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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我国体育发展的重要战略在于从体育大国向体育

强国转变，推进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学校体育全面协调发

展 [1]。当前我国竞技体育已取得诸多成就，在世界竞技体育

舞台大放异彩。当下我国体育强国建设的重点在于推进群众

体育学校体育全面发展。羽毛球作为我国传统优势运动项目，

在我国有些广泛的群众基础，尤其在高校范围内更是深受大

学生喜爱，是开展较好的体育课程。俱乐部是当下高校羽毛

球开展的重要形式，其价值多元，路径清晰，对于促进学校

羽毛球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此本研究探讨高校羽毛

球俱乐部建设的价值与难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推进

路径，以期促进新时期高校羽毛球俱乐部高质量发展。

1. 高校羽毛球俱乐部建设的价值探究

1.1 有利于推动校园羽毛球开展与普及

当前我国高校已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体育俱乐部网络，

各类体育项目各自开展体育俱乐部，有力推动了学校体育发

展。羽毛球运动作为深受学生喜爱的体育项目，其俱乐部建

设在校园内有较大影响力 [2]。一方面通过羽毛球俱乐部等多

元途径宣传，有利于推广羽毛球项目开展，扩大校园内羽毛

球人口，另一方面羽毛球俱乐部又是学校羽毛球体育课程的

有力补充，是推动学生羽毛球水平提升的重要手段。笔者调

研中发展，目前各大高校羽毛球俱乐部都较为重视自身俱乐

部的宣传工作，通过多种途径积极吸纳学生会员，壮大俱乐

部发展规模。

1.2 学校体育发展的重要支撑

高校体育体育俱乐部长期以来在我国高校体育发展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是高校体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目前

高校体育俱乐部已发展成为具有系统性、制度性的校园体育

团体。从实践来看，高校体育俱乐部是学校体育的有力补充，

例如通过俱乐部，有力补充公共体育课程的不足，同时，正

是通过俱乐部的形式，学生的多元体育兴趣得以有效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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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高度重视体育俱乐部发展，通过俱乐部的形式不断活跃

体育发展环境。

1.3 提升学生体育自组织能力

当下我国高度重视社会自组织建设，发展相关基层自组

织具有重要意义。体育俱乐部作为学校体育发展的基层组织，

学生自发建立、自我管理、自我培养，是学校体育的有力补

充。一方面目前诸多高校体育俱乐部在一定程度上已承担学

校体育发展的任务，对接学校体育相关发展战略，是学校开

展学生体育工作的有力手段，另一方面，作为自发性组织，

高校体育俱乐部是培养学生组织与管理能力，提高自我意识

的有力助手 [3]。因此当下发展羽毛球俱乐部建设具有重要意

义，不仅仅对于促进学校体育建设大有裨益，同时对于促进

学生综合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2. 高校羽毛球俱乐部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2.1 俱乐部管理组织滞后，限制俱乐部相关活动有序开

展

作为学生自发组织，体育俱乐部目前已具有一定的社会

形态。然而在羽毛球俱乐部发展中，一个突出难点在于当前

羽毛球俱乐部整体管理能力较为滞后，缺乏相关管理制度，

在相关社团内部活动、人员招募、赛事承办等方面缺乏合理

的制度指引，由此造成目前高校羽毛球俱乐部存在明显的“大

而乱”的局面，限制诸多活动的有序开展。笔者对某高校羽

毛球俱乐部进行了一周考察，参与了其羽毛球俱乐部会员

招聘、内部训练以及相关校园羽毛球赛事承办，认为其俱

乐部缺乏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整体俱乐部开展较为混乱，

例如对于每周固定会员活动日缺乏统一规章制度，会员参

与度低，散漫，缺乏相关内部考勤与奖惩制度，造成诸多会

员在入会后较少参与内部活动。此外，在其俱乐部赛事开展

上，存在显著的不规范问题，无法有效对接承办校级别羽毛

球赛事。

2.2 赛事开展较少，以赛事促整体发展效应不足

开展体育赛事是高校体育俱乐部的重要任务，尤其在当

下重视校园赛事大背景下。目前高校羽毛球俱乐部在赛事开

展上不足，无法有效通过赛事促进学校羽毛球开展。羽毛球

赛事作为学生参与的重要体育项目，深受学生普遍喜爱，因

此高校学生具有较强的参赛需求。然后受限于多种因素制约，

目前在赛事开展上显著不足。调查中发现，部分俱乐部管理

者表示，由于缺乏相关资金支持，在开展赛事上存在较大问

题。一方面校园羽毛球赛事一般规模较大，具有较好的学生

基础，无论在赛事组织亦或是相关物质保障上存在较大困难。

笔者调研中发现，该校俱乐部赛事资金主要来源于报名费以

及会员费，然后在俱乐部长期运营发展中，资金难以满足实

际需求，造成赛事开展不规范、物质支持不足等困境，制约

羽毛球赛事的高质量开展。

2.3 校园羽毛球场地资源不足，俱乐部活动开展受限

羽毛球场地资源作为羽毛球俱乐部开展的重要依托，无

论对于各种运动项目而言，场地设施一直都是限制其高质量

开展的重要因素。笔者调研发现，目前各大高校均有较为完

善的羽毛球场地资源，然而突出问题表现在场地数量不足，

设备维护保养滞后，不少高校羽毛球场地已破损较为严重，

限制正常的羽毛球开展。高校羽毛球俱乐部往往人数众多，

尤其在开展会员活动日期间，需要进行相关教学与训练工作，

对于场地数量提出较高要求。受限于场地条件，部分学校甚

至出现了五六个人共用一片羽毛球场的现象，难以优先保障

教学效益。此外，学校羽毛球场地条件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

制相关校园赛事开展，造成赛事过分紧张，赛事挤压等问题。

2.4 教学与训练能力不足，制约群体羽毛球技术水平提

高

高校羽毛球俱乐部的重要功能在于通过参与俱乐部，学

习相关羽毛球技术动作，提高学习者羽毛球水平。在高校羽

毛球不断推进开展中，其教学与训练功能不断得到发挥，通

过定期组织学生学习羽毛球技术，组织相关竞赛活动，促进

学生技术提升 [4]。然而现阶段高校羽毛球俱乐部成员羽毛球

技术水平整体较低，纠其原因主要在于羽毛球俱乐部教学训

练能力不足，无法有效提升学生成员技术水平。考察得知，

目前高校羽毛球体育俱乐部教练员主要为高年级羽毛球爱好

者抑或是校队成员，相对而言其自身羽毛球技术能力较强。

然而需要意识到的是，技术能力不等于教学能力，其在开展

教学中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笔者在访谈某羽毛球

俱乐部教练员发现，其长期在校羽毛球队训练，然而其在俱

乐部担任教练期间，教学能力滞后，无法有效开展学生会员

教学与训练。

3. 高校羽毛球俱乐部高质量发展提升路径

3.1 建立行之有效管理制度，提升俱乐部管理效率

现代管理理论认为，一个组织最大化发挥自身效益的前

提在于自身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与规范，只有建立了一套行

之有效制度，才有可能最大化提升团队效率。羽毛球俱乐部

作为学生自发建立的体育基层自治团体，其需要建立自身的

管理制度，保障俱乐部正常运作。针对目前高校羽毛球俱乐

部管理组织滞后，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层面出发。第一，

参考相关规范化体育团体制度建设 [5]。目前我国社会上已具

有较为成熟的体育团体管理制度规范，在管理上形成了独具

特色的体育管理制度，例如各类项目体育协会。高校羽毛球

俱乐部可参照其发展模式，不断将其管理制度与规范引入自

身俱乐部管理中去，取长补短，进行针对性改进，以求不断

促进俱乐部管理效能提升。目前在国外高校体育俱乐部建设

中，其管理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已与社会化体育俱乐部接壤，

不断学习引进社会化管理模式，提升了其俱乐部管理能力。

第二，要求学校体育教师担任名誉俱乐部主席。体育教师作

为长期活跃在体育一线的专业人员，其自身具有丰富的管理

学以及体育学知识，在开展相关俱乐部管理上具有较强的能

力。俱乐部可通过邀请体育教师担任名誉主席，学习体育教

师俱乐部管理模式。例如体育教师可定期对于俱乐部管理人

员进行培训，提升其管理职能，在最大化程度上提升俱乐部

管理效能。

3.2 重视俱乐部赛事开展，提升学生参赛兴趣

高校羽毛球俱乐部的重要职能在于协助学校开展相关羽

毛球竞赛活动以及通过自身举办俱乐部内部竞赛活动来促进

学生羽毛球参与，提升学生参赛兴趣，为学生提供展示自身

羽毛球的场域。因此俱乐部要重视相关竞赛开展，在合理情

况下，定期开展羽毛球赛事，例如可每月举办一次俱乐部内

部体育赛事，鼓励俱乐部内部成员积极参与，并建立相关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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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措施。此外，俱乐部可通过协助学校开展相关校园羽毛球

竞赛，提供赛事编排、赛事执裁工作，协助学校开展体育赛

事 [6-7]。今后俱乐部要将竞赛建设纳入其内部活动费章程，

并明确认识到羽毛球竞赛的现实价值。笔者在东部某省份考

察中发现，其俱乐部羽毛球竞赛开展较好，基本形成每月一

到两次俱乐部内部比赛，且目前已形成以运动水平为分层

的竞赛体系，较好的承接了学校羽毛球发展需求，协助学校

办好相关羽毛球赛事以及为高水平羽毛球运动员提供训练工

作。

3.3 大力发展羽毛球场地资源建设，保障俱乐部活动开

展

针对目前学校羽毛球场地资源存在的困境，笔者提出以

下破解对策。第一，学校重视羽毛球场地资源建设。学校体

育管理部门要针对本校羽毛球实际开展情况，不断拓宽羽毛

球场地建设。目前绝大多数高校羽毛球场地资源难以满足学

生实际需求，尤其在周末球场往往较为拥挤。今后学校体育

管理部门要重视场地建设，因地制宜建设羽毛球场地，优化

场地利用效率。第二，俱乐部购买相关羽毛球简易设备。目

前市面上有售相关羽毛球简易设备，在相关空地即可开展。

俱乐部在实际开展训练竞赛中可根据自身情况购买相关简易

设备，例如在学校田径场以及在篮球场空闲情况下，组织俱

乐部成员搭设相关羽毛球设备。目前不仅仅在羽毛球项目中，

较多体育项目均有相关简易体育器材。因此，俱乐部在面对

场地资源困境中可积极探索多元化解决策略，以求有效促进

俱乐部活动开展。

3.4 加强俱乐部教练教学能力培养，促进俱乐部技术水

平提升

针对目前俱乐部教学与训练能力不足的问题，笔者提出

以下破解对策。第一，邀请具有较强教学经验的社会人员参

与学校俱乐部羽毛球授课以及训练工作。高校作为一个开放

包容的环境，其在与社会融合过程中需要不断转变自身角色。

高校羽毛球俱乐部在提升在自身教学训练能力过程中可积极

探索社会化高水平教练员入校园，既顺应当下我国鼓励退役

高水平运动员进校园担任兼职教练员，又在较大程度上提升

了俱乐部教学训练能力。第二，开展俱乐部内部教练员教学

能力培训。可通过邀请体育教师参与培训工作，提高俱乐部

内部教练员教学训练能力，不断学习体育教师教学以及训练

理念，不断内化至自身的羽毛球教学认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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