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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高校肩负着文化建设的重要使命，通过调查高校排球文化开展的现状，采集高校排球文化的认

知度和群体注意力的资源概况，以及生成文化需求的动机和影响传播的利导因素，有助于针对性分析高校

群体文化，不断丰富高校文化多层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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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方法

１．１　 文献资料法

从研究出发，收集、查阅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分析，从中提炼能支撑研究的观点与理论。
１．２　 问卷调查法

走访专家并拟定了研究因子和问卷的设定。 随机向福建师大、福州大学、闽江学院、福建医大、厦门大

学、华侨大学的学生发放 ９００ 份问卷（表 １），共收回问卷 ８８２ 份，无效问卷 ８ 份，有效问卷 ８７４ 份，有效率
９７．１１％，其效度标准评定达到了 ０．８６，肯德尔和谐系数的检验信度为 ０．９２，Ｐ＜０．０５，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发
放的问卷具有较高的效度和信度，而且从样本的性别、年级、专业上分析，调查对象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表 １　 学生基本情况

总数 ／人
性　 别 年　 级 专　 业

男 女 一二 三四 研究生 文科 理科
回收 回收率 ／ ％

９００ ４９０ ３８４ ３３５ ３４４ １９５ ４１７ ４５７ ８７４ ９７．１１

１．３　 数理统计法

运用软件对问卷调查采集到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排球文化的高校群体注意力资源概况与认知程度

调查显示研究对象对排球文化表现出较高的关注程度。 表 ２ 数据有 ６９．６８％的大学生知晓排球运动演

变史；７８．７１％的大学生对排球的国际大赛情况很了解；甚至对排球运动的技术知晓度高达 ８３．４１％；同时对
排球项目的分类和比赛的规则，知晓程度也分别达到了 ７２．４３％和 ７７．８０％ 。 以上的调查数据呈现了关注程
度的比值，以及对排球所蕴涵的文化理念了解的详情，排球文化在大学生中的影响力。



表 ２　 大学生对排球文化的知晓度　 　 　 　 　 　 　 　 　 　 　 　 ％
内　 容 知　 道 不知道

排球运动演变史 ６９．６８ ３０．３２

排球项目的分类 ７２．４３ ２７．５７

排球比赛的规则 ７７．８０ ２２．２０

排球运动的技术 ８３．４１ １６．５９

排球的国际大赛 ７８．７１ ２１．２９

由表 ２可见，排球运动的发展经吸引了大部分大学生的注意，得到了较多的注意力资源。 此外，对排球
文化理念表现出较高的理解和认同的同时，调查也得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和有价值的建议。 这些情况也客
观地反映出，排球文化通过长期的发展取得了较为良好的影响效果，并获得相当可观的高校群体资源。
２．２　 高校群体生成排球文化需求的动机和取向

参与排球文化活动的动机具有多样性。 调查采集的数据显示（表 ３），“加强人际交往”、“掌握知识技
能”和“健身娱乐功能”是这些高校大学生参与排球运动最突出的原因，它们所占的百分比分别高达５４．８１％、
５０．３４％ 和 ４７．７１％，表明被调查的这部分对象加入排球运动目的非常明显：即培养人际关系、掌握知识和提
高身心健康。

另外，在表 ３还显示：不同年级学生参与排球运动的动机也大相径庭。 低年级的学生参与排球运动的主
要动机：“健身娱乐功能”占到 ５１．０４％ ，“体验追星感受”占到 ４９．８５％ ，“个人情感宜泄”占到 ４８．９６％ ，“从
众取向心理”占到 ４５．３７％ 加强人际交往”占到 ４３．２８％，以上数据显示被调查的对象中，参与排球运动首要
目的是为了健身娱乐和体验追星效应，与人交往不够明确，表明大部分对象在新环境中还处于迷茫和恍惚
的状态，没有树立正确的三观；而被调查的高年级的学生和研究生来说，依次把“加强人际交往”、“掌握知识
技能”和“健身娱乐功能”作为参与排球运动的主要动机，充分表明高年级的学生和研究生对自身的奋斗目
标和人生方向有着自己的主见，认为参与校园排球文化活动和了解排球文化目的是为了培养自己与他人交
往的能力，掌握科学知识、专业技能，为今后更好地工作和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具有明确的价值取向。

表 ３　 大学生参与排球运动的动机　 　 　 　 　 　 　 　 　 　 　 ％
内　 容 男 女 一、二年级 三、四年级 研究生 百分比

个人情感宜泄 ３０．８２ ５０．２６ ４８．９６ ３４．３０ ３７．７９ ３９．３６
从众取向心理 ３６．３３ ３９．３２ ４５．３７ ３０．５２ ３６．９２ ３７．６４
健身娱乐功能 ３９．３９ ５８．３３ ５１．０４ ３９．８３ ５５．８９ ４７．７１
掌握知识技能 ４３．２７ ５９．３８ ３７．６１ ５１．７４ ６９．７４ ５０．３４
追求个性时尚 １５．１０ ２１．８８ ３０．１５ １１．６３ ８．７２ １８．０８
加强人际交往 ４６．７３ ６５．１０ ４３．２８ ５５．２３ ７３．８４ ５４．８１
体验追星感受 ３２．６５ ３７．２４ ４９．８５ ２０．９３ ３２．８２ ３４．６７

２．３　 排球文化在高校群体中的传播利导因素

影响排球文化在高校校园传播的因素很多，通过对相关权威专家的访谈和数据采集，用帕累托方法统
计，表 ４列举了排球文化在高校传播的主要因素。

表 ４　 影响排球文化传播的主要因素　 　 　 ％
选　 项 百分比 ／ ％

领导层重视程度和群众基础 ７８．９５

排球运动种类形式多的特色 ７４．９４

良好的宣传渠道和推广内容 ６４．１８

比赛的竞技水平和精彩程度 ５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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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显示： “领导层重视程度和群众基础”占百分比 ７８．９５％，说明决策层的重视和排球有效的群众基础
是排球文化在高校校园内传播和普及的前提和保证，高校上层领导的重视与否，关系到推广和传播排球文
化的经费投入和决心，有了经费传播排球文化的设施就有了物质保障，良好的群众基础则是传播排球运动
的有力条件，没有师生参与的高校排球文化就无从谈起；“排球运动种类形式多的特色”百分比 ７４．９４％，反
映了大多数的学生在接受和参与排球运动的过程中存在求变求新的个性心理，并找到了排球运动与自己共
同或相似的默契，因此在参与排球运动和接受排球文化信息过程中，比较容易引起共鸣，产生积极的心理效
应；“良好的宣传渠道和推广内容”与“比赛的竞技水平和精彩程度”占比例分别为 ６４．１８％和 ５８．０１％，事物
离不开发展，发展离不开宣传，良好的宣传可以使排球文化获得更高关注度，特别是中国女排奥运赛场上骄
人的战绩，排球运动在她们身上所展现出的排球精神，更是吸引着无数的大学生的魅力所在；其他因素也反
映了大学生汲取高校各种先进文化渴望，而排球文化作为校园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必然吸引高校
大学生的重点关注，甚至还有不同观点，认为影响排球文化传播的主要因素还包括“加强合作”、“促进交流”
等。 这些都客观地反映了高校大学生对文化传播的多层面要求和对排球文化发展的期待。

３　 结论与建议

（１） 排球文化获得高校群体可观的注意力资源，表现出对排球文化理念的认同和关注，建议对不同的看
法和有价值的建议给予注重，不断丰富高校文化多层面的研究与论证。

（２） 高校群体参与排球文化活动具有动机多面性和群体的多样性，应该根据各高校的办学特点，制定有
效的引导机制，规划文化建设的内容和措施，突出特色，建设具有鲜明的高校文化。

（３） 决策层的利导因素是关系到推广和传播排球文化的决心和经费投入，建议完善文化发展的目标，加
强物资保障，切实做到党政齐抓，系部共管，师生共建，营造良好的传播氛围。

（４） 尊重个性发展，积极建设宣传渠道和传播手段，促进高校排球文化信息的交流和群体文化活动的开
展，夯实良好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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