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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背景下健身气功文化国际化传播的 SWOT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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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SWOT分析法，对健身气功的国际化传播过程中所凸显的优势、内在劣势、外在机遇以

及威胁进行分析，并针对性的提出健身气功更好的在国际社会中传播的 SO 多方位创新性战略、ST 争取型战略、WO 改进战略

和 WT巩固型战略，为健身气功在国际传播时发挥优势的同时转变其劣势、正视威胁的同时把握其机会提供全面、可靠的依据，

为将中国传统优秀养生文化传播至世界各地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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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expert interview and SWOT analys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internal 

disadvantages, external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highligh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fitness Qigong, and puts forward 

the SO multi-directional innovative strategy, ST striving strategy, WO improvement strategy and WT consolidation strategy for better 

communication of fitness Qigong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t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and reliable basis for fitness Qigong to 

give full play to its advantages while changing its disadvantages, face up to threats and grasp its opportunities, and provides 

suggest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spreading Chinese traditional excellent health culture to all parts of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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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传统优秀导引养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

集哲学思想、中医思想、道家思想、儒家思想以及品德伦

理等于一身，历经千年文化的洗涤与沉淀，流传至今，是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2000 年，根据

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健身气功管理暂行办法》对健身气

功给予明确的解释，即：健身气功是一种以自身形体活动、

呼吸调整、心理调节相结合为主要运动形式的体育项目和

健身手段。
[1]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

继承和弘扬我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传统文

化”，然而，在 21 世纪新时代大背景下，健身气功文化传

播面临良好机遇期的同时，如何在抵制不良文化及其它因

素的影响，将我国健身气功更好、更快的传播至世界各国，

这不仅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更是一个任重而道远

的过程。 

1 研究方法 

1.1 文献资料法 

本文分别以健身气功和 SWOT 分析法为关键词进行检

索，在中国知网共检索出健身气功相关论文期刊 250 篇，

以关键词“健身气功”并包含“SWOT 分析法”的方式进

行检索，共检索出 6 篇，同时，结合传播学、社会学等专

著对我国健身气功的国际传播进行客观分析。 

1.2 专家访谈法 

依据本文研究需要，走访了健身气功相关专家和教授，

从而获得相关研究的建议。 

1.3 SWOT 分析法 

SWOT 分析法最初是由美国旧金山大学管理学教授波

特于 20 世纪提出的适用于企业战略分析的方法，即通过

分析与探索某一企业单位现实情况的研究方法，又称态势

分析法，主要包括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

机遇（opportunity）以及威胁（threat）四种态势，本

文通过对健身气功国际化传播所显现出的上述四种态势

进行构建 SWOT 矩阵进行浅析，力求更好的为健身气功的

国际化传播提出可供借鉴的传播建议。 

2 结果与分析 

2.1 新时代背景下健身气功文化国际化传播的优势

分析（strength） 

2.1.1 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惠及世界各国人民 

导引养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优秀养生文化中的一颗

璀璨明珠，自古有之。在当今新时代背景下，随着经济的

发展，各种疾病的应运而生困扰着人们的正常生活，人们

需要的是一种在身心上保持和谐状态的一种健康运动方

式，健身气功以传统哲学为基础，兼及中医基础理论，以

“三调”结合为基本内容，强调三调融一，以增进人体健

http://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C%3dG85&from=Qikan_Article_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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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为主要作用。
[2]
通过在世界各国的普及，让更多的人了

解健身气功和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共同享受我国古老

人们文化智慧成果，健身气功文化源于中国，但属于世界。 

2.1.2 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构建中国国家形象 

自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

民族文化创造力”的重大号召以来，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离

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健身气功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特

色养生文化代表，它在国际社会的传播不仅仅代表的是我

国民族文化生命力的传播，也是我国文化软实力提高的体

现，更是中国国家形象构建的重要基础。2017 年，国家

在颁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

见》中强调，继承与传播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国家文化安

全的维护、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国家形象的建立具有深渊

的意义。因此，加强健身气功文化对外传播是我国国家形

象构建和文化软实力提高的重要领域。 

2.1.3 助力营造有利于中国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的

良好国际环境 

中国传统文化源于我国不同时代社会的政治、经济，

同时又通过对经济、政治等形态的影响来制约我国经济等

方面的发展，具有能动反作用。传统养生文化作为我国文

化的重要部分，其本身并不能创造社会、政治和经济价值，

但其包含的养生价值一旦引起世界人民的广泛共鸣，其在

国内外的商业和文化等多方面的价值不言而喻，对经济的

拉动和国家多边外交政策的影响自然是不容小觑。 

2.2 新时代背景下健身气功文化国际化传播的劣势

分析（weakness） 

2.2.1 健身气功文化底蕴深厚，理念过于深奥，影响

国际传播的深度 

我国健身气功博大精深， 源远流长，历经数代的传

承，其内涵、种类、派别更为丰富。从功法源流上来说可

以分为道家气功、佛家气功、医家气功、儒家气功和武术

气功五大派系，从功法特点上又可以归纳为导引派、吐纳

派、静定派、存想派、周天派五大主要派别。
[3]
健身气功

作为融传统哲学、美学、中医养生学以及儒家、道家、佛

家于一身的养生文化代表，从古至今成为我国人民防病祛

病、延年益寿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然而作为推崇个性外

显的理智西方资本主义思维的人们对我国传统养生追求

的内外兼修、讲求天人合一整体观很难做到深层次的理解，

同时中西方对与养生的理解截然不同，例如：在我国，根

据《黄帝内经》记载“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

病安从来”等体现了追求顺应自然，阴阳平衡的养生观念，

而西方的养生继承了自身的文化传统，更加注重形体运动

养生理念，他们对养生有着特确的评价体系，例如：肺活

量、心率、血压等，根据指标的大小来评定自身的健康，

因此，对于中国养生理念接受程度成为了影响健身气功在

世界各国传播的深度的内因。 

2.2.2 相关科学研究相对滞后，影响国际传播的认可度 

近十年，健身气功重新焕发生机，但是目前国内的有

关健身气功的研究与实践，主要偏于掌握技能、增强体质

的“物化”层面研究，忽略了体育养生在增进人们健康的

基础上，在生理、心理、社会等方面的修心养性，达到健

康育人方面的研究，即现行研究“感性”大于“理性”。
[4]
重术而轻道的思维使人们纠结健身气功功法技术的细

枝末节，缺乏问题的深层次的思考和举一反三的创新型思

维，使得我国传统导引养生功就像缺少树叶的干巴巴树枝，

在国际社会的传播显然站不住脚跟，势必会影响健身气功

作为一种养生文化在各国人们心中的地位。 

2.2.3 推广群众年龄的严重断层，影响国际传播的全

面性 

专业人才不足等问题成了气功文化发展的瓶颈。
[5]

任何一种文化的对外传播要得到良好的效果都离不开优

秀人才的努力，而且，由于健身气功对外传播时间短，推

广群众年龄趋于老龄化，要想使对外传播更有效，专业后

备人才储备不足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因此必须打破

健身气功是中老年人专属的传统观念，扩大受众范围，这

才是健身气功得以长期发展下去和壮大的基础和保证。
[6]

使健身气功文化渗透与世界各国的不同年龄领域。 

2.3 新时代背景下健身气功文化国际化传播的机遇

（opportunity） 

2.3.1 新时代背景下，国际合作的日新月异，加强了

对外文化交流力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迎来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焕发出新

的活力，国际地位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对外交流与国际

战略有了历史性变革，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五大洲举行了

30 余次大型中国文化年（节)系列活动，中俄、中美、中

欧、中阿、中非等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向更高层次发展，
[7]

例如：2017 年，在杭州举办的第 18 届中国国际丝绸博览

会、2018 年以“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为主题的中

美文化艺术节暨非遗中国年在美国中华艺术宫的成功举

办等，一系列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使我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舞

台大放异彩，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 

2.3.2 随着人民健康意识的提高，国外潜在人口与市

场需求巨大 

当今社会，不仅是一个科技水平不断提高、知识更替

日新月异的时代，而且是一个心理疾病和“文化病”高发

的时代，各方面的压力成为了人类生活必不可少一部分，

人们急需的是一种功效显著、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的一种

运动方式，来调整身体各方面机能，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这就给健身气功对外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与此相关的

市场产品开发必不可少的可以满足人们的需求，提高一定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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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新时代背景下健身气功文化国际化传播的威胁

(threat) 

2.4.1 西方竞技体育思想观念的冲击 

在当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横行的时代，以突出强调

更快、更高、更强的超越对手的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理念不

断威胁和冲击着我国传统导引文化注重的调心、调息、调

身，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以美国柔道为首的西方竞技体

育项目的盛行，挤压我国传统导引养生气功的生存空间，

再者近年来，韩国大肆妄言强调孔子是韩国人，朝鲜声称

张三丰是朝鲜人等典型事例也无一不在体现异国文化对

我国传统文化形成的围攻之势，一系列的西方竞技体育思

想的冲击使得国人对本土的传统养生文化产生自卑等负

面情感，文化安全的核心是要维持本国的文化利益，本质

是要维护本国的文化主权，保持在文化上的自主性、独立

性、和文化的健康发展。
[8]
面对西方竞技体育思想的冲击，

国民应持有明确的文化认同感，对自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

给予高度认可和自信。 

2.4.2 现代新媒体传播的影响 

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解释到“文化包括知识、

信仰、道德以及社会成员所具有的能力和习惯的统一体”，

其本质是各种精神产品的传播。现代新媒体作为涵盖数字

化信息媒体的主要表现形式，具有传播速度快、互动性强

等特点，在新时代数字化媒体背景下，我国传统导引养生

文化对外传播必不可少需要新媒体作为桥梁和纽带，然而

近年来，新媒体的发展对于提高我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效

果的同时，也出现了对优秀文化的挑战，其一，现代新媒

体的虚拟性冲击着健身气功功法的内在运行机理，其二，

新媒体传播使传统体育养生文化传承发展的速度变快，这

导致传统体育养生文化传承发展存在质量监控不力的问

题。
[9]
面对现代新媒体这把双刃剑，我们应积极引导，加

强对健身气功文化对外传播的新媒体的管理，防治虚假信

息的蔓延，充分发挥新媒体对健身气功文化在国际社会传

播的正能量作用。 

2.5 新时代我国健身气功文化国际化传播的 SWOT分

析矩阵 

通过以上分析，构建 SWOT 分析矩阵，提出了新时代

背景下我国健身气功文化更好的在国际社会传播的四种

组合战略（表 1）。（1）SO 战略（优势--机遇战略），以健

身气功传播所处的现有优势条件和机遇提出创新性策略，

即充分利用现有的对外合作平台、网络媒体等传播载体去

加大传播力度和提高在世界各国的普及率；（2）WO 战略

（劣势--机遇战略），通过现阶段健身气功传播所具有的

机遇，最大限度的克服自身在传播时的劣势，（3）ST 战

略（优势--威胁战略），利用政治体制优势和国际影响力，

在遏制其他不良文化影响下，扩大健身气功文化交流范围；

（4）wT 战略(劣势--威胁战略），这是一种在应对威胁的

同时，防治劣势凸显，为健身气功文化创造更好的传播环

境的一种巩固战略。 

3 结论 

健身气功作为我国历史悠久的有关养生的优秀文化

代表，在迎来 21 世纪良好发展前景的新时代，健身气功

面临着自身的对外传播劣势和众多威胁或挑战，但通过现

阶段我国良好的国际交流的发展机遇期和优势，扬长避短，

因势利导，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健身气功对外传播人才的

培养和科学研究，走健身气功文化国际化道路，让世界各

国共享优秀的中华养生文化。 

表 1  健身气功文化国际化传播的四种组合策略 

 优势（strength） 劣势（weakness） 

 

S1 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惠及世界各国人

民 

S2 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构建中国国家形象 

S3 助力营造有利于中国经济、政治与文化发

展的良好国际环境 

W1 健身气功文化底蕴深厚，但理念过于深奥，影响其传播

的深度 

W2，相关科学研究相对滞后，影响传播的认可度 

W3 推广群体年龄的严重断层，影响传播的全面性 

机遇 SO（优势--机遇） WO（劣势--机遇） 

O1 新时代背景下，随着国

际合作的日新月异，加强了

对外文化交流力度 

O2 随着人民健康意识的提

高，潜在人口与市场需求巨

大 

SO1 新时代发展的良好势头下，充分利用我

国良好的对外交流渠道、人文环境等，加大

健身气功文化传播力度 

SO2 多种传播载体下，提高健身气功在世界

各国的普及率 

WO1 坚持以人为本，扩大健身气功推广的群众范围 

WO2 建立完善的组织与管理机构、评价机制及专业人员配置

等 

WO3 进一步加强健身气功的科学研究 

威胁（threat） ST（优势--威胁） wT(劣势--威胁） 

T1 现代西方竞技体育思想

观念的冲击 

T2 现代新媒体传播的影响 

ST1 利用政治体制优势和国际影响力，扩大

文化交流范围 

ST2 提升我国文化自信力，遏制其他不良文

化的影响 

WT1 坚持主动推广，创造良好的传播文化环境 

WT 加快解决不利于健身气功传播工作的因素，遏制不良现

象的发生，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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