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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务院《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提出“发展户外运动、智能体育等新兴产业”，匹克球因兼具

低门槛、高社交属性被列为重点推广项目。高校体育是连接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的重要桥梁，安徽高校

体育面临体育项目场地紧张、运动项目重复性等客观困难。匹克球运动作为一项新兴的隔网小球类运动

项目，具有新颖性、刺激性从而为参与者带来新鲜感、体验感，在高校开设匹克球课程具有重要的价值。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了解安徽高校匹克球开展现状，探究匹克球运动在安徽

高校发展的潜力、困境与对策。匹克球课程在高校开设具有重要价值，但高校匹克球运动也面临着普及

度低、场地设施不足、专业人才匮乏等问题。据此，提出相应对策：课程设置多元化；提高匹克球运动

的宣传度和影响力；多方联动完善场地设施和装备；培养师资力量，提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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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ate Council’s “National Fitness Program (2021~2025)” proposesto “develop emerging indus-
tries such as outdoor sports and smartsports.” Pickleball, due to its lowentry barrier and high social 
attributes, has been listed as a key promotion project. College sports serve as an important bridge 
between school sports and community sports, but Anhui’s college sports face objective challenges 
such as a shortage of sports facilities and repetitive sports programs. As anemergingnet-separated 
small ballsport, pickleball offers novelty and excitement, providing participants with a fresh expe-
rience. Offering pickleball courses in colleges holds significant value. This paper employs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pickleball 
in Anhui’s colleges, exploring its potential,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for development. While offer-
ing pickleball courses in colleges is valuable, sport also faces issues like low popularity, insufficient 
facilities, and a lack of specialized talent. Based on this,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di-
versifying course offerings; enhancing the promotion and influence of pickleball; collaborating with 
multiple parties to improve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and cultivating teaching staff to enhance edu-
cational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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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结合“健康中国 2030”战略与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要求，立足安徽省高校体育教育改革

需求，系统探究匹克球课程开设的潜在价值与现实可行性。通过剖析区域教育资源适配性、课程开发瓶

颈及本土化发展路径，着力解决场地设施适配、师资培养等核心问题，以丰富中部地区新兴体育项目课

程的相关研究，同时为安徽高校培育特色体育品牌、促进学生体质健康与终身体育意识提供理论支撑与

实践策略，助推区域高校体育高质量发展。 

2. 安徽高校匹克球课程开展现状及困境 

2.1. 高校匹克球课程开展现状 

2010 年匹克球运动正式被引入广州，2017 年成立了国内第一个匹克球协会，次年 8 月加入国际匹克

球联合会，由此匹克球在中国的推广拉开了序幕。2018 年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高校

建设了第一批符合国际认证的室外匹克球场地，并开设了匹克球课程，成为国内首批开展匹克球运动的

高校[1]。截至 2025 年 4 月，安徽省已有 9 所高校正式开设匹克球课程，其中安徽农业大学将匹克球课程

纳入公共体育课程，自 2022 年起开设选项课，2024 年选课人数突破 1200 人次，2025 年同比增长 30%，

并建成标准化场地 8 片，配备夜间照明和观众看台，可满足全天候教学与赛事需求。学校承办全国高校

体育教师匹克球教学论坛，其“课程 + 社团 + 竞赛”模式被安徽省教育厅列为体教融合典型案例。安

徽科技学院，2024 年 5 月首次将匹克球纳入专项课程，采用“16 学时技术教学 + 14 学时实战竞赛”模

式，学生体质测试优秀率提升 12%，与滁州市匹克球协会合作，开展“校社联动”活动，2024 年举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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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推广赛 12 场，覆盖市民超 5000 人次。安徽建筑大学，于 2024 年 11 月开设匹克球公益培训课程，面

向教职工及子女免费开放，内容涵盖规则讲解、握拍方法和实战练习。利用网球场临时改造为匹克球场，

降低建设成本的同时满足教学需求，并计划 2025 年秋季将匹克球纳入公共体育选项课，与“体育 + 建
筑”特色结合，开发“运动场地设计”实践模块。另外安徽部分高校已经将匹克球课程纳入即将开设的

课程计划中去。 

2.2. 高校匹克球课程开展困境 

2.2.1. 校园普及度和关注度较低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我国网民规模近 11 亿人，互联网的普及率高达 78%。据统计虽然微博上

匹克球的话题阅读量已超 178.1 万，但同一时期飞盘和腰旗橄榄球的话题阅读量分别是 1.8 亿和 3936.8
万，由此可以看出在新兴的运动中匹克球所受到的关注度较低。深受年轻人喜欢的小红书上有四千一百

多篇关于匹克球的笔记，但与网球、羽毛球等传统运动相比差距依旧很大。高校学生对新鲜事物具有较

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匹克球作为一种新颖的运动项目，很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但多数高校学生不了

解甚至不知道匹克球这项运动[2]。高校体育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各界与校园的推广与传播，然而匹克球运

动暂时并未广泛受到社会各界体育爱好者的认可与知晓，普及度和宣传度有待提高，高校校园平台建设

与推广仍处于初步试行阶段，导致匹克球运动在高校发展受困[3]。除此之外，传统项目在高校有着深厚

的群众基础，组织管理等已较为成熟，如传统三大球、三小球等。而匹克球运动属于网球、乒乓球、羽毛

球运动相结合的一项新兴运动项目，得到学校、学生的接受和认可需要时间[4]。 

2.2.2. 场地设施和装备供给不足 
场地建设对任何一项运动的发展都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球类的发展。目前，场馆设施建设直接制

约着体育运动的发展[5]。匹克球是一项新兴的运动项目，匹克球运动器材设备相对比较简单，但开设匹

克球运动课程，需要配备完整的教学设备以及提供训练器材，据统计绝大部分安徽高校并无匹克球专用

场地和器材，已经开设课程的部分高校也是对现有的网球场、篮球场、羽毛球场进行改造或直接利用，

即使匹克球场地可以利用现有的羽毛球场地进行改造，但受用率与使用率较低，场地的临时划定以及交

叉使用也会影响到其他课程的场地使用，容易产生课程时间安排的压力，另外匹克球的设备生产在我国

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由此可见场地设施的建设与器材的匮乏是阻挠匹克球运动在安徽高校发展的困境因

素[6]。 

2.2.3. 专业教学人员的匮乏 
匹克球运动引入我国的时间很短，一项体育运动的发展离不开专业人员的培养，没有优秀的教练和

教师、缺少先进的技术、专业运动员的稀缺会造成一项运动的没落[7]，体育事业的发展需要专门的人才。

职业教师和教练员是体育活动的主体，是体育政策执行的先锋，随着匹克球运动在安徽的逐渐普及，越

来越多的体育教师和教练开始接触和学习这项运动，但目前安徽高校从事匹克球教学人员多是来自其他

运动项目如网球、乒乓球、羽毛球等，缺乏完整、成熟、适配匹克球运动教学体系，缺乏专业技术、优秀

的教练和专业运动员也是制约匹克球运动在安徽高校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8]。 

3. 安徽高校开展匹克球课程的潜力 

3.1. 政策支持 

在《“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等政策的推行，以及居民经济收

入的不断提高、学生健康意识的提升等，都是匹克球运动能够在高校逐渐推行的有利条件[4]。《“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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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2030”规划纲要》指出，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学生

作为国家建设发展的主力军，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其健康水平是国民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家校

社等各方重视，高校学生健康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直接关乎人才的培养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前程[9]。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学校体育，并提出明确要求：到 2030 年，学校体育办学条件总体达到国家标准；

要完善体育课程，开展好课外体育活动；以培养学生兴趣、养成锻炼习惯、掌握运动技能、增强学生体

质为主线，各级各地学校要按照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开足开好体育课程，在课外体育活动中开展各

项球类运动。充实和丰富大学体育活动内容，使更多的学生投入到体育活动中[10]。安徽省教育厅《关于

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支持高校开设新兴运动项目。安徽省“十四五”体

育发展规划明确支持新兴运动项目，预计 2025~2027 年将有 10~15 所高校新增匹克球课程。 

3.2. 开设课程成本较低 

从器材上来看，匹克球运动的球拍多为复合材料、塑料、碳纤维等构成，造价较其他持拍类运动稍

低，球拍价格 80~1000 元不等，匹克球运动所使用的球是中空的塑料球，通过对购物平台上价格搜索得

知其价位在 1.8~10 元左右一颗，耐磨的同时损耗较低。匹克球运动在运动装备上的经济性、便携性、实

用性等，也降低了学生的经济压力，和学校开课的经济阻力。从场地设施上看，匹克球运动的场地尺寸

较小，并且可以在篮球场、排球场、网球场上加以改造，羽毛球场地更是可以直接加以利用，只需要在

上面摆放一张匹克球网即可。通过改造现有场地用于匹克球课程，不仅可以体现出场地的多用途性、兼

容性，更能够大大节省建设场地设施的成本[11]。目前已知的省内高校都是对现有场地进行改造利用，这

不仅仅可以加快匹克球运动在安徽高校的宣传力度，更是可以加快匹克球运动安徽高校体育课程开展的

进度，更好地挖掘匹克球运动在安徽高校发展的潜力。 

3.3. 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强烈的趣味性 

匹克球运动是一项结合了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的挥拍类运动，融合了小球运动项目的部分特点，

形成其独特的优势。匹克球运动的难度低、融合项目多、能够一定程度上释放学习压力等优势也成为其

在高校推广发展的潜力之一。作为隔网挥拍类运动项目，匹克球运动融合了乒乓球、网球、羽毛球运动

的一些元素，而传统三小球也是高校师生较为熟悉的体育运动[11]。据统计，截至 2024 年，我国网球人

口有 1992 万人，位居世界第１８位。我国羽毛球人口达到了 2.5 亿，位居世界第 1 位。由中国乒乓球协

会 2022 年报告得知我国乒乓球参与规模达 2.5 亿人。由此看出传统三小球参与人口基数庞大，另外无论

在技术、比赛形式、赛制等方面，匹克球与网球、羽毛球都有很多相似甚至完全相同之处，有乒乓球、网

球、羽毛球等隔网对抗项目经验的学生在进行匹克球学习时将更加容易接受和运用[12]，广泛的适用性也

使得匹克球在高校课程的开展获得了更多的助推力。匹克球运动设计了室内用球和室外用球两种球，可

以适应不同的场地环境，减少外界环境带来的影响，另外，对体能要求低，匹克球场地小、球速慢，对参

与者的体能要求不高，没有网球、羽毛球等剧烈的跑动和冲刺，更多的学生有能力可以参与进去[13]。在

美国匹克球协会教学网站中也曾强调匹克球运动是一项易于上手的运动，通过简单的基本教学视频和策

略指南，新手可以迅速掌握基本技能，通常在半小时内就可以参与到实际游戏中。总体来说，作为一项

新兴体育运动，匹克球运动具有低门槛、适应范围广等优势具有受高校学生喜爱的潜力[14]。 

3.4. 对学生身心健康协调发展有助推作用 

参加体育运动对学生心理健康具有促进作用这已被众多研究证实，参与体育活动能够提升大学生的

身体素质，有效缓解心理压力，增强班级凝聚力。高校学生正处于身心健康发展的关键时期，匹克球运

动作为一项室内外均可进行的有氧运动，通过参与匹克球运动，可以提高学生灵活性、协调性和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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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学生体质，产生多巴胺调节情绪，达到缓解压力的作用，以此可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和身体健康水平

[15]。匹克球运动社交属性强。匹克球运动有单打与双打。双打是较为常见的形式，强调合作与交流。即

使没有运动基础，也可以通过与同学、朋友一起练习或比赛，快速入门和提升技能。匹克球运动是一项

集体活动。通过对匹克球运动的学习和训练，学生不仅能够提升身体素质、运动技能、团队协作能力和

竞技意识等多方面的综合素质，且能够增进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满足学生的社交需求，同时加强教

师课程思政意识建设，培养校本课程思政育人意识，确保学生能在课堂中将匹克球运动和课程思政相融

合，有助于构建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2]。 

4. 安徽高校开展匹克球课程的对策 

4.1. 设置多元化课程 

高校体育课程可以设置公共选修课程和专项选修课程，扩大高校学生参与匹克球运动的人数，广泛

的学生覆盖面，多专业学生的参与。在课程内容方面，教学内容进行分阶，设计不同教学难度和动作，

让更多的同学具有可选择性。教学方法需要结合理论与实践，使学生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通过实战

提高技能。对于专项选修课的学生，课程内容涵盖匹克球技战术的同时注重教学能力、裁判法、赛事组

织等能力的培养，为匹克球的发展培养后备人才，在平常课程内容中以赛代练，加强学生之间交流，将

理论融入实践。高校开设匹克球运动课程，不仅丰富大学生体育课程内容，还能在专项课程中培养教师

队伍、裁判员团队、赛事组织人员等人才，促进高校匹克球运动的长足发展[11]。 

4.2. 营造匹克球运动校园文化氛围 

安徽高校匹克球运动要想发展必须寻求多渠道、多形式的活动和比赛，从而提升匹克球运动在高校

的知名度，营造良好的运动氛围。首先，高校是年轻人的聚集地，自媒体的发展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如微博、抖音、快手、小红书等，通过发布学校匹克球动态在自媒体平台上，展示匹克球运动的活力、趣

味、社交等特性，对相关校内赛事进行直播等，吸引感兴趣的学生加入。其次，各高校可以组建匹克球

社团，由资深教师进行授课，并定期举办交流赛，并设置一些匹克球周边小礼物作为参赛奖励。在高校

可以组织开展多元化的匹克球运动赛事，如校内比赛、市级比赛，为不同专业和各高校搭建平台，以满

足不同水平与不同需求的学生。在线下的活动或比赛中，可以在校园内外悬挂匹克球运动宣传海报和横

幅，组织匹克球运动体验日、公开课等活动。第三，应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校园媒体资源，如当地新闻

媒体、校园公众号等，宣传匹克球运动赛事活动、介绍匹克球运动的基本知识与魅力，提高匹克球运动

的关注度和影响力。最后，借鉴其他高校匹克球运动发展的成功案例，通过定期组织训练、比赛和交流

活动，帮助成员提高技术水平和比赛经验。最后，发挥明星跨界引领作用，当前有不少篮球、网球明星

和知名商业人士参与匹克球运动，这些人知名度高，号召能力强，对匹克球运动推广作用大，依托网络

平台进行宣传，发挥知名人士的网络号召力，提高匹克球运动的“曝光率”[1]。 

4.3. 争取多方支持，完善场地设施 

高校大力普及推广匹克球运动，需健全和完善匹克球运动的场地设施，目前安徽高校采取的都是对

现有场地进行改造，通过规划出匹克球的运动区域，合理安排课程内容，错峰使用场地，提高场地利用

率，在建设场地时也可直接在原有场地上铺设可折叠的运动地胶，既能降低建造成本，又能增加场地供

给，在空闲时又可供其他运动使用，也可以与运动场馆合作，开设匹克球专区。在空闲时间段和场地上

开设匹克球场地，盘活运动场馆空闲资源，提高场馆利用率，增加匹克球运动场地数量。一方面要谋求

校方的关注与支持，申请专项经费，纳入学校体育设施建设规划，确保基本的场地和器材配备。还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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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社会力量的支持，如开展比赛、培训、匹克球运动进校园计划等活动，吸引有关部门的关注与支持

[16]。另一方面学校应当与企业进行交流合作，学会争取社会力量的支持。各高校可以举办校内的匹克球

运动联赛，吸引校外企业的投资。例如安徽高校可以举办大学生匹克球运动联盟，自发地举办比赛，与

企业形成广告效应的合作，形成互赢；中小学可以与高校联动，高校承担中小学匹克球赛事的组织、裁

判等事宜[7]。此外，还可以发动校友捐赠和众筹的方式，募集建设资金，并制订详细的资金使用计划，

确保每一笔资金都用于匹克球运动的发展和场地设施的完善。总的来说，高校发展匹克球运动，除了要

获得学校的支持，更要谋求校外资源在资金、媒体宣传、场地器材、活动组织等方面的支持与合作，扩

大匹克球运动的影响力，得到更好的发展。 

4.4. 培养师资力量，提升教学质量 

师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教学的发展，所以安徽高校匹克球运动的发展必须要考虑师资队伍的

发展，首先可以通过组织安徽高校现有体育教师，尤其是有传统三小球教学经验的教师，通过系统培训，

逐步提高现有体育教师对匹克球项目的理解和运动技能。可以选择部分教师参加正规的匹克球培训班，

快速提高其针对该项目的指导能力。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地区性或全国性的匹克球教师交流活动，参观其

他高校的公开示范课定期参加匹克球专业培训和交流活动，帮助教师快速提高教学理念、教学水平和专

业素养[6]。同时还可以适当引入高水平外籍教练，和高水平运动员，助力匹克球竞技水平的提升，完善

教练员培训班的等级体系和教练员的等级认证体系，帮助教练员了解自身定位，在培训中根据自己的等

级选择，避免培训资源浪费，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完善教练员的储备，从而推动安徽高校匹克球运动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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