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潮运动”相继“出圈”

位于太原市长风商务区的山西大
剧院门前广场上，每到周末总能看到
一群滑板爱好者的身影，他们当中除
了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学生，也不乏三
四十岁的中年“白领”。

34岁的国企职员张路就是其中之
一，他说：“我从去年开始玩，当时是朋
友叫我来，说现在流行玩陆地冲浪。
刚开始我是借别人的板来滑，后来入
门了越来越喜欢，就自己买了一块。”

近两年，像陆地冲浪这样“火出
圈”的小众项目还有不少。春见跑步
俱乐部创始人石春健是一位在多个社
交媒体上拥有总计 120 万粉丝的“大
V”，超慢跑是她目前主推的一项运动。

“超慢跑指的是以与走路一样，甚
至更慢的超慢速跑步的运动。这种运
动既能起到跑步的锻炼效果，又能最
大程度地减少过度损耗和受伤风险，
因此受到越来越多跑友，尤其是 40 岁
到60岁人群的欢迎。”石春健说。

石春健告诉记者，俱乐部成立一
年多来，线上线下的收费学员已经累
计超过2000人。“不少人练完后会介绍
给亲戚朋友，一个单位的十几个同事
或是一家三口一起在这练的情况很常
见。”

北京体育大学商学院教授白宇飞
表示，从业内研究来看，一般一个国家
人均 GDP 超过一万美元后，体育产业
会迎来大爆发，人们对非传统体育活
动的接受程度会大幅提高。“我国目前
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飞盘、陆地冲
浪、匹克球等运动项目的火爆是符合
产业发展规律的，可以看作是收入水
平上涨进而消费升级后，体育需求逐
渐多元化和个性化的产物。”

“井喷”后的瓶颈期

“2022 年夏天在年轻人中火爆的
飞盘，今年热度有所下降。去年新人
场一周可以开七八场，现在一周仅有
一两场。”广州一家飞盘俱乐部的负责
人杨光（化名）告诉记者，目前不少飞
盘俱乐部都面临着学员减少的问题，
个别甚至不得不因此关停。

记者了解到，和飞盘、露营等情况
类似，不少“潮运动”都不同程度地经
历了从火爆到降温的境遇。在初期

“破圈”后如何维持并扩大群众基础是
它们面临的共同挑战。

在杨光看来，“潮运动”的“热”与
“冷”都是由其强社交属性决定的。“大
部分‘潮运动’的兴起都始于微博、抖
音、小红书等社交媒体的力推，相关内
容的持续刷屏吸引年轻人尝试，继而
在平台展示、分享，形成了新潮流。”他
说，“而随着社交媒体的关注点转移，
这一运动的热度也自然会降低。”

白宇飞表示，新兴运动在第一轮
“井喷期”的“野蛮生长”是另一个影响

因素。“一个新兴行业的快速崛起通常
伴随着众多从业者的大量涌入，此时，
一些师资力量不够、培训经验不足、组
织能力不强的从业者往往会扮演‘搅
局者’的角色，例如将初学者对规则的
理解、动作的掌握带偏走样，忽视对防
护技能训练和技战术配合等方面的传
授，甚至因恶性竞争把产品销售、活动
组织、赛事开展引入歧途。这些都将
影响‘潮运动’的口碑和可持续性。”

北京燃烧冰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负
责人杨子已深耕板类运动十余年。他
认为，当小众运动拥有一定数量的参
与人群和市场体量后，往往会面临成
本增高、产品同质化的瓶颈。

“随着社会发展和用户需求提高，
场地、人力的成本在不断增加，这就要
求我们不断增长数据、开发业态，寻找
新的利润点，实现产品、服务的提质升
级。但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优胜劣
汰的过程。”杨子说。

推动新兴运动健康发展

如何使“潮运动”成为“常运动”？
有关专家和从业者给出了他们的看
法。

白宇飞提出，政府相关部门应加
强对运动培训机构、俱乐部的监管，对
从业者的准入门槛、业务范围、教练资
质等关键信息严格审核把关，对口碑
差、投诉多的问题机构依规处罚、重点
监督。同时要做好扶持引导，充分运
用普惠小微贷款、财政补贴、税收减免
等方式，因地因时制宜地对相关机构
给予支持。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教授成民铎认
为，应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加快
制定完善的行业标准和运动规则，建
立机构准入机制和信用评价体系，加
强行业内部的管理优化，形成良性发
展生态。

成民铎还建议，应围绕一些具有
一定群众基础的新兴运动项目，加快
打造各级各类体育活动、赛事、联赛，
以赛代练，以赛引人，为这些项目的发
展壮大提供平台和土壤。

杨子表示，对从业者来说，一方面
要苦练“内功”，做好教练招募和培养
的体系化建设、培训课程的专业化建
设、赛事组织的模块化建设，努力打造
自主产品线和自身品牌，开发更优质
的产品、服务和赛事活动；另一方面要
用好外力“破圈”，主动加强和行业协
会的联系，增进与大中小学的合作，积
极加强和利用与媒体平台的互动等。

此外有专家提醒，运动参与者在
选择社群或俱乐部前，也应“货比三
家”，进行细致甄别，当发现组织机构
存在严重虚假信息宣传或正当权益受
到损害时，要敢于打破“沉默”，积极维
权，有理有据向主管部门进行反映，助
力行业风气的净化。

（新华社太原4月12日电）

飞盘、陆地冲浪、超慢跑、匹克球、腰旗橄榄球……近年来，一批新兴小

众运动兴起的热潮此起彼伏。然而在经历了最初的“井喷期”后，不少项目

逐渐“遇冷”，进入了发展的瓶颈期。从“潮运动”到“常运动”，小众项目在

走向大众、健康发展的道路上，如何才能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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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朝阳区的东枫国际体育园，飞盘爱好者飞盘比赛。
新华社记者任超 摄

爱好者使用陆地冲浪板。新华社记者 戴天放摄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新桐乡的乡村露营地。新华社记者 徐昱摄

从“潮运动”到“常运动”，
新兴体育项目如何走得更远？

新华社记者刘扬涛、马晓媛、季嘉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