才匮乏等问题。同时，民族民间体育赛

事的举办也缺乏专业的赛事组织管理人员、教练

员、裁判员等。这一系列困境，都是民族民间体育

赛事发展道路上的巨大“绊脚石”。

３　民族民间体育赛事赋能乡村振兴的
ＰＥＳＴＳＷＯＴ矩阵分析
通过对民族民间体育赛事赋能乡村振兴的

ＰＥＳＴ与ＳＷＯＴ分析，构建了民族民间体育赛事
赋能乡村振兴的ＰＥＳＴＳＷＯＴ矩阵模型（见图３）。
综合整理和分析民族民间体育赛事赋能乡村振兴

路径在外部宏观环境下的发展优势、劣势、机会与

威胁，并对其实现路径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研

究，得出增强型（ＳＯ＋ＰＥＳＴ）、稳健型（ＷＯ＋
ＰＥＳＴ）、迎战型（ＳＴ＋ＰＥＳＴ）、预防型（ＷＴ＋ＰＥＳＴ）
优化路径。同时，提出民族民间体育赛事赋能乡

村振兴的具体实践路径，为民族民间体育赛事赋

能乡村振兴提供决策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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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民族民间体育赛事赋能乡村振兴的ＳＷＯＴＰＥＳＴ矩阵模型

４　民族民间体育赛事赋能乡村振兴路径
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为

乡村振兴指明了五个战略目标和具体路径，即乡

村产业振兴、乡村人才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乡村

生态振兴和乡村组织振兴。结合《体育总局、国

家民委、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关于体育促进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

本研究创造性提出，通过教育赋能，民族民间体育

赛事可成为乡村振兴的“催化剂”，同时，构建了

ＳＯＰＥＳＴ增强型、ＳＴＰＥＳＴ迎战型、ＷＯＰＥＳＴ稳

健型、ＷＴＰＥＳＴ预防型四大实施路径。
４．１　ＳＯＰＥＳＴ增强型

当地区面对外部机遇并具备内部优势时，通常

会选择增强型优化路径，鼓励地区在开展民族民间

体育赛事时充分抓住外部机会，积极寻求新的发展

机遇，通过文化资本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

赛事驱动产业融合，教育赋能资源转化。地

区应充分发挥农村资源整合效力，落实国家体育

总局、国家民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工作的指导意见》，以学校为枢纽推进民族

体育文化进校园，打造“校—村—企”联动的赛事

品牌（如“校园火把节”），通过民间体育赛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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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资源竞争力，增强旅游目的地吸引力，实现地

区资源可持续发展。同时，将“赛事经济”融入职

业教育课程体系，培育乡村电商、文旅策划等技能

人才，推动赛事资源转化为产业价值。此外，运用

直播、短视频等打造“村＋地方”文化ＩＰ，将民族体
育赛事与地方特色产业（如农产品、手工艺）结合

起来，开发“赛事＋研学”模式，促进农村三大产业
融合，使地方特色资源与文化活动成为乡村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新支点。

４．２　ＳＴＰＥＳＴ迎战型
当地区具备内部优势但面临外部威胁时，通

常选择迎战型优化路径，即在举办民族民间体育

赛事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提升组织抵御外部威

胁的能力，培育具有文化标识的乡村品牌资产。

赛事传承乡土文化，教育筑牢精神根基。作

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之一，乡风文明建设依

托乡村文化礼堂和社区教育中心，通过开展“民

族体育文化大讲堂”等活动，增强村民对本土文

化的认同感，助力构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举办民族

民间体育赛事时，要坚持群众参与本土化和赛事

运营本土化的原则，根据当地民风民俗，着力构建

政府保障与引导下的村民赛事自组织机制和共建

共享的赛事环境。鼓励村民积极参与赛事运营，

如担任农产品主播、农味赛事解说等角色，既丰富

村民的赛事体验，又提升其创收技能。此外，可开

发“民族体育ＶＲ教学资源库”，运用虚拟现实技
术还原传统赛事场景，吸引青少年参与文化体验，

同时，将民族体育赛事纳入学校德育体系，通过举

办“赛事解说大赛”“民族体育主题征文”等活动，

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与乡土情怀，从而实现民族

民间体育赛事特色乡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４．３　ＷＯＰＥＳＴ稳健型
当地区面临外部机遇但内部缺乏明显优势

时，通常会选择稳健型优化路径，强调地区要通过

民族民间体育赛事的举办充分利用外部机遇，不

断弥补自身不足，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新格局。

赛事践行绿色理念，教育引领可持续发展。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实现民族民间体育赛事赋能

乡村振兴，就要实现“民族民间体育赛事政绩观”

向“民族民间体育赛事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

全面发展”的转变。民族民间体育赛事来源于乡

土，也要服务于乡村发展。策划赛事时，地区可基

于环保理念，联合学校开展“绿色赛事志愿者”行

动，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同时，赛事收益也可反

哺乡村生态保护，形成“赛事—生态—教育”的良

性循环。基层党组织可与学校联合开展“红色体

育赛事”，强化村民集体意识与组织凝聚力，推动

“党建＋赛事＋教育”的深度融合。高校与乡村可
共建“民族体育乡村振兴工作站”，构建“校—

村—企”协同机制，由高校派遣研究生团队协助

制定赛事规划，培训基层干部，从而提升乡村自治

能力，最终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教育赋能基层

的新格局。

４．４　ＷＴＰＥＳＴ预防型
当地区内部缺乏一定优势且面临外部威胁

时，通常会选择预防型优化路径，强调地区在民族

民间体育赛事发展过程中，抵御外部威胁的同时

切实弥补自身不足，通过结构性调整形成乡村振

兴的防御性促进机制。

教育培育本土人才，破解乡村空心化困境。

当前农村地区面临劳动力和人才流失问题，要实

现民族民间体育赛事赋能乡村振兴，构建稳定的

本土化人才培养体系至关重要。一方面，在基础

教育阶段，应于乡村中小学开设民族体育特色课

程（如“苗族鼓舞”“彝族摔跤”），培养青少年对

传统文化的兴趣，储备传承人才。另一方面，以高

等教育为支撑，在高校设立“民族体育非遗传承”

专项奖学金，定向培养乡村体育教师、赛事策划等

专业人才，解决“人才留不住”难题。同时，教育

部门可联合体育部门实施“民族体育师资培训计

划”，鼓励教师获取民族体育技能认证，推行“体

育教师＋非遗传承人”双师教学模式。各地区还
可邀请相关传承人面向当地村民、村干部、大学生

村官等开展继续教育，进行赛事裁判、直播、解说

等技术培训，使其深入了解本土文化的历史传承

与发展，并参与赛事组织运营。

５　结语
乡村振兴战略与民族民间体育赛事发展之间

并不是简单的单向促进关系，而是有着互建统一

的逻辑关系与双向作用机理。乡村振兴能够在促

进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方面

保障区域民族体育赛事的传承、举办和传播，民族

民间体育赛事的举办能够通过以赛彰文、以赛促

旅、以赛促治等方式赋能乡村振兴。通过对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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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体育赛事赋能乡村振兴的 ＰＥＳＴＳＷＯＴ模型
分析可见，乡村振兴背景下各地区应充分分析当

下外部环境（ＰＥＳＴ）以及内部条件（ＳＷＯＴ）的发
展规律，厘清民族民间体育赛事在乡村振兴中的

定位，明确办赛的宗旨和目标，通过教育赋能使民

族民间体育赛事成为乡村振兴的“催化剂”，并制

定具有地区特色的发展战略，打造自身独特的办

赛优势，最终实现民族民间体育赛事助力乡村振

兴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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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ＳＴ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ＷＯＰＥＳＴ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ｔｈｅＷＴＰＥＳＴ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ＥＳＴＳＷＯＴｍｏｄｅ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ｐｏｒｔｓ；ｅｖｅｎｔ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ｒｕｒａｌ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责任校对　徐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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