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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赋能和社会建构:
网络健身直播发展的动因与功能

鞠 佳

(福建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福州 350003)

摘 要:网络健身直播推动了运动健身行业的发展,运用案例研究法与逻辑分析法,研究网络健身直

播发展的动因与功能。认为,互联网直播技术红利赋能传统健身行为,为便捷性健身、公平性健身和

个性化健身提供了便利。依托互联网的健身直播,新的社会行为得以构建:突破空间约束,实现了脱

域指导;推动了多样化与个性化的体育健身产品创新;融合了健康、身体美和经济效益等多重价值;
密切了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建立了更宽泛的体育社群虚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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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网络直播相关

业态 的 迅 速 发 展。2016 年 网 络 直 播 兴 起,

2020年网络健身直播火爆全网,现今网络健

身直播已成为一种常见的健身方式。2020年,
恰逢国内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暴发,广大群众

的日常健身行为受到较大影响,健身直播抓

住这一历史契机,应运而生,为健身爱好者

提供了新渠道、新方式,满足了广大人民的

健身需求。刘畊宏成为直播界的现象级健身

博主,带动产生了 “刘畊宏女孩” “等刘畊宏

在线批改作业”等热门话题,引发了众多粉

丝参与或转发健身挑战。这也吸引 Keep等运

动智能企业纷纷布局健身直播领域,全民网

络健身达到新高潮。从媒介传播理论和技术

社会学的视角,进行典型案例和逻辑思辨分

析,对媒介技术红利赋能及健身直播的社会

建构进行研究,揭示健身直播的多重社会功

能与意义。

1 技术红利对健身行为的赋能体现

技术红利主要指由于新技术应用所产生的相

对于原有技术效应的新增利润或溢出效应[1]。纵

观社会传播发展史,从结绳记事、纸张印刷、广

播电视到互联网媒体,媒介技术的每一次进步,
都极大改变了社会的形态。健身直播就是媒介技

术孕育的新型社会现象。通过 “媒介技术—健身

直播—社会发展”的链条传递[2],网络技术实现

了对健身直播的赋能,引发、促进了各种健身行

为,有效弥补了传统健身的短板。

1.1 网络直播为便捷性健身奠定基础

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日渐完善,为健身直

播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撑。首先,健身直播

要求最大化地捕捉健身主播的动作特征并能够进

行及 时 传 输。4G、5G 信 息 网 络 和 移 动 热 点

(Wifi)的普及,充分保证了网络在线直播的流

畅性,减少了直播中的卡顿、延时问题。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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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直播所需的采集硬件和软件系统的升级、人

脸识别技术应用、美颜算法优化、编码标准及芯

片的 迭 代、云 计 算 的 应 用 及 内 容 分 发 网 络

(CDN)的快速发展,以及虚拟现实技术、增强

现实画面、高动态范围图像、杜比全景声技术的

成熟,提升了健身主播和粉丝们的观看或参与体

验。随着网络直播设备的广泛普及和互联网传播

技术的进步,健身爱好者可以在居家状态下更便

捷地进行健身。

1.2 网络直播为公平性健身提供保障

传统的健身指导难以惠及残疾人等特殊群

体。现实中,由于残障人士的身体状态、体育设

施资源的可及性等问题,残障人士的健身需求难

以保障,其除了去具有医疗性质的康复机构外,
难以从社会商业领域和公共服务领域获得健身指

导服务。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健身领域存在的

不公平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网络健身直

播可以对广大残障人士健身与康复实施精准的健

身指导,也解决了相关专业健身人士数量不足和

服务不到位等问题。残障人群利用智能手机,可

享受到与正常群体平等的身体活动权利,有助于

其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3]。
近年来各地积极推进建设 “15分钟健身圈”

或 “10分钟健身圈”,以满足居民的体育健身需

求,但相关研究显示,郊居与城区居民之间存在

隐性的活动机会与权利不平等现象,固定的通勤

时间和通勤方式,使得郊区居民不得不减少身体

活动的机会[4]。健身直播技术的成熟、智能健身

系统的应用、智能手机和居家健身设备的普及

等,保障了各类市民能够通过网络直播接受专业

的健身指导。

1.3 网络直播为个性化健身注入新动能

健身直播的参与者以 “90后”和 “00后”
年轻人为主,其体育消费更加多元化、个性化。
网络健身直播成为小众健身爱好者的聚合平台,
让他们找到了 “归宿”。现实中小众健身群体难

以寻觅共同的兴趣爱好者,而通过网络直播发现

了彼此,由此也诞生了各式各样的体育社群组

织。虽然小众健身群体人数规模较小,但这些爱

好者因为年龄、风格、个性及偏好相近,反而交

流更频繁、互动更密切,对体育社群组织的黏性

更强、忠诚度更高,成为运动项目发展更持久的

动力。
直播技术的发展让过去难以进入主流媒体视

野的小众性、地区性体育项目开始受到外界关

注,为体育项目的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如世界

障碍追逐赛 (World
 

Chase
 

Tag,WCT),其自

2014年诞生以来一直不温不火,直到全民直播

时代,该项目的发展潜能被挖掘了出来,普通人

对参与 WCT表现出浓厚的兴趣。WCT运动源

于追逐游戏,有机融合了跑酷和竞速等特点,在

特定的场地中,双方扮演逃与追的角色,在20
秒内逃跑者没有被追到的话,得1分,双方通过

16回合的竞赛,得分多者获胜。广泛的人群参

与使得 WCT成为一种街头运动艺术[5]。总之,
围绕某体育项目的网络直播活动,配合草根人士

的解说,赋予了项目独特的意蕴和特色,让社会

运动文化更加多元。

2 网络直播健身对社会建构的功能体现

  在疫情的特定社会背景下,直播健身诞生初

期就获得了长足发展。可以说,网络健身直播的

出现,媒介技术发挥了重要的改造性作用。网络

直播健身本身并非单向地接受媒介技术的影响,
同样也对社会行为发挥着建构功能,产生了新的

社会整合与控制形式[6]。

2.1 突破时空约束的体育健身功能脱域

传统健身行为受时空的约束特征较为明显,
表现出身体 “共同在场”的典型特征。传统的运

动健身行为,是在特定的空间 (商业健身房等)
或场域 (开放社区等)内,健身教练或社会体育

指导员和健身爱好者在显性时间、物理空间内进

行单向度的知识和技能传授行为。借助福柯的权

力规训理论可发现,健身房借助各种规范化的手

段、全景敞视的空间以及监督者 (健身教练)等

要素,集中实施了对参与者身体行为的规训[7]。
通过持续的社会规训,保证双方的身体形象与行

为都符合社会的共识和期待。传统健身行为限制

在固定的运动时空中,通过双方的参与行为建构

出 “身体直接接触和互动”的情景。吉登斯将这

种 “以身体在感知和沟通方面的各种模态”表述

为 “共同在场”,以展示相关社会行为的时空一

致性。健身行为的共同在场,体现了健身指导的

生产和知识行为的消费同时同在,表现出时空一

体化的空间约束性[8]。传统健身行为受共同在场

的约束,其影响力和辐射范围相对有限,只能服

务到共同在场情景中的个体,优质资源功能发挥

不足,即使再优秀的健身教练,其能够指导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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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也比较有限。
商业健身资源的数量、质量、布局及可达性

影响到民众健身行为空间分异、集聚分布。传统

健身企业只能通过不断开拓健身空间来谋求进一

步发展。而互联网直播健身的出现让运动健身脱

域指导成为可能。“脱域”即 “社会行动得以从

地域化情境中 ‘提取出来’,并跨越广阔的 ‘时
间-空间’距离去重新组织社会关系。”[9]互联网

技术的发展更新和重构了传统运动健身的发展逻

辑和运营思维。互联网技术打破了传统健身模式

的时空限制,构建了运动健身新场景、新模式,
丰富了运动健身形式和内容。从健身传播效率来

看,健身信息突破时间、空间限制,实现了信息

发布者与接受者的实时交流,再加上健身视频可

重复播放的特征,极大扩展了影响范围。网络直

播健身的方式可以辐射到过去不关注健身的群

体,影响与引导他们形成健身意识和习惯。互联

网技术还赋能了健身商业的应用与创新,Keep、
超级猩猩等创新内容不断推出,围绕减肥燃脂、
体态调整、压力纾解、局部塑形、儿童体适能

等,推出了多元化的运动健身产品,满足了不同

人群的健身需求。

2.2 多样化与个性化的体育健身产品创新

线下的健身服务场景下,健身服务提供者无

法做到及时回应不同群体的健身需求,且提供的

健身产品数量有限、类型单一,覆盖范围极为有

限。互联网+健身可以对多元的体育健身需求进

行有效整合。“线上健身房”借助于多场景的健

身环境营造,形成了丰富的健身产品供给,利用

大数据分析技术,能够区分大众需求和小众需

求,推出个性化、区别性的健身产品,从而吸引

不同群体参与,如针对青少年推出的 “森林大冒

险”及体感游戏 “天际漫步”、少儿芭蕾等;针

对中青年人群推出的 HIIT (间歇性力量训练)、
力量塑形、瑜伽、普拉提、有氧舞等,针对老年

人群推出的太极禅、五禽戏等。
健身爱好者参加各种项目挑战,如挑战波比

跳、身体柔韧度、A4腰、引体向上等,完成个

性化的健身行为展示,可以迅速吸引普通体育爱

好者的围观或参加。刘畊宏本草纲目健身操爆红

后,相继衍生出女生版、男生版、体院版、街头

版等诸多类型的健身操。经过网友的个性化改

造,网络健身产品被赋予了不同的个性化标签,
持续引发模仿参与热潮。网络健身行为配合虚拟

场景技术,可以设置森林、温泉、草地、山地、
高原等不同的虚拟户外环境,让参与者仿佛置身

于户外环境开展体育健身,为健身爱好者提供了

独特的身心体验。
总之,健身直播满足了大众健身的个性化创

新,针对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用

户,精细化开发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 “互联网

+健身”产品,培养了用户的终身运动意识,从

而建立起忠实的用户群[10]。

2.3 健康、身体美和经济效益的体育健身多重

价值贯通

运动健身是促进身体健康、获得身心愉悦的

重要手段。网络健身直播能够在虚拟空间实现健

康、身体美和经济效益的贯通,使运动健身的多

重价值得以显现。网络直播将过去在狭小物理空

间内的健身行为延伸到更大的网络虚拟空间中,
并通过媒体技术做到实时高清展示,满足了人们

足不出户对健康的直接诉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高,人们进行健康管理、塑形减重的需求愈发强

烈,健身直播带动健身者进行身体活动管理、饮

食控制、心理疏导及风险因素排查,帮助健身爱

好者养成健康生活方式,提升身心健康水平。
健身直播的身体叙事展示了互联网+身体结

合的不同形象。首先,维护真实的身体形象。健

身直播教练和爱好者基于身体进行互动,表达对

真实身体的关注,让承载健康的真实身体重回双

方互动的核心,凸显 “为了健康而健身”的身体

叙事。身体叙事是将身体作为健身的载体,参与

者表达对不同身体状态的理解和体悟,基于身体

的展演传递不同的身体美。其次,表达改造身体

的愿望。健身直播为传统的身体展示提供了新方

式,尤其是技术对身体表现的改造,使得身体展

示的符号性更为明显。如利用视频技术让男人变

得更健硕、女性变得更柔美,掩藏了真实的身体

形象。为满足猎奇心理,健身爱好者尝试多元的

性别角色和身体美学,个人营造出一个完全不同

的自我,从而形成与现实中 “我”的对应,两种

形象的冲突为更好地认识自身提供了一种渠道。
最后,展现多元的身体形象。通过运动展示不同

性别的身体之美,引导民众正确地看待身体,形

成正常的身体价值观[11]。而粉丝群体对身体形

象的偏好,也必然影响到健身主播的互动行为。
身体美的不同呈现方式,让互联网健身呈现了多

种可能[12]。网络直播技术为身体的 “去具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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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可能,凸显了个体不同身体类型的存在。
健身直播激发了庞大的体育消费能力和潜

力。直播健身中,不同参与者的成本是不同的,
普通用户主要消耗时间成本、健身主播则消耗流

量成本,超级用户则贡献消费货币。现今网民网

络知识付费的习惯正在养成,促进了网络健身消

费的增长。健身爱好者通过网络学习健身知识和

技术后,会对相关体育健身器械与设备产生消费

动力。2022年4月份,受网络健身直播的影响,
头部运动品牌Keep在唯品会的销售量涨幅同比

猛增9倍,其中居家健身类的瑜伽垫、瑜伽服等

产品销量惊人。相关统计数据预测,2026年中

国线上健身市场规模将增至8
 

958亿元,复合年

均增长率 (CAGR)为19.3%。2021—2026年,
线上健身会员及健身内容产生的收入预计将保持

30.8%的CAGR,显著高于同期线下健身会员

及健身课程6.2%的 CAGR水平。2021—2026
年,线上健身装备及服饰产生的收入预计将保持

23.9%的CAGR,而同期线下健身装备及服饰

销售的CAGR仅为3.3%,网络健身及其产品销

售空间依然巨大[13]。
网络健身直播形成了基于健康、身体美和消

费的示范效应,引发了基于身体的新消费,以回

应自身感知到的主播情感、肢体和语言等概念符

号的身体叙事[14]。健身直播引发的消费行为具

有较强的引领作用,当健身爱好者看到虚拟网络

中的消费行为时,可能会产生跟随性消费行为,
表现出一定的符号性和盲目性特征。

2.4 体育健身营造家庭与社群新关系

网络健身直播营造了多元主体互动的良好氛

围,形成了线上指导+线下健身+线上传播互嵌

的 “情绪场”。网络健身直播为家庭成员参与健

身和融洽家庭关系创造了机会。健身主播常以

“普通人励志”为核心叙事,“普通人”的角色设

定会给粉丝一种心理暗示,健身爱好者会形成

“别人行我为什么不行? 最需要的是坚持”的心

理认识,这成为引导个人参与健身的精神兴奋

剂。网络直播影响下的健身行为,脱离了传统场

域的限制,为家庭成员参与集体健身活动提供了

难得的机会。刘畊宏带领妻子和岳母在客厅进行

健身直播,形成了和既往健身主播独自进行讲解

与行为展示的明显区别,发挥了 “全家齐上阵”
的良好示范效应,吸引许多家庭集体参与体育健

身活动。从此角度看,健身行为成为家庭成员集

体活动和关系互动的新载体,对于改善家庭成员

关系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尤其是随着 《家庭教育

促进法》的颁布,借助网络技术推动家庭体育指

导和练习,既是一种关爱行为,也是一种法定责

任。
在网络虚拟社会中,基于技术引导参与和社

会建构的合流,健身主播与粉丝之间形成了虚拟

关系社群[15]。网络健身社交属于流动网络空间

的行为,容易诱发粉丝 “HOOKED上瘾模型”,
即 “心理触发—健身行动—健身赏酬—持续投

入”,粉丝通过关注主播的健身行为,触发模仿

主播健身行为的动机,当开展健身行动并达到自

己的期望后,会获得一定的满足感,进而增加对

体育健身的热爱与投入。虚拟整合是通过 “互联

网的技术黏性”或 “数字化机制”,使虚拟空间

中基于特定需求而发生的非面对面接触,发展成

一种稳定联系和团结状态[16]。这种整合跨越时

空限制,不考虑个体的身份特征,完全是基于健

身行为的互动活动。尤其是媒介技术的发展,让

受物理空间阻隔的个体产生联系,不同个体借助

虚拟空间展开不在场交往、共享健身经验和制造

新的社会认同等[17]。健身直播既是健身主播和

广大粉丝间的网络狂欢活动,也是粉丝之间的网

络竞赛、展演与游戏活动。网络健身活动满足了

更多人的自由和选择,但也使健身爱好者重新回

到社会规制和身体规制的行为空间。当健身爱好

者一同参与体育锻炼时,或被众多网友围观时,
个体实则成为 “对视监狱”的一员,这对自身体

育健身的意识培养发挥着一定作用。

3 结束语

网络媒介技术为大众提供了便利性、公平性

和个性化的健身可能。健身直播活动打破了时空

限制,多样化、丰富化、个性化的健身服务指

导,引发了大众的参与热情,实现了健康、身体

美和经济效益的多重价值叠加,密切了家庭成员

间的关系,建立了更宽泛的社群虚拟关系,促进

了新的消费形态的形成。总之,网络健身直播既

是技术发展的结果,也对社会形态发挥着建构功

能,由健身活动引发的诸多社会学、文化学、经

济学等问题更值得我们持续关注与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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