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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运动器材发展的设计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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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近百年国内外具有典型性体育运动器材的例证收集，总结体育运动器材的发展历程，剖析体育运动器

材演变、发展的原因，并将这些因素进行归纳与总结。研究所得的结论和方法，可以为将来体育运动器材设计提供

借鉴的思路，获得最优化产品的同时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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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summarized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equipment by collecting the sports equipments at home and abroad

nearly a century.It analyzed the factors of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ports equipment，concluded and summarizes

these factors.The conclusion and methods could provide a train of thought for the design of sports equipment to gain the

best products，improve the added value of products，and strengthen th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of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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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运动器材是体育运动除人因之外最重要的

因素，其性能、形式、构造、材料的变化，对体育运动的

质量和效果有直接的影响。体育运动器材在经历了

长时间的演变之后所呈现的状态，固然有创始之初的

偶发因素，也离不开人们在使用后的设计改良，且这

种改良行为将一直延续下去。

1 体育运动器材的概念及分类

1.1 概念

体育运动器材是竞技体育比赛和健身锻炼所使

用的各种器材、装备及用品的总称，在体育运动中，人

是通过场地和器材等环境条件，达到自身和谐的节

奏、韵律和形体，以此获得体育美的感受和体育美的

创造[1]。运动器材起源于劳动工具和军用器具，经过

若干年的转化过程后，18世纪出现了木马、山羊、跳

箱、单杠以及球类游戏器材等。伴随着体育运动的普

及和运动项目的多样化，体育运动器材的外型、种类

和规格都得到了发展，他们之间形成相互依存、相互

促进的共生关系。同样，质量优良、性能稳定、安全的

运动器材，不但可以保证竞技比赛在公正和激烈的情

况下进行，而且还为促进运动水平的提高创造了必要

的物质条件。

1.2 分类

我国体育运动器材的手工制造历史十分悠久，但

直到 1949年以前都没有形成工业化生产的规模。近

几年，我国体育运动器材制造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在技术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获得多项专利[2]。随

着人们对体育了解的日益加深，体育运动器材的设计

生产越来越向着专业化、系统化的方向迈进。体育运

动器材的分类主要有：（1）按体育运动器材的使用项

目分，即将同一运动项目有关的器材和装备归为一

类；（2）按体育运动器材的使用方式分，特殊功能运动

器材、户外场地器材和室内自备器材；（3）按体育运动

器材的使用功能分，专业竞技类、国防军事类、业余健

身类、儿童游艺类和伤残人士康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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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体育运动器材的发展历程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经历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

到多样化的演变过程，体育运动器材也不例外。从生

产上来说是由最初的手工制造向专业化、标准化生产

模式发展；从设计上来说则是由以功能为主导向形式

美观、结构稳固、材料耐用、功能完备和技术新颖的综

合性、系统性设计理念发展。

2.1 羽毛球拍的发展

羽毛球拍主要经历了 3次大的跨越式发展，由原

来的制作简单、材料单一到如今的工艺繁复、复合材

料，羽毛球拍更轻、更强、更耐用。分别从 3个时期进

行分析，见图1。（1）木质材料：20世纪70年代以前，羽

毛球拍基本使用木材，结构强度低，外观笨拙，击球效

果差。（2）金属材质：到 70年代以后，羽毛球拍开始使

用钢管制作，后又出现了铝合金材料。与前期的木质

材料相比，在球拍的强度上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3）

新合成材料：目前羽毛球拍使用的材料是钛合金和高

强度碳纤维合成材料，它不仅材料更轻、更强、更美

观、更耐用，而且能吸收更多的振动，球拍的性能更稳

定，使运动员在获得良好球感的同时有了更大的发挥

空间[3]。

2.2 乒乓球桌的演变历程

众所皆知的乒乓球，被誉为我国的国球。随着

科技的进步和审美的提高，我国的乒乓球运动器材

也经历了从 20世纪 50年代的单一模式向 70年代的

创新、改革与发展，再到 90年代直至今天的专业化、

系统化、美观化和实用化的方向迈进[4]。乒乓球桌见

图 2，由开始简单的起支撑作用的铁支架，见图 2a，逐

渐演化成带有简约美的彩虹桥状，见图 2b，再到具有

形式美的名叫双鱼展翅型的乒乓球台，见图 2c，这融

合了以上几代成功作品造型设计方面的特点，主要

有以下几方面：（1）整体性好、简洁大气、有力量感、

局部细节丰富、细腻、有立体感、层次感；（2）运用了

先进的技术使形体简洁稳重、棱角过渡圆滑、饱满、

动感流畅；（3）造型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给人审美

的享受和艺术感染。

3 体育运动器材的发展因素分析

体育运动器材在短短百年间历经了如此大的进

步与发展，与以下几个重要因素是息息相关的。

3.1 功能因素

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对世界的认识也

随之加深，知识体系被细分成了若干科学门类。同

样，体育运动器材的发展也受功能因素的影响被拆

分、细化，这无论是对体育爱好者还是专业运动员来

说都是一种福音。体育运动器材的功能因素合理与

否，是体育运动器材设计科学性的重要体现，体育运

动器材功能设计要满足定位人群大多数使用者的使

用原则，它直接关系到体育运动器材的使用效率和操

作舒适度，关系到体育运动器材控制的准确率，关系

到显示装置信息传达的有效性[5]。因此，功能因素的

确定在体育运动器材的设计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

置。在对体育运动器材进行功能设计时，以人机工程

学为基本理论依据，根据体育运动器材使用者操作和

使用的生理需求，深入分析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

职业人群的使用特点和操作频率，来确定不同体育运

动器材的功能设计，根据不同器材和使用人群做针对

性的使用与锻炼调查，才能设计出符合不同人群功能

需求的成熟产品。

3.2 材料因素

与功能因素的影响侧重不同，现代意义上的羽毛

球拍则主要是通过大量的新材料、一定的结构和工艺

手段来实现的。它是科学技术、材料、结构、工艺与造

型形象完美的统一。即使是相同的工艺和结构方式，

图1 羽毛球拍的发展

Fig.1 The development of badminton racket

图2 乒乓球桌的发展

Fig.2 The development of table tennis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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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不同的材料得到的效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碳

纤维材料的开发，使得羽毛球拍有了更大的发展空

间，它的比重不到钢的1/4，抗拉强度却是钢的7～9倍[6]。

从20世纪90年代初，碳纤维球拍凭借其出色的性能，

完全取代了铝合金材质的球拍，直到今天仍然是羽毛

球运动员的首选。

3.3 形式因素

相对于羽毛球，乒乓球在我国的普及率则更高。

因其占地面积小、资金投入少、方便初学者掌握，又能

起到健身益智、陶冶情操的作用，因此迅速在我国传

播。从乒乓球桌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出，体育运动器材

的形式因素主要包括形态、色彩、材质这 3个方面，如

果一个产品有夺人眼球的外观，必然会吸引消费者去

购买。现代化的体育运动产品是具有时代风貌的先

进科学技术与当代艺术融合的结晶。衡量一个运动

器材的优劣，其性价比固然重要，而是否符合人们审

美的外观设计，是否将科技与艺术完美地结合到一

起，也应引起设计者的重视[7]。我国运动器材行业长

期以来一直重视产量和性能的提高，较少做针对工业

设计理念的研发，因此，国内运动器材行业想要提高

竞争力进入国际市场，就必须对体育运动器材的形式

因素给予足够的重视。

3.4 结构因素

体育运动器材是融合了美观与实用的设计艺术

产物，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具有实用性与审美性

的艺术，所以在造型设计过程中要着重考虑其结构因

素的可行性。如何优化其结构，使其更可靠，更易于

维护，或者更便于拆装以利于存放等，都是需要精心

设计的。以双杠为例，它由最初的单一化固定结构，

到如今的方便升降、分解及拆装，是体育运动器材结

构设计发展的典型例证，见图3。

4 体育运动器材的发展前景

加强对体育运动器材创新的投资，把最新的设

计成果应用到对体育运动器材的研发设计之中，已

经成为必然趋势。

4.1 发展体育运动器材的意义

体育运动器材的发展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借

鉴、相互促进的过程，科学技术的发展显现出它越来

越不可替代的作用。21世纪体育运动器材的竞争,其

本质是国与国文化软实力的竞争。作为科技向生产

力转化的重要桥梁之一，体育运动器材不但要充分体

现造型的艺术性，更要满足性能稳定可靠、使用简单

便捷和先进技术的“功能美”。 体育运动器材的发展

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过程，科学技

术的发展显现出它越来越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个

倡导人性化的时代，科学领域的“技术美”不只体现在

社会生活方面，更应落实到体育运动器材设计当中。

科学与艺术的结合将是体育运动器材设计中主要的

表现形式，科学的理性思维与艺术的感性表达，促成

了科学与艺术的相互融合、相互补充，带给体育运动

器材严谨的造型美。因此，体育运动器材的发展不再

单纯是一件工具的进步，而引申为一场运动器材的改

革、一种运动精神的升华。它的发展能带来一系列如

提高竞技水平、增强运动安全保护、引领大众审美和

带动全民健身等意义。更重要的是，体育运动器材将

以一种优秀工业设计产品的姿态走向市场，实现其自

身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同时，形成“经济-社会-经济”的

良性循环模式，为体育运动器材生产企业的可持续性

发展创造条件。

4.2 体育运动器材发展的设计展望

近年来，各种先进的体育运动器材层出不穷，在

更轻便、更坚固、更耐用的基础上，“更高、更快、更强”

不再只是一句口号。体育运动器材企业应该转变思

想，改变设计生产方式，由国家事业主导模式向市场

产业主导模式转变，让产品走向市场，在市场竞争中

历练，留下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企业，体育运动

器材才能得到可持续性发展。在设计上既要在高精

尖科技方面有所突破，大量运用新科技、新材料与新

工艺，又要善于优化结构，同时在不影响运动质量和

效果的创新下提升体育运动器材的色彩和形式。一
图3 双杠的发展

Fig.3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rallel b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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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抓群众体育，一手抓竞技体育，让体育运动器材不

仅坚实、耐用、经济，而且成为生活中形式美的重要组

成部分，甚至发挥其审美示范的效应。

5 结语

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运动员在体育比赛中表

现出的高超艺术，是体育运动中美的体现，它像一幅

幅流动的画面，给人以美的享受[8]。作为现代工业产

品之一的体育运动器材，更应与时俱进，顺应体育运

动给人们传递审美的需求，同时它也是现代科技与经

济、文化高度融合的体现。科技的进步为体育运动器

材的革新提供了保障，大众审美水平的提高为体育运

动器材的发展带来了动力。只要坚持国家和社会共

同兴办体育事业的方针，走社会化、产业化的道路，就

能真正实现体育运动器材的跨越式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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