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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本文以英式橄榄球运动为背景袁运用文献资料法尧问卷调查法尧专家访谈法等研究

方法袁研究英式橄榄球在上海推广与发展的现状袁提出使该项运动在上海得到更好推广和

发展的对策遥 研究发现院橄榄球场地少袁师资薄弱袁橄榄球项目资源分布极不平衡等情况袁
限制了英式橄榄球在上海的普及曰上海大学生对英式橄榄球的认知大多偏于感性袁但参与

橄榄球运动的意愿较强曰英式橄榄球爱好者中男性居多袁且偏年轻化曰橄榄球运动具有强身

健体和情绪宣泄功能已被橄榄球爱好者所认同曰上海市英式橄榄球队由原先从事田径等项

目的学生运动员组成袁文化学习压力大尧身体改造要求高尧专项训练内容多尧训练时间不够

用尧比赛机会很难得袁是影响队员竞技水平提高和整体实力提升的主要因素遥本文从社会推

广和学校普及橄榄球运动袁以及竞技橄榄球队伍发展 3 个方面袁对上述问题进行理性分析袁
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对策袁以促进英式橄榄球在上海更好的推广与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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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study, questionnaire and expert interview,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gby in Shanghai in order to help the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

in Shanghai. The result of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problems of less rugby fields, weak coaching staff and im-

balance of rugby resources distribution have limited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sport in Shanghai. The aware-

ness of rugby of the Shanghai university students is mostly perceptual, but they have strong will of playing

rugby. Most of the rugby lovers are male and young. It is accepted by the rugby favorites that rugby has the

function of keeping fit and venting emotion. Shanghai rugby teams are composed of the students of former

track and field athletes, who are burdened with the pressure of study. They are facing the problems of body

modification, too many contents of specific training, less training time and little competition opportunities.

Those problems a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players' performance and the upgrade of the overall strength of

the teams. The paper makes rational analysis of the above-mentioned problems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so-

cial marketing, popularizing rugby in school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rugby teams. The corre-

sponding means for the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gby in Shanghai is worked out.

Shanghai; rugby;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means

橄榄球运动于 1823 年诞生在英国的一个名叫拉格比

渊Rugby冤的小镇遥 当时在镇上举行的一场足球比赛中袁一
名学生因多次射门未果袁情急之下竟然抱着球袁不顾对手

的阻拦径直跑到球门前将球野射冶进遥 此举十分意外袁却给

人以启示遥于是袁这种运动方式渐渐被人们所接受遥经过对

规则和球的不断改进袁一项新的运动项目诞生了遥 为了纪

念这项运动的诞生地袁 人们把它命名为拉格比渊Rugby冤遥
由于球的外形酷似橄榄袁中国人称之为野橄榄球冶曰而因为

参与运动者都不穿戴护具袁所以该项运动又被称之为软式

橄榄球遥
人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竞技橄榄球比赛都是身体要

直接对抗的运动袁参与者必须具备一定的身体条件才能安

全地完成不可避免的身体对抗遥 而触式橄榄球则顾名思

义袁比赛中不会发生激烈的身体碰撞袁故适合各种人群遥触
式橄榄球简单易学袁比赛过程刺激而不粗鲁袁充分体现娱

乐的价值遥 触式橄榄球比赛需要参与者进行大量的跑动袁
不管有没有持球袁在战术配合准备期袁每个人都在进行有

氧慢跑袁一旦进行战术配合或者持球突破袁参与者就要以

挑战自身极限的最大速度进行无氧跑动遥
橄榄球被称作最强者的运动袁最初流行于英国上流社

会袁一直以来是贵族尧绅士的运动遥喜好这项运动的人有着

博大的胸怀尧顽强的毅力尧坚忍不拔的品质袁在艰苦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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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奋斗并接受磨炼袁以培养伟大的绅士精神遥 英式橄榄球

作为一种简单的游戏能够在全球兴起袁除了其外在的娱乐

健身价值袁其独特的内在精神价值无疑是橄榄球爱好者能

得到的最宝贵财富袁因为橄榄球运动的特点要求运动员具

有正直尧热诚尧团结尧纪律和尊重的品质遥
野海纳百川袁熔铸中西袁为我所用冶袁是上海海派文化主

要特点袁即开放性和接纳性的具体注释袁橄榄球作为西方

最有影响力的运动袁不管在其特点和技战术方面袁还是在

其内涵和所倡导的精神方面袁都有可取的精华之处遥 上海

这座有着海派文化底蕴的城市容纳橄榄球运动袁并使之生

根发芽是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遥上海体育事业的产业化日

渐增长袁体育已经成为一种特殊的可供娱乐的消费品遥 橄

榄球比赛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演变成了一种商业交流遥
以香港国际 7 人制橄榄球赛为例袁全球市场调查机构思纬

特公司的调查结果显示袁 香港国际 7 人赛连续 10 年售出

全部门票袁 这就意味着比赛期间每天有 4 万人观看比赛曰
该项赛事 2011 年总共吸引了 21391 名特地来观赛的海外

观众袁 每位游客平均停留香港 6 天袁 包括住宿尧 饮食尧交
通尧购物等的人均消费约 12 873 港币袁单单这一项就为香

港带来近 3 000 万港币的直接经济效益袁若再加上本地球

迷在比赛期间的大量消费袁直接经济效益更加可观遥 一次

国际性橄榄球赛事不单单直接推动了一个城市体育产业

的发展袁还实实在在促进了当地服务业袁旅游业等产业的

发展遥 与大型赛事可带来经济效益一样袁橄榄球运动的兴

起袁也会为各行各业带来商机遥上海的体育广告业尧体育建

筑业尧体育博彩业尧体育旅游业和体育用品业等具体行业

必将伴随橄榄球在上海的兴起而得到充分发展遥

上海市大尧中尧小学校学生袁英式橄榄球爱好者和市属

橄榄球队队员遥

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需要袁检索相关的文章和

书籍袁并对资料进行整理遥

对上海市在读大学生尧英式橄榄球爱好者和上海市橄

榄球队队员进行问卷调查遥

访谈方式为电话访谈或当面访谈袁对象是上海市橄榄

球队教练和部分橄榄球爱好者袁内容涉及改革英式橄榄球

在上海推广的建议遥

橄榄球是欧美国家热衷的运动项目袁 上海作为国际化

大都市袁 其海派文化的包容性使得英式橄榄球在上海的推

广与发展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遥在国内袁上海是最早出现橄

榄球运动的城市袁早在 1890 年就有外籍人士在上海玩橄榄

球袁但此项运动真正在国内开展起来袁只是近 20 年的事遥

2009 年 7 月袁英式橄榄球运动全球最高领导机构要要要
国际橄榄球理事会渊IRB冤将自己的亚洲总部从香港搬迁

到上海遥 IRB 亚洲地区总管吉拉德窑加拉赫希望以设立官

方机构的方式来带动英式橄榄球运动在一个地区的发展遥
香港的橄榄球市场近几年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袁日本和新加

坡也已经非常成熟遥 在印度和中国两者中袁IRB 选择了中

国遥 由于广东地区可以享受到香港的辐射袁而北京则有中

国橄榄球协会这一官方机构的存在袁上海成为加拉赫不二

的选择遥 2009 年 11 月中旬袁国际触式橄榄球比赛成功登

陆上海袁作为国内诞生的首个国际触式橄榄球比赛袁现已

在上海成功举办了 6 届袁目前已演变成为亚洲最大的触式

橄榄球盛会遥 每届比赛袁除了来自中国各大城市的队伍之

外袁还有来自新加坡袁香港袁泰国袁韩国及日本的 20 多支队

伍袁近 300 名选手参加遥
2010 年 10 月袁上海猛虎橄榄球俱乐部成立袁填补了

上海青少年橄榄球后备力量培养的空白遥 近 4 年来袁上海

猛虎橄榄球俱乐部积极组织多个学校的青少年参与到橄

榄球运动中来袁还与上海国际学校的同龄外国橄榄球队员

结对子袁一起训练袁共同提高袁有效地推动了上海橄榄球后

备人才的培养遥 可以说袁中国橄榄球的发展能取得今天的

成就袁是与上海橄榄球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的遥 由于上海

的国际大都市地位袁很多外国友人一直心甘情愿地参与并

支持上海橄榄球的发展遥
2011 年 2 月 16 日袁上海市体育局和上海体育学院共

建上海橄榄球项目签约仪式在上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遥自
此袁上海英式 7 人制橄榄球男尧女队正式开始组建遥

2011 年 8 月 27 至 28 日袁在浦东源深体育中心场举行

了上海英式 7 人制橄榄球邀请赛袁这是亚洲最高级别的英

式 7 人制橄榄球邀请赛袁也是亚洲英式 7 人制橄榄球系列

赛中的一站遥 比赛吸引了来自中国尧中国香港尧中华台北尧
日本尧韩国等亚洲各国家及地区的 12 支男队和 4 支女队遥

2011 年 9 月 21 日袁汇丰亚洲英式 7 人制橄榄球系列

赛第二站暨上海英式 7 人制橄榄球邀请赛前夕袁由汇丰赞

助的香港男子英式橄榄球代表队与上海夜鹰美式橄榄球

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遥
2013 年 10 月 24 日袁作为当时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的

国际英式 7 人制橄榄球赛事袁 2013 年中国国际英式 7 人

制橄榄球邀请赛的组委会通报比赛将采取全新模式袁脱离

特定的系列赛性质而成为一个独立品牌的国际赛事袁女子

比赛同时也成为 2013 年亚太女子英式 7 人制橄榄球邀请

赛遥此项赛事由亚洲橄榄球联合会尧中国橄榄球协会尧上海

市体育总会及上海市浦东新区体育总会共同主办袁世拓赛

事咨询管理渊上海冤有限公司承办袁上海源深体育中心协

办袁于 10 月 26 日至 27 日在上海源深体育中心激情上演遥
最终袁中国女子橄榄球队成功卫冕遥

自国际橄榄球理事会渊IRB冤从香港搬到上海后袁上海

开始频繁举办国际和洲际橄榄球赛事遥这推动了中国国家

上海市英式橄榄球运动发展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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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师资情况看袁 国外学校和球队的师资配备比较到

位袁凡有橄榄球队或橄榄球教学的单位都配有专门的师资

力量袁足以应对正常的教学与训练遥反观上海袁除上海体育

学院因为上海橄榄球队的存在和本科橄榄球教学需要袁配
有两个教练袁一个带队训练袁一个承担课程教学袁尚能勉强

应付训练和教学之需袁其他单位的师资配备袁无论数量还

是质量袁都明显欠缺袁尤其是浦东新区的 10 所中小学袁虽
然开展了触式橄榄球项目袁但承担教学任务的仅有一位教

师袁不得不野赶场子冶袁实在是勉为其难遥

对抗性橄榄球 渊Contact Rugby冤 和触式橄榄球渊touch

rugby冤是 2 种基本的橄榄球运动形式遥 由表 1 可发现袁对
抗性橄榄球近年在上海的推广袁除上海体育学院外主要集

中于在沪的两所美国学校和两所外国人开办的俱乐部遥可
见袁上海对抗性橄榄球运动的开展离不开在沪的外国橄榄

球组织遥近年来袁触式橄榄球运动的推广力度开始加大袁表
1 所列学校大多选择触式橄榄球来开展英式橄榄球运动遥
从地域分布情况看袁在 18 个开展英式橄榄球的单位中袁有
多达 13 个在浦东新区渊见图 1冤遥

图 1 上海开展英式橄榄球的单位的区域分布

从场地情况看袁除了在沪的两所外国橄榄球俱乐部和

两所美国学校有专业的标准橄榄球场地外袁上海至今还没

有一个专业橄榄球场地袁其他单位平时都只能利用足球场

进行橄榄球专项训练和教学袁就连上海橄榄球队所在的上

海体育学院也不例外遥

队队员竞技水平的快速提高和球队整体实力的显著增强袁
中国国家女队数次获得亚洲冠军遥上海可利用的橄榄球资

源从不短缺遥 上海有各式各样的国外橄榄球俱乐部袁一直

在为橄榄球运动在上海的推广与普及做着积极的努力遥在
英式 7 人制橄榄球被正式列为 2016 年和 2020 年奥运会

比赛项目后袁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市体育局为上海橄榄球队

的组建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财力支持袁并十分关心队伍整

体实力的逐渐提升和后备力量的培养遥

表 1 上海英式橄榄球开展现状

单       位 师资 场地类型 开展形式 所在区域 

上海美国学校（闵行校区） 2 标准橄榄球场 对抗、触式 闵行区 

上海美国学校（浦东校区） 2 标准橄榄球场 对抗、触式 浦东新区 

上海可碧橄榄球俱乐部 2 标准橄榄球场 对抗、触式 浦东新区 

金桥橄榄球俱乐部 2 标准橄榄球场 对抗、触式 浦东新区 

上海外国语大学 1 标准足球场 触式 虹口区 

上海体育学院 2 标准足球场 对抗、触式 杨浦区 

上海交通大学 1 标准足球场 触式 徐汇区 

由由初中 1* 7 人制人足球场（人工草坪） 触式 浦东新区 

东昌初中 1* 7 人制人足球场（人工草坪） 触式 浦东新区 

张江实验小学 1* 7 人制人足球场（人工草坪） 触式 浦东新区 

新区小学 1* 7 人制人足球场（人工草坪） 触式 浦东新区 

由由小学 1* 7 人制人足球场（人工草坪） 触式 浦东新区 

竹园小学 1* 7 人制人足球场（人工草坪） 触式 浦东新区 

明珠小学 1* 7 人制人足球场（人工草坪） 触式 浦东新区 

园西小学 1* 7 人制人足球场（人工草坪） 触式 浦东新区 

花木小学 1* 7 人制人足球场（人工草坪） 触式 浦东新区 

海桐小学 1* 7 人制人足球场（人工草坪） 触式 浦东新区 

徐汇第一中心小学 1 塑胶篮球场 触式、对抗 徐汇区 

 注院表中 1* 表示为同一个橄榄球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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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抽取上海市高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袁共发放问

卷 200 份袁回收问卷 192 份袁有效问卷 191 份遥
在参与问卷调查的高校学生中渊见表 2冤袁听说过橄榄球这

一项目的有 124 人袁占比 64.9%袁知道英式橄榄球已成为

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的有 32 人袁占比 16.8%袁而有过英式

橄榄球球运动经历的只有 3 人袁占比仅为 1.6%遥
表 2 上海大学生对英式橄榄球的认知情况渊N=192冤

上海大学生对英式橄榄球的认识有大多停留在感性

认知上袁对该项运动的文化内涵尧规则和技战术特点知之

甚少袁说明对橄榄球运动的宣传较少遥 对橄榄球有感性认

知的大学生绝大多数从未看过英式橄榄球比赛袁还有相当

一部分人甚至分不清美式橄榄球和英式橄榄球遥 近年来袁
上海各电视台只有当中国橄榄球队在国际比赛中夺冠才

会予以不到一分钟的事后简短报道遥平时与英式橄榄球有

关的图像尧图片及文字报道极难见诸于电视尧报纸和杂志遥
从表 2 中还能发现袁在被问及是否希望尝试英式橄榄

球运动时袁有 66%的学生表示愿意参加该项运动遥 说明袁
上海大学生对英式橄榄球这类新鲜时尚运动的参与愿望

颇高遥由此推断袁如果英式橄榄球得以在高校中推广袁很可

能会收到较好效果遥一旦英式橄榄球在高校校园内开展起

来了袁积极投身于该项运动的大学生将成为橄榄球运动文

化的代言人袁步入社会后袁会带动橄榄球项目的推广遥

本文中的野橄榄球爱好者冶是指亲身参与对抗性或触

式橄榄球比赛袁 并以英式橄榄球运动为锻炼手段的人员遥
对英式橄榄球运动参与者进行调查分析袁有助于把握英式

橄榄球在上海的发展方向袁有利于英式橄榄球在上海的普

及与推广遥 本文向上海市英式橄榄球爱好者发放问卷 103

份袁回收 103 份袁有效问卷 103 份遥

调查结果显示袁在问卷调查涉及的 103 名英式橄榄球

爱好者中袁80 人为男性袁占比约 78%袁23 人为女性袁占比

约 22%遥 由此可见袁上海目前参加英式橄榄球运动的男性

多于女性遥英式对抗性橄榄球具有身体对抗频繁尧强度大袁
需要快速奔跑等特点袁相较于女性袁更符合男性的性格特

点遥 尽管如此袁还是有不少女性选择触式橄榄球来实现自

己从事橄榄球运动的意愿遥

调查发现渊见表 3冤袁上海英式橄榄球爱好者中袁19～

29 岁的爱好者人数最多袁 共有 58 人袁 占总调查人数的

56.3%曰30～ 39 岁的居次袁 有 31 人袁 占总人数的 30.1%遥
40～ 49 岁的有 14 人袁占总人数的 13.6%袁调查中并没有

发现 50 岁以上的样本遥 英式橄榄球爱好者基本上都集中

在 18～ 29 岁这个年龄段袁 表明现阶段青年人更喜爱英式

橄榄球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在女性爱好者中袁18～ 29 岁年龄

段的人数占比高达 91.3%袁说明青年女性也越来越关注这

项运动遥
表 3 上海英式橄榄球爱好者的年龄特征渊N=103冤

由表 4 可以看出袁不论男女袁所有被调查的英式橄榄

球爱好者都肯定了英式橄榄球的健身价值袁他们选择这项

运动主要是为了强身健体遥
表 4 上海英式橄榄球爱好者的参与动机渊N=103冤

认为英式橄榄球可以促进人际交往的有 75 人袁 占总

人数的 72.8%遥 橄榄球场为一个个爱好者们开辟了另一个

商务交流平台和人际交往的空间曰为心理调节和情感宣泄

而参加橄榄球运动的人数占到总人数的 70%遥 不管是对

抗性橄榄球还是触式橄榄球袁其最基本的运动特点就是在

跑动中不断进行传接球遥 由于室外比赛区域空间较大袁每
一个跑动接应的队员都要大声呐喊来提醒队友袁使其知道

自己此刻所在的位置遥 比赛中的不断叫喊袁不断撞击能加

快血液循环,提高血糖浓度袁促进新陈代谢袁并促进肾上腺

素的合成与释放遥工作中积聚的压抑情绪和烦躁心情会在

一次次的叫喊和撞击中得到释放遥 所以袁很多都市白领在

经过一周紧张的工作后袁总会出现在橄榄球场上遥 这也使

得橄榄球运动成为都市青年们情绪宣泄的良好方式曰英式

橄榄球被称之为野绅士的运动冶袁在西方是一项流行的运动

项目遥 据本次调查袁43.6%的男性英式橄榄球爱好者和

69.6%的女性爱好者袁最初是因为追求时尚而参与橄榄球

运动曰

表 5 显示袁橄榄球爱好者们普遍认为袁橄榄球场地的

缺乏是上海推广橄榄球项目的最大障碍遥 根据之前的调

分  类 是否听说过英

式橄榄球 

N（%） 

是否亲身体验

过英式橄榄球 

N（%） 

是否希望尝试

英式橄榄球 

N （%） 

是否知道英式

橄榄球是奥运

会比赛项目 

N （%） 

是 124（64.9） 3（1.6） 126（66.0) 32（16.8） 

否 67（35.1） 188（98.4） 14（7.3） 159（83.2） 

无所谓   51（26.7）  

 

组别 18～29 岁 

n（%） 

30～39 岁 

n（%） 

40～49 岁 

n（%） 

50 以上 

n（%） 

男 37（46.3） 29（36.3） 14(17.4） 0（0） 

女 21（91.3） 2（8.7） 0（0） 0（0） 

合计 58（56.3） 31（30.1） 14（13.6） 0（0） 

 

选择橄榄球运动的动机 男性 

N（%） 

女性 

N（%） 

总计 

N（%） 

强生健体 80（100） 23（100） 103（100） 

心理调节、情绪宣泄 59（73.8） 11（61.1） 70（68） 

人际交往 52（48.1） 23（100） 75（72.8） 

休闲娱乐 66（82.5） 20（83.3） 86（83.5） 

高端时尚 29（36.3） 9（37.5） 38（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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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袁上海至今没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标准橄榄球场地遥 另外袁
对英式橄榄球的宣传力度显然不够袁 有 72.8%的爱好者认

为主要原因是媒体宣传不力遥虽然橄榄球的规则简单易懂袁
但还是有 62.1%的爱好者希望有更多的教练指导训练遥

表 5 制约上海英式橄榄球发展的因素渊N=103冤

英式橄榄球未能在上海得到大力推广与发展有众多

原因袁归纳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遥
第一袁在橄榄球被列入正式奥运项目之前袁不管是政

府职能部门还是传媒袁都没有意识到在上海推广与发展橄

榄球运动的必要性袁致该项目的开展缺乏财力支持和舆论

宣传袁普通民众对其几乎不了解遥
第二袁没有足够安全的场地和合格的师资遥 英式橄榄

球比赛因其对抗的激烈性而使得裁判的作用比足球尧篮球

的更重要遥 正是因为缺少合格的裁判执法袁每次比赛都会

出现竞赛公平问题遥 同样袁场地的稀缺使得租用价格一涨

再涨袁导致很多尚处野摇篮冶里的橄榄球活动被扼杀遥 所

以袁场地及合格师资力量匮乏袁也是上海推广英式橄榄球

所需解决的首要问题遥
最后袁 大众对英式橄榄球认知不够遥 年轻人对英式

橄榄球的认知基本都限于感性认知袁有些甚至错误地认

为橄榄球是粗暴野蛮的运动袁 或橄榄球就是戴着头盔袁
穿着盔甲的美式橄榄球遥 这归因于对英式橄榄球的宣传

力度不够袁或者说不到位袁传媒在宣传美式橄榄球时直

接将其当作橄榄球的全部加以介绍袁并不懂得美式橄榄

球只是橄榄球的分支袁源于英式橄榄球袁而英式橄榄球

则源于足球遥

上海市英式橄榄球男尧女队于 2011 年 3 月开始组建袁
主要是为了顺应奥运战略袁并参加英式 7 人制橄榄球的全

国赛事遥 目前袁男队有 15 人袁女队有 12 人渊均包括青少年

队员冤袁 在人数上都只能勉强满足 7 人制比赛的参赛报名

要求遥所以袁本研究只抽取男女各 12 名队员作为样本进行

队伍基本情况的调研遥

由图 2 可知袁上海市英式橄榄球队队员绝大部分是在

读学生遥在被调查的 24 名队员中有 15 人是上海体育学院

本科运动训练专业的学生袁平时袁他们必须完成橄榄球专

项训练任务袁还要参加文化学习和准备课程考试曰有 5 人

是高中生袁除正常的训练和学习外袁他们还要承受高考的

压力遥 虽然他们是学生运动员袁而参加的国内赛事都是最

高级别或最高水平的全国比赛袁竞争对手均为各省市的专

业队袁但比赛中袁无论在技战术水平的发挥袁还是意志品质

方面袁都不落下风遥

图 2 上海市英式橄榄球队队员学历

表 6 所示袁上海市英式橄榄球队的所有球员都球龄较

短袁最长的也不超过 4 年遥 球龄才 3 年多的 4 位本科生运

动员袁成了目前队中不可或缺的老将遥 被调查队员中球龄

在 1～ 2 年的占比高达 79.2%遥 1～ 2 年的时间毕竟太短袁
能学到的东西必然有限袁所以他们对比赛的解读能力明显

不足袁对规则的理解和把握往往不到位袁代表上海队征战

全国大赛时经常会犯一些低级错误袁致痛失好局的情况时

有发生遥尤其是女队袁没有一名队员球龄达 3 年的袁目前女

队整体尚处幼年期遥
表 6 上海市橄榄球队运动员球龄

英式橄榄球运动在我国推广较晚袁 普及程度较低袁很
多学校都是在英式 7 人制橄榄球成为奥运正式项目后才

开始尝试性地进行触式橄榄球教学袁藉此开展英式橄榄球

运动遥 所以袁现在很多橄榄球运动员都是由其他专项改项

过来的袁正是由于这一点袁他们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最终

能完全胜任对抗异常激烈的橄榄球比赛遥
从表 7 可以看出袁有 66.7%的队员是由体校田径运动

员改项的遥英式橄榄球的 7 人制比赛不同于 15 人制比赛遥
在同样大小的场地上袁当每一方的上场比赛人数都锐减到

7 人后袁攻守双方队员身体接触的机会便相对减少袁队员

拥有更大的空间进行攻防的跑动和战术配合遥 于是袁灵敏

和速度成了英式 7 人制橄榄球运动的要素遥所以袁选材时袁
教练一方面会青睐以速度和灵敏见长的短跑运动员袁另一

方面则会择取田赛项目中的铅球尧 铁饼等项目运动员袁高
大结实的身体和出众的爆发力是橄榄球前排队员所必须

具备的基本条件遥 英式橄榄球战术大多是通过球体现的袁

内容 媒体宣

传不够 

场地 

缺乏 

师资力 

量薄弱 

缺少正确

的认识 

相关部门

不够重视 

比赛少 

人数（N） 75 97 44 56 66 30 

百分比

（%） 

（72.8） （94.2） （42.7） （54.4） （64.1） （29.1） 

 

上海市橄榄球队运动员球龄 男 性 

n （%） 

女 性 

n （%） 

总 计 

n （%） 

1 年以下 0（0） 1（8.3） 1（4.1） 

1～2 年 8（66.7） 11（91.7） 19（79.2） 

3～4 年 4（33.3） 0（0） 4（16.7） 

5 年以上 0（82.5）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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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虽是椭圆形的袁但运动员需要掌握的球性与篮球是相通

的袁所以袁有 22.8%的队员原先从事的是篮球专项遥
表 7 上海市英式橄榄球队队员原先所从事的专项情况

从表 8 可知袁在上海市英式橄榄球队中袁有 58.3%的

队员感到文化学习压力大袁并将之列为影响他们训练成效

的主要因素曰有 45.8%的队员认为袁比赛机会少影响了他

们的训练成效遥 据查袁上海市英式橄榄球队每年除了至多

有 3 次全国顶级 7 人制橄榄球赛事可参加之外袁再没有其

他比赛机会袁就连教学比赛也找不到合适的对手袁只能十

分珍惜周末偶尔与瑞可碧橄榄球俱乐部的外国人进行 15

人制友谊赛的机会袁 但 15 人制橄榄球毕竟与 7 人制橄榄

球不一样袁故参加这种友谊赛在很多方面难以收到 7 人制

橄榄球所需的以赛代练的效果遥
表 8 影响训练成效的因素

学生在从事橄榄球运动的过程中可体会到勇往直前尧
顽强拼搏的精神袁他们的意志品质会随着运动经历的增多

而不断增强曰橄榄球运动倡导讲奉献尧个人服从集体的团

队精神袁因此袁开展英式橄榄球运动还有助于培养中小学

生的奉献意识和团队意识遥 必须让学校领导明白这一点袁
同时意识到可将开展橄榄球项目与素质教育集合起来袁并
视之为学校德育教育的补充遥

各职能部门领导应通力合作袁对如何利用学校体育平台

开展橄榄球运动达成必要的共识袁并就橄榄球运动在中小学

推广与普及成立专门的领导机构袁实施统一规划与指导遥
对中小学现有体育教师进行橄榄球培训袁着力打造一

支橄榄球专业教师队伍袁以满足学校普及橄榄球运动对师

资的需求袁为引入橄榄球项目做好充分的准备遥
可选择触式橄榄球项目来推广开展英式橄榄球运动遥

中小学生正处身体尚未完全发育或未发育的阶段袁为安全

起见袁减少身体接触是必须的袁因此用触式橄榄球项目来

开展英式橄榄球运动是比较合适的遥触式橄榄球其竞赛规

则相对简单袁既保留了橄榄球运动的独特魅力袁又避免了

激烈的冲撞袁适合不同年龄层次和性别的人群遥
理论教材是英式橄榄球推广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基

石遥 相关部门要组织专家进行橄榄球理论教材的科学编

制袁让中小学生们通过教师深入简出地理论讲解对英式橄

榄球有更深刻的了解和认知遥

可开设英式橄榄球培训课程袁 定期进行人员培训袁为
高校提供英式橄榄球教学的专门人才遥可增设英式橄榄球

选修课和组建英式橄榄球社团袁为大学生提供接触英式橄

榄球的机会遥 可从练习触式橄榄球开始袁在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袁 再组建对抗性橄榄球队组织校内和校际橄榄球比

赛袁并利用海报和传媒扩大比赛的影响力袁以此宣传英式

橄榄球遥 可建立上海大学生橄榄球联盟遥 待英式橄榄球在

上海高校发展到一定程度尧每个学校都拥有自己的橄榄球

队时袁 由该联盟组织上海市大学生英式 7 人制橄榄球比

赛袁或组织上海市大学生代表队尧或指派某大学单独组队

出国与国外大学橄榄球队进行交流比赛遥

可通过大众媒体经常性转播高水平英式橄榄球比赛等

方式袁加强正面传播英式橄榄球的力度袁提高民众对英式橄

榄球的认知袁改变他们之前对英式橄榄球的错误理解遥
加速教练员和裁判员的培养袁以及英式橄榄球教材的

编制遥 从竞技的角度看袁教练员和裁判员素质是关系到提

高运动队竞技水平尧保证竞赛公平的重要因素袁因此袁教练

员和裁判员的培训工作应该受到各级体育职能部门的高

度重视遥
打造和包装上海英式橄榄球国际赛事袁推广属于上海

独有的赛事品牌遥 上海现有很多世界顶级的品牌赛事袁如
F1 赛车尧网球大师杯等袁这完全归功于上海的国际大都市

地位和得天独厚的体育环境袁这种地位和环境同样能为英

式橄榄球在上海的推广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遥
促进英式橄榄球产业化进程遥可以借鉴上海现有两所

英式橄榄球俱乐部的产业发展模式袁建设属于上海自己的

橄榄球俱乐部袁 以增加橄榄球运动员的比赛和就业机会遥
同时俱乐部的蓬勃发展将可带动包括餐饮尧英式橄榄球运

动用品和人才培训等一大批产业的发展遥

将英式橄榄球列为普通中小学的学校体育内容袁并动

员各区青少年体校设置英式橄榄球项目袁为普通学校英式

橄榄球佼佼者提供竞技水平进一步提高的平台袁以助推上

海英式橄榄球人才培养体系和后备人才库的建设袁为上海

市英式橄榄球队和上海各高校输送优质橄榄球后备人才遥
充分发挥高校人才资源优势袁在高校广泛开展英式橄

榄球运动的基础上袁建立橄榄球校队曰举办上海市高校橄

榄球联赛或者杯赛袁以赛促练袁以赛促各队间的交流袁从而

提高上海市高校橄榄球的整体水平遥
建设好上海市英式橄榄球队袁以发挥其野以点带面尧引

领示范冶的效应遥 为此袁急需做好下列几项工作院渊1冤建设

一片橄榄球场地袁为上海市英式橄榄球队的日常训练和教

学比赛提供最基本的场地设施支持遥可以按英式橄榄球场

 篮球 足球 田径 橄榄球 排球 其他 

人数（n） 5 0 16 0 1 2 

百分比（%） 22.8% 0 66.7% 0 4.2% 8.3% 

 

 不够热爱

橄榄球 

文化学习

压力大 

家长不

支持 

比赛机

会少 

训练条件

艰苦 

人数（n） 7 14 7 11 9 

百分比

（%） 

29.2% 58.3% 29.2% 45.8%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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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格要求对上海体育学院现有的中央足球场进行全面改

建曰加大对上海市英式橄榄球队的扶持力度袁使之首先能尽

快扩大队伍规模袁形成一线尧二线尧三线队员配备合理的构

架遥 渊2冤在训练装备尧营养尧竞赛经费尧成绩奖励等方面给予

全力保障袁使运动员能始终保持旺盛的训练热情袁也令教练

员得以无后顾之忧袁 为球队整体竞争力的逐年提升奠定基

础遥渊3冤优化上海市英式橄榄球队的内部管理和文化学习激

励机制遥针对队员属学生运动员的特点袁一方面鼓励他们正

确处理好学训矛盾袁在积极投入日常训练的同时袁充分利用

好空余时间补习文化知识袁 力争训练与学习的效率都最大

化曰 另一方面上海体育学院有关职能部门应酌情为队员提

供必要的政策优惠袁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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