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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下武汉市青少年武术培训机构的应对与 

发展对策研究

夏晗，孙喜莲
（湖北大学  体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数理统计法等研究方法研究武汉市青少年武

术培训机构在疫情期间面临的问题与应对的措施。结论：机构整体盈利情况呈亏损状态，

经营收入大幅下降；教练员、学员流失较为严重，有少部分培训机构在全面复课前倒

闭；机构在 2020 年入不敷出；机构营销方式缺乏创新与多元；线上教学整体推动较慢，

教练员线上教学能力较差，教学设备并不完备；政策惠及面较窄；大部分机构在积极

寻求自救措施。对策：加强经营者管理能力，增强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抗风险能力；

注重线上教学能力培养，组织教练员线上教学培训；创设“王牌”型武术项目，增强

机构核心竞争力；开发线上课程，线上线下有机结合；充分利用新媒体资源，展现武

术魅力；挖掘“武德”内涵，开展“武德”教育；明确政策着力点，促进武术培训行

业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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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esponse and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of Wuhan Youth 
Wushu Training Institutions under the COVID-19

XIA Han，SUN Xi-lian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Abstract: Using literature data method,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interview metho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method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to study the problems faced by Wuhan juvenile martial arts training institutions 

during the epidemic period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Conclusion: The overall profitability of the organization is in a 

state of loss, and operating income has fallen sharply; the loss of coaches and trainees is relatively serious, and a small 

number of training institutions have closed before the full resumption of classes; the organization will not make ends 

meet in 2020; the organization’s marketing methods lack innov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online The overall promotion 

of teaching is slow, the online teaching ability of coaches is poor, and the teaching equipment is not complete; the 

policy benefits are narrow; most organizations are actively seeking self-help measures. Countermeasures: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ability of operators, enhance the ability to resist risks in response to emergent public events; focus on 

the training of online teaching ability, organize online teaching training for coaches; create “ace” martial arts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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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nhance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Online courses are organically integrated online 

and offline; make full use of new media resources to show the charm of martial arts; explore the connotation of “wu 

ethics” and carry out “wu ethics” education; clarify the focus of policies to promot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martial arts training industry.

Key words: COVID-19; Youngster; Martial arts training institutions; Development strategy

1  前言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我国青少年体育

事业正在蓬勃向上不断发展。但在 2020 年春节前突然爆

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事件，对国内外体育经济来说是一个

致命的打击。体育用品销售业绩断崖式下滑，国外市场

进出口贸易受阻［1］；户外健身休闲、体育旅游全面取消，

体育赛事、体育会展等活动全面推迟或取消，从短期来

看诸多体育企业 3 个月如果无法顺利营业或者营业无法

确保经营收入的企业很可能会倒闭［2］。随着全球疫情的

蔓延，多项体育赛事也先后宣布取消或暂停，亚足联经

济损失超 9 亿美元，德甲赛季取消的直接损失就达到 7

亿欧元，东京奥运会的延期，直接损失达到60亿美元［3］。

2  相关概念界定
2.1  疫情节点的界定

2019年12月，湖北省武汉市爆发多起病毒性肺炎病例，

2020年 1月23日武汉封城，4月8日允许“绿码”通行，

武汉打开城门。截止到目前，虽暂无新增病例，但疫情仍

在发展。根据本研究内容的需要，对疫情节点的界定即从

2019年 12月事件发生开始到2020年 11月调查研究结束为

止。

2.2  青少年年龄的界定

青少年的年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本研究将青少年

的年龄界定为 6—35 岁。

3  研究对象与方法
3.1  研究对象

以 20 家武汉市青少年武术培训机构为研究对象。以

武汉市青少年武术培训机构的经营者作为调查对象。

3.2  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法

采用分层抽样法，将 7 个中心城区和 6 个远城区分

为四层，具体为：武昌（武昌区、洪山区、青山区）；

汉阳（汉阳区）；汉口（江汉区、江岸区、硚口区）；

远城区（汉南区、蔡甸区、东西湖区、黄陂区、新洲区、

江夏区）。在每一层进行随机抽取，其中武昌 10 家，汉

阳 2 家，汉口 4 家，远城区 4 家，共计 20 家。向机构经

营者分发问卷共 20 份，回收 20 份，回收率为 100%，有

效问卷 20 份，有效率为 100%。

2）访谈法

调查访谈工作由5月份展开，初期通过微信的形式进

行第一次的访谈交流。10-11月开始实地对武汉市青少年

武术培训机构经营者进行沟通访谈，从中获得第一手资料。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4.1  武汉市青少年武术培训机构发展现状

1）武汉市青少年武术培训机构的盈利状况

武汉市青少年武术培训机构固定成本较高，包括器

械设备、场地租金、人员工资、宣传推广等方面，访谈

可知，武汉市青少年武术培训机构主要成本支出为场地

租金和人员工资。从表 1 得知，65% 的武汉市青少年武

术培训机构目前处于亏损状态；30% 的机构依旧盈利，

其拥有固定生源，开办时间较长，具有一定的声誉。但

就 2020 年的盈亏来看，武汉市青少年武术培训机构受停

课停学的影响，收入甚微，大部分处于亏损状况。

表 1  盈利状况（n=20）

选项 数量 比例

盈利 6 30%

持平 1 5%

亏损 13 65%

2）武汉市青少年武术培训机构的教练员流失情况

从表2得知，55%的机构教练员流失率在20%以下，

25%的机构教练员流失率在21%-40%之间，10%的教练

员流失率在 61% 以上。访谈可知，开业时间较短的武术

培训机构教练员的流失率比开业时间较长的机构大。开业

时间较短的武术培训机构应对疫情的反应能力较慢，对教

练员的教学安排较少，例如晴川国术馆在疫情期间没有采

取任何的线上教学措施；开业时间较长的武术培训机构应

对疫情的反应能力较快，例如新精武培训机构采取多种线

上教学课程，对教练员的线上教学安排分配较多。

表 2  教练员流失率（n=20）

选项 数量 比例

20% 以下 11 55%

21%—40% 5 25%

41%—60% 2 10%

61% 以上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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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武汉市青少年武术培训机构的学员流失情况

虽然大部分武术培训机构已经恢复线下授课，但在

疫情期间，武汉市武术培训机构还是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从表 3 得知，20% 的培训机构学员流失率在 21%-40%

之间，10% 的培训机构学员流失率在 41%-60% 之间。

学员的流失使原本流动资金不充足的培训机构被动面临

退费问题，增加倒闭风险。

表 3  学员流失率（n=20）

选项 数量 比例

20% 以下 14 70%

21%—40% 4 20%

41%—60% 2 10%

61% 以上 0 0%

4）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武术培训机构情况

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受疫情冲击较为严重的“爱上功

夫”武术培训机构，已经倒闭。访谈可知，注册正规办

学资质门槛较高，武汉市大部分青少年武术培训机构并

未注册武术培训经营项目。场地租赁属于私人租赁，不

能享有国家对于培训机构的房租减免等政策补贴，在经

营成本不变的基础上经营收入的减少、流动资金的缺失

更是导致该武术培训机构歇业关闭的关键因素。

4.2  疫情期间武汉市青少年武术培训机构面临的困境

1）财务困境

自疫情突然爆发并向全国蔓延，武术培训机构作为

经营场所人员聚集度高、场所相对密闭的市场主体，线

下培训活动全面叫停，直接导致武术培训机构在新一年

的招生方面损失严重。由此，武术培训机构遭受收入急

剧下降的同时，还要承担巨大经营成本的财务困境。

2）营销困境

在体育培训市场中，宣传影响力的高低，也一定程度

决定了培训机构的生源多少。熟悉的宣传单式的流动宣传

方式并不适用于现今的“疫情社会”，学员以及学员家长

并不能深入了解机构的经营理念以及武术的真正内涵，提

不起报名兴趣。经营者面临因传统宣传手段失效而线上宣

传方式并未完善导致公众对于机构认知度较低的营销困境。

3）教学困境

绝大多数武汉市青少年武术培训机构的教练员从未

接触过线上的武术课程培训，从未开展过线上武术培训

课程的机构经营者也未配置完备的设施设备。因疫情突

发而导致线上课程的仓促上线，线下学员基础、能力参

差不齐、教学进度不统一，学员对线上课程的不适应等

问题让经营者与教练员都陷入线上网络教学的困境。

4）政策困境

疫情之下，主要依赖人员集聚与线下参与的体育产业

受影响较大，国家不断加大对体育产业的扶持力度，湖北

省政府也不断从财政补贴、金融融资、促进消费等方面推

出对体育产业的扶持政策，促进体育产业复工复产，推动

体育产业快速在此危机中转危为机，加速发展，如表4。

表 4  湖北省针对体育产业发展扶持政策

时间 文件名称 具体内容

2020 年 
3 月 17

日

《湖北
省促进
经济社
会加快
发展若
干政策
措施》

支持企事业单位场馆对外出租经营

推进体育产业与教育培训等深度融合

对组织赛事的承办企业与社会组织给予一
定补贴

降低引导资金门槛

对特殊的中小企业减租金、降租金

阶段性调整公共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补助
政策

各地体育部门组织服务企业工作队，及时
协调各部门落实相关支持政策等［4］

2020 年 
6 月 28

日

《关于
促进全
民健身
和体育
消费推
动体育
产业高
质量发
展的实
施意见》

大力发展武术等传统运动项目，积极推广
简便易行的健身方式

部门、学校要加强与社会培训机构合作，
开展形式多样的体育培训活动；

加快互联网与体育培训交流融合，促进“体
育 +”的发展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推出兑换积分、发放消
费券等方式促进体育消费

完善体育类 APP 和微信公众号的服务功能

落实税费政策，加大财政金融支持等［5］

从表 5 得知，5% 的培训机构对政府出台的各类扶持

政策非常了解，35% 的培训机构比较了解，60% 的培训

机构并不了解政府出台的各项扶持政策。疫情影响下国

家、各级政府都纷纷出台扶持政策，但大部分武汉市青

少年武术培训机构并不了解政府出台的应对疫情的一系

列扶持政策，国家、省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的落实出

现“上热下冷”现象。

表 5  政府应对疫情政策了解程度（n=20）

选项 数量 比例

非常了解 1 5%

比较了解 7 35%

不了解 12 60%

4.3  疫情期间武汉市青少年武术培训机构采取的措施

1）财务措施

从表 6 可知，疫情期间武汉市大部分武术培训机构

被迫进行经营调整和转型，更多的是降低经营成本。

75% 的机构申请减免租金，访谈可知，大部分武汉市

武术培训机构是经营者与房东进行联系申请减免租金；

80% 的机构开始推出线上培训课程，例如尚武堂、新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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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宝宝功夫等；45% 的机构进行降薪；45% 的机构进

行裁员；30% 的机构开始退租或出租场地节省成本，例

如和武堂一家刚开业不久的分店，受到疫情的冲击，经

营者选择关闭分店以便维持总店的持续经营；数据表明

5% 的武术培训机构在疫情期间没有采取任何应对措施，

但访谈中可知，该机构实际上采取了其他措施，例如申

请减免租金，但并没对经营压力有实质性缓解。

表 6  应对措施（n=20）

选项 数量 比例

降薪 9 45%

裁员 9 45%

申请减免租金 15 75%

推出线上培训课程 16 80%

贷款或融资 0 0%

追加资金投入 2 10%

退租或出租场地节省成本 6 30%

开设新的经营方向 4 20%

其他 1 5%

2）营销措施

从表 7 可知，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现今，宣传方式以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为主。80% 的机构使用组织街头

宣传的方式，机构通过街边快闪的表演方式宣传自己，

让周边更多人直观地了解到武术项目的趣味性、多样性

等特点。55% 的机构使用网络的方式，例如尚武堂、华

武堂、宝宝功夫、新精武等武术培训机构将教学视频、

教学过程照片等以文章的形式发布在公众号中；开通抖

音、快手等账号，发布机构教师的武术视频、优秀学员

的比赛视频等。50% 的机构采取与其他机构捆绑宣传的

方式，例如龙炎功夫馆与米粒舞蹈共同推出百万教育补

贴，进行低价三人团购购买两大培训机构的课程；10%

的机构选择其他则是降价促销、买课送课等形式，例如

新精武武术培训机构报名即送四个月的线上免费课程与

一套武术服装、器械等。

表 7  宣传方式（n=20）

选项 数量 比例

宣传单 14 70%

电视 3 15%

报纸 2 10%

网络 11 55%

组织街头宣传 ( 摆摊、表演、快闪等 ) 16 80%

与其他机构捆绑宣传 10 50%

其他 2 10%

3）教学措施

调查可知，仅有 16 家武汉市青少年武术培训机构增

添了线上教学安排。从表 8 可知，55% 的培训机构推出

公众号连载课程文章即线上免费课程，而只有 10% 的培

训机构推出线上收费直播课程，从数据中看出，线上收

费课程的推出率远远要低于线上免费课程的推出率。

表 8  线上教学安排（n=16）

选项 数量 比例

每日锻炼打卡 14 70%

线上收费直播课程 2 10%

公众号连载课程文章 11 55%

线上组织训练营活动 8 40%

访谈可知，免费课程多数是身体素质锻炼和课程的

复习与总结，要求学员的自律性要高；收费课程则是新

一轮的武术项目教学安排，有教练员的直播可无限回放

课程且开展小班教学的方式，一定程度上也减轻了线上

直播教学带来的动作示范不直观、学生领悟理解能力参

差不齐导致教学进度难以推进的不足。

5  结论与对策
5.1  结论

1）武汉市青少年武术培训机构整体盈利情况呈亏损

状态；教练员、学员流失较为严重，虽然大部分武汉市

青少年武术培训机构恢复正常运营，但受疫情影响经营

显得尤为被动，甚至出现倒闭的情况。

2）在教练员工资、场地租金等固定成本不变的情况

下，收入的骤降使武汉市青少年武术培训机构在 2020 年

入不敷出；疫情期间暴露武汉市青少年武术培训机构营

销方式缺乏创新与多元，宣传方法较为传统；武汉市武

术培训机构线上教学整体推动较慢，教练员线上教学能

力较差，教学设备并不完备；政府与相关体育部门推出

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助力复工复产，但大部分机构并不了

解，政策的惠及面较窄，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经营时间较短、

资金链较短缺的武术培训机构倒闭的风险。

3）疫情期间大部分武汉市武术培训机构都在寻求自

救方案，削减自身经营成本；创新宣传方式，利用网络

宣传；推出线上课程，维持学员的消费黏性，保障机构

口碑。

5.2  对策

1）加强经营者管理能力，增强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

抗风险能力

在疫情常态化下的现在，武术培训机构经营者不仅

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还要加强其经营管理能力，避免

下一次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时陷入手足无措的境地。具



14	 第 1 卷休闲运动与健康

体为：1、创建线上群聊组，实行线上打卡，将每日要求

整理发到线上群聊，实现线上办公；2、根据自身经营情

况，利用政策红利进行筹措资金，增强资金方面抗风险

的能力；3、加强武术场地利用率，参与智慧场馆建设；4、

增设线上武术用品销售、私教课程销售等，增加附加收益。

2）注重线上教学能力培养，组织教练员线上教学培训

受疫情影响，线上课程成为主流趋势，这就更加要求

了教练员需要具备全面的教学能力。具体为：1、积极与

高校合作，组织机构教练员参与线上课程的学习，认识线

上课程的软件，了解线上课程的创建与设计，学习线上体

育课程的教学方式方法等；2、积极组织教练员学习公众

号的创建、剪辑视频的技术等；3、积极组织教练员进行

武术技术动作的培训学习，增强教练员自身的技能水平。

3）创设“王牌”型武术项目，增强机构核心竞争力

在疫情常态下的现在，武汉市青少年武术培训机构

应打造特色的武术教学项目，打造“亮点”进行教学、

宣传，经营者可以根据自身专项优势特点，结合教练员

的专业技术水平，打造属于自身的特色课程，从而增强

机构的核心竞争力。

4）开发线上课程，线上线下有机结合

武汉市青少年武术培训机构可以根据自身的能力，

来安排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形式，具体为：1、线下授

课后微信发布课后练习作业，对课后练习进行评价，针

对大多学员的易错点在微信群中进行视频分解动作讲解；

2、将武术套路动作分解成单个动作的组合，在微信公众

号上发布录播的技术动作视频，发布单个技术动作的动

图，加上语音与文字的说明；3、线上直播课程着重带动

学员练习基本功与提高身体素质；4、对于武术套路动作

的复杂性，线上教学安排循序渐进，以趣味小游戏的形

式开始，教学内容的设计也相较简单实用，一节课程仅

教授 3-4 个动作。

5）充分利用新媒体资源，展现武术魅力

通过网络对武术的宣传，使更多人了解武术的内涵，

武术技术动作的魅力等。具体为：1、与流量较大的抖音、

快手等短视频直播平台合作，拍摄刀剑等器械类武术动

作视频，给公众以视觉冲击；2、与人流量较大的超市、

文化街道等合作，搭建“擂台”进行武术技术动作的表

演展示，刀枪剑棍等器械，单练以及双人对练等形式，

让公众更直观的认识和了解武术这一运动项目。

6）挖掘“武德”内涵，开展“武德”教育

“习武先习德”，作为中国历史悠久的民族传统体

育项目中的武术，武德教育应该贯穿于武术教学的始终。

在今后的教学中，要加大对武术文化的熏陶，让公众认

识和了解武术，既能满足学员的好奇心，又能让学员深

刻地感受到武术项目的文化底蕴，认可武术项目，更好

的弘扬民族传统文化。

7）明确政策着力点，促进武术培训行业整体发展

政府支持我省体育企业开发线上赛事、通过消费积

分等方式促进体育消费，对赛事承办的企业给予一定的

补贴，武术培训机构经营者应抓住有利时机，与其他武

术培训机构合作，加强与学校、社区合作。建议武汉市

武术培训机构积极组织线上或线下政策研讨会，积极主

动了解相关国家政策，结合自身情况，充分利用各种扶

持政策助力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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