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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冰雪运动文化推广策略研究

杨金田

（河北经贸大学，石家庄　０５００６１）

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法、对比分析法与实地调查法，在对冰雪运动文化进行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对

河北省冰雪运动文化进行研究。认为，河北省的冰雪运动文化具有资源禀赋与文化积淀的地域性特

征、生命完善与精神追求的人本性特征、与历史民俗旅游紧密结合的融合性特征、极具满族文化风情

的民族性特征。以２０２２年冬奥会为契机，河北省的冰雪运动文化得以快速发展，但是还存在精神文

化缺失，物质基础薄弱，制度文化不健全，竞技人才匮乏、群众影响力小等不足。指出，政府应提高

重视程度，通过借助新媒体平台和打造文化品牌等措施，进一步加强河北省冰雪运动文化的建设和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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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冬奥会筹备工作的持续推进，越来越多

的人认识了冰雪运动并参与其中。河北省的冰雪

运动参与人数已经超过１５００万人次，距离实现

３０００万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越来越近。冰雪

运动具有增强体质、愉悦身心，传承体育精神和

运动文化，推动人们价值观念转变和提高社会文

明程度等重要价值。对于作为２０２２年冬奥会重

要举办地的河北省来说，研究、挖掘并大力宣

传、弘扬本地的冰雪运动文化，让人们感受其独

特魅力，并进一步发挥其在巩固推动体育产业发

展、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对于河北冰雪运

动强省建设乃至于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落实，都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１　冰雪运动文化的含义

对冰雪运动文化的概念界定要以对冰雪文化

这一上位概念的认识为逻辑起点。我国的冰雪文

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广义上讲，它是指在特定

的自然环境下以冰雪为载体或手段，进行社会实

践与生产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具有显著的地域特色。从狭义上讲，冰雪文化是

指以冰雪为媒介通过一定的手段或途径表现出来

的某种具体形式，其中包含了以体育运动的方式

表现出来的文化，即冰雪运动文化。通过阅读文

献及相关资料，本文进一步将冰雪运动文化界定

为：以冰雪生态环境为基础，通过冰雪运动表现

出来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

２　河北省冰雪运动文化的特征

２．１　地域性：资源禀赋与文化积淀

冰雪运动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较强、要求较

高，这也决定了冰雪运动文化必然有显著的地域

性特征。美国、挪威、加拿大、德国、奥地利等

国家，其冰雪运动项目普及度高、竞技成绩好，

都离不开其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优势。与之相类

似的，我国东北地区和河北张家口地区也拥有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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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冰雪资源。河北省地形地貌多样，位于该省

北部的张家口四季分明，冬季漫长而寒冷，降雪

早、积雪厚、存雪期长，具备开展冰雪运动的良

好条件。在１９５９年的全国首届冬运会上，河北

省派出的花样滑冰、冰球等选手大多来自张家

口，这一时期张家口的冰上竞技运动总体上处于

偏上水平。１９７３年，张家口受任组建了河北省

少年速滑集训队，此后张家口的冰雪运动水平更

是持续上升，冰雪运动也成为该地具有代表性的

运动形式。张家口冰雪运动文化是河北省冰雪运

动文化的典型代表，集中体现了冰雪运动的地域

性特征。

２．２　人本性：生命完善与精神追求

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

于创造了文化活动。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也必将

服务于人的实践活动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文

化的人本性特征。冰雪运动文化作为人类文化活

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处处体现着自身的人本性

特征。首先，人们在参与完成冰雪运动的过程

中，可以发展身体的协调、灵敏、平衡、力量等

能力和素质。其次，冰雪运动作为实践活动的文

化价值还在于，可以让人们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

触中 （冰雪运动多为户外运动）扩展生活空间，

充实生活内容，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由此

可见，冰雪运动是人的身体和精神的全面锻炼，

是个体人格和社会人格的和谐统一。冰雪运动承

载着文化，文化内嵌于冰雪运动，冰雪运动文化

就是通过人类一代代对冰雪项目的习得、参与而

得以传承、丰富和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

全面、自由、和谐发展。

２．３　融合性：与历史民俗旅游紧密结合

我国冰雪运动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

已经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与

其他传统或现代的文化形态具有千丝万缕的联

系，因而极具融合性。在传播层面，河北的冰雪

运动文化更多地表现为与历史传统、民俗旅游等

文化形式的融合，以张家口为例，该地分布着鸡

鸣驿、堡子里、宣化古城、黄帝城等大批历史文

化名城名镇，这些旅游景区 （点）大多融合了冰

雪运动的内容，从而打造出新的旅游观光项目，

使广大旅游者在游览古城古镇品味历史的同时，

参与冰雪运动。

２．４　民族性：浓郁的满族文化风情

承德市位于河北省北部，也具有优越的冰雪

运动开展条件，同时还具有鲜明浓郁的满族文化

风情。承德市立足自身独特的自然人文环境，创

造了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冰雪文化。如举办了

吉地灯雪欢乐汇、冰上龙舟争霸赛等冰雪活动，

经过多年的经营、推广、总结、提升，这些活动

从最初的草根的、影响范围有限的民俗文化活

动，发展成为具有一定影响和水平、更具观赏性

的大型群众性冰雪活动，冰雪文化在运动和娱乐

中得以推广传承。特别是近几年的春节长假期

间，户外冰雪运动已经成为引领 “体育年俗”的

新风尚。像 《冰嬉大典》、少数民族体育项目展

演、皇家冰瀑旅游等节庆活动，将冰雪运动与文

化、旅游有机结合，充分展现了承德的悠久历史

文化和浓郁民族风情，也代表着河北省冰雪运动

文化的民族性特征。

３　河北省冰雪运动文化发展的不足

３．１　冰雪运动精神文化缺失

时至今日，一提到 “运动”“体育”等字眼，

很多人的认识依然停留在健身、娱乐、竞技等表

浅层面，导致体育缺少文化、精神层面的构建和

挖掘。我国冰雪运动发展较晚，且受开展条件的

限制，长期局限在东北地区，全国范围内开展不

普遍、民众认知度较低［１］，这使得 “冰雪文化”

较之于一般体育文化更为缺失，久而久之甚至沦

为一种 “隐形文化”。河北省的情况也是如此，

除了上述原因，河北省是北方农业省份，广大人

民一定程度上依然受传统农耕社会 “猫冬”习惯

的影响，认为冬季不适合开展任何体育运动，所

以河北人民的冰雪运动和冰雪文化建设意识都还

比较薄弱。虽然河北省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

到冰雪运动中来，但大众对冰雪的认识依然存在

不足，冰雪运动的文化内涵也未被深度挖掘，河

北省所营造的冰雪文化氛围 （如开展冰雪节庆活

动、冰雪赛事等）影响力和影响面依然有限，作

为２０２２年冬奥会举办地的张家口，目前也主要

以冰雪赛事筹备为工作重点，难以兼顾其他，而

且后冬奥时期是否可以带动全省冰雪运动文化发

展乃至推广至全国、打造出世界影响力，也未

可知。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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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冰雪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薄弱

在冰雪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方面，我国东北

地区，特别是黑龙江省可谓得天独厚。该省雪季

漫长，积雪厚度大，拥有世界级的亚布力滑雪

场、龙珠滑雪场、二龙山滑雪场等大型滑雪场。

借助雄厚的物质基础，哈尔滨每年都会举办冰雪

节吸引国内外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以此来促

进民众对冰雪运动的了解和本地冰雪文化的传播

推广。虽然冬奥会申办成功以来，河北省不断加

大对冰雪运动领域的投入，大力推动本省冰雪产

业发展，但硬件不足的问题成为制约发展的重要

瓶颈［２］。２０１９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河北省目前

仅有滑雪场４０所，滑冰场１０４所；诸多雪场的

造雪机、雪车、滑雪道等还不尽完善，很多重要

设施设备需要从国外购买，甚至只能购买二手设

备［３］。可见，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人工设施，河

北省都无法与冰雪强国乃至我国东北地区相比，

从而阻碍着本省冰雪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３．３　冰雪运动的制度文化不健全

体制机制的完善，不仅可以直接推动冰雪运

动项目的普及提高，促进冰雪产业的蓬勃发展，

而且对于冰雪运动文化建设来讲也具有制度性保

障作用。在冬奥背景下，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

促进冰雪运动发展的政策措施，如 《加快发展体

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冰雪运动发

展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５年）》 《全国冰雪场地设施

建设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年）》 《群众冬季运动推

广普及计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等，这些文件原

则性和指导性较强，但是不可能适应每个地方的

实际情况，因而亟需各地制定出台针对性和操作

性强的配套政策措施，而河北省在这方面还比较

滞后。随着冰雪运动产业的快速发展，一系列的

问题开始暴露出来：如场馆管理运营方式落后、

开放时间局限性大导致利用不充分的问题；冰雪

运动消费价格虚高、对游客吸引力不足的问题；

对冰雪企业重视不足、管理不到位的问题；以及

企业规模不大、品牌建设无力的问题。这些都直

接或间接与河北省冰雪运动体制机制建设落后有

关，反过来，只有加强调查研究、尽快出台适应

本省省情的政策措施，才能理顺各方关系，指导

冰雪发展，促进冰雪运动文化建设［４］。

３．４　冰雪竞技人才匮乏，群众影响力小

受上文所述因素影响，河北省的冰雪活动无

论是在竞技水平，还是在群众中的影响，都还处

于落后状态。从表１的对比可以看出，河北省的

冰雪竞技人才与黑龙江省不可同日而语。冰雪运

动竞技影响力小，导致广大普通群众对冰雪运动

项目和冰雪运动文化的认知度较低，必然影响冰

雪运动的群众影响力。加上冰雪运动专业性强、

难度大、要求高，而河北省的冰雪社会指导员依

然缺口巨大，这也让很多群众对冰雪运动 “望而

却步”。虽然，最近几个雪季，河北省参与冰雪

运动的人数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这在很大程度

上是政府补贴的结果，要实现广大群众将冰雪运

动作为生活方式自觉参与，河北省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

表１　河北省与黑龙江省冰雪竞技运动发展比较

省份
参加平昌冬奥会

教练员／人

参加平昌冬奥会

运动员／人

参加平昌冬奥会

项目／项

平昌冬奥会期间

国家队人数／人

截至平昌冬奥会运动

项目开展情况

黑龙江 １５ ４２ １１ １８７ ７大项１５分项

河北 ０ １ １ ２５ —

４　河北省冰雪运动文化的推广策略

４．１　政府提高重视程度

冰雪运动文化的推广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

持。对于我国这种巨大的人口规模而言，冰雪运

动文化建设无法仅仅依靠民间个人和小团体的行

动，必须上升成政府行为［５］。第一，制定和完善

体现河北特点、符合河北实际的冰雪运动文化推

广政策措施，特别要抓住青少年这一重点推广群

体，争取在全省有条件的大中小学开设相关课

程，积极推动 “百万青少年上冰雪”和 “校园冰

雪计划”，建设数量更多、分布更广的冰雪运动

特色学校。第二，以举办形式多样的冰雪活动为

抓手，在吸引广大群众参与的过程中普及冰雪运

动文化。２０１８—２０１９雪季，河北省举办冰雪运

动一般赛事４２项，其中国际级赛事１０项，国家

级赛事１５项，省级赛事１项，地方性赛事１６

项；群众性体育赛事和冰雪文化活动数量显著增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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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传播效果较为理想。下一步应该继续以活动

赛事为依托大力开展冰雪运动文化宣传推广，一

方面举办更多的冰雪嘉年华、冰雪季、冰雪旅游

节、冰雪展览、冰雪表演、冰雪知识宣讲等活

动；一方面举办成届次的冰雪运动会，从间接和

直接两方面扩大冰雪运动的参与人群规模。第

三，给予资金支持，加大场馆设施建设力度。认

真落实 《河北省冰雪运动场地设施发展扶持方

案》相关要求，支持各市并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建

设冰雪场馆。对面积达到１８３０平方米的标准公

共滑冰馆每个补贴６００万元，向社会公众免费或

低收费开放的场馆给予３—５０万元的补贴，鼓励

各地建设仿真冰雪场地设施。为当地人民群众参

与冰雪运动提供雄厚的物质支持，同时也让冰雪

场馆成为各地的文化名片，有助于本地冰雪运动

文化的积极传播与广泛认知。

４．２　借助新媒体平台进行推广

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对经济发

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带来了重大而深远的影

响。互联网为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更高、更广

阔的平台，河北省的冰雪运动文化推广传播必须

要树立互联网思维，用好新媒体工具。与传统的

传播技术相比，新媒体技术打破了时空局限，使

信息的传递和获取更加便捷灵活，因而在传播冰

雪运动文化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目前，河北省已

经在这方面做出了尝试，如省体育局建立的 “健

康河北，欢乐冰雪”微信公众号和河北省首届冰

雪运动会官方公众号，长城新媒体的 “欢乐冰雪

冀”，以及地方的微信公众号如涞源欢乐冰雪等，

都会推送一些介绍滑雪技巧、冰雪运动装备、雪

质知识的文章，以及冰雪赛事活动视频、冰雪知

识竞赛活动等内容，对冰雪运动文化的大众传播

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一些学校、企业也建立

了自己的冰雪公众号，如欧悦冰雪文化、滦州研

山冰雪、河北体育学院冰雪运动系等等，但大多

立足于宣传自身，作用较为有限。可见，河北省

的体育行政部门、媒体、企业、学校等各方已经

高度重视利用新媒体技术进行冰雪文化传播，但

是还存在一定的散、小、乱和功能单一现象，如

体育行政部门建立的公众号作为全省冰雪运动文

化新媒体传播领域的权威发布，还缺少对全省冰

雪运动资源信息的发布与整合，不能在大众冰雪

健身资源选择方面提供指导意见；另外，如何对

各家公众号资源进行整合，使之形成合力又不失

特色，还需要精心谋划和设计。

４．３　打造冰雪文化品牌

品牌建设是冰雪运动产业发展壮大和文化推

广普及的重要决定性因素。２０２２年的冬奥会，

必然会吸引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这是宣传推

介河北省冰雪文化的大好机会，借冬奥东风，重

点打造属于河北省的冰雪运动文化品牌、着力发

挥品牌放大效应，能够成倍提升河北省冰雪文化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而是当前冰雪文化建

设的重中之重。一是要以冬奥举办地张家口为重

点，挖掘该市的历史、人文、民俗等资源，将冰

雪运动与之深度融合，打造地域特色鲜明、民俗

气息浓厚的张家口冰雪观光体验旅游项目［６］。二

是要整合全省资源，打造直观可感、宣传效果好

的冰雪文化产品品牌。如通过打造冰雕、雪雕创

作展览品牌活动，宣传展示河北各地的特色文

化，如赵州桥、老龙头、避暑山庄、铁狮子等名

胜古迹，以及唐山皮影、衡水内画、沧州武术、

邯郸太极拳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用好冰雪载体，

充分展示河北魅力。三是，坚持传统冰雪文化，

吸收现代时尚元素，创新冰雪运动文化形式。如

围绕 “雪都崇礼”“冰嬉之都”等龙头冰雪品牌，

开发系列冰雪体验活动，让人们既回味传统，又

耳目一新，感受不一样的河北冰雪运动文化。

５　结语

２０２２年冬奥会，对于河北省冰雪运动发展

和冰雪文化推广是一次难得的契机，对于本省乃

至全国冰雪产业发展甚至产业结构调整，都具有

重要意义。现代冰雪运动要注重文化建设，要在

迎合消费社会与后现代文化特点的基础上，建立

起符合大众习惯与预期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产品

体系，才能使自己获得持久而强劲的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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