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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体育与城市社区体育联动发展的“双赢”模式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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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普及全民健身的角度 ,对我国城市社区体育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论

述了高校体育与社区体育的关系。认为二者能够取长补短 ,优势互补 ,实现“双赢 ”,并提出了

城市社区体育的新设想以及将高校体育与社区体育有机结合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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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可供社区体育组织选择的活动空间不足

体育设施是开展社区体育必备的物质基础 ,但

是目前在我国开展社区体育活动遇到的第一个障

碍就是社区公共体育设施匮乏。据调查显示 ,我国

每 10万人拥有体育场馆仅为 50. 82个 ,比国外平

均数低 3. 79倍 ;人均室内公共文体活动设施仅为

0. 0027平方米 ,室外仅为 0. 0114平方米。这大大

低于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这种状况直

接限制了社区体育的活动内容 ,进而影响参加社区

体育活动的人数。群众体育需求与体育场地设施

短缺的矛盾日益突出 ,制约着社区体育与社会的同

步发展。
(二 )社区体育组织机构不健全

谢军等同志发表在体育学刊 2004年第 2期上

的《部分城市社区体育组织的建设和发展 》一文中

指出 ,近几年我国社区体育组织存在的问题是 :组

织内部管理差 ,职责划分不清 ,活动无计划。从他

们对 16个社区体育组织调查表明约 62. 5%的组

织无社区指导员 ,约 93. 7%的组织无活动条件 ,约

81%无挂靠正式机构 ,与当地政府的行政机关联系

不紧密 ,组织内部无明确的管理者 ,健身活动无计

划 ,缺乏科学的健身知识、方法 ,缺乏组织发展的

中、长远目标等。活动经费缺乏、内部管理无力、活

动无计划、成员体育意识的不稳定和单一性都限制

了社区体育活动的开展。

(三 )社区体育指导员严重不足

据抽样调查显示 ,目前我国各个城市社区体育

指导员发展不均衡 ,并且在数量上严重不足 ,远远

不能满足社区人们的需要。就社区体育指导员的

年龄结构而言 , 30岁以下的年轻体育指导员尤其

偏少 ,所占比例不足 13%。就社区体育指导员的

职称结构而言 ,获得高级社区体育指导员资格证书

的约为 7000: 1。大多数社区体育指导员以兼职为

主 ,以业余为主 ,以离退休体育爱好者为主 ,以志愿

服务为主。由于受以上因素影响 ,其指导项目大多

是传统健身养生之类的体育项目 ,缺少适合社区中

年、青少年成员喜爱的现代健身项目。因此 ,社区

指导力量的缺乏正严重制约着我国社区体育的

开展。

(四 )人们的体育健身意识有待提高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统计数据显示 , 70%以上

的居民知道全民健身活动 , 15%的居民尚不了解全

民健身及社区体育的概念 ,只有 30%的人真正了

解全民健身法规的性质、意义以及社会功能 , 40%

的居民认为没有必要投入时间和金钱进行必要的

体育锻炼 ,说明社区的全民健身活动宣传比较薄

弱。从年龄层次上看 , 50岁是一个分水岭 ,出现

“两头热 ,中间冷 ”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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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高校体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高校体育资源相对充足 ,但有效利用率

较低

就城市社区辖区内体育场馆的分布而言 ,目前

教育系统的体育场馆数量是最多的 ,约占总量的一

半 ;虽然在《关于加强城市社区体育工作的意见 》

中明文规定“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体育场地设施 ,

在不影响工作和生产秩序的前提下 ,有组织、有计

划地向居民开放、为居民健身服务。”但各个高校

为了便于管理 ,多数体育场馆仍未对外开放。以重

庆主城九区的高校为例 ,其中经常对外开放的只有

15. 56% ,不对外开放的占 45. 67%。这无形中造

成了学校体育场地设施资源的浪费 ,不能与社区形

成优质体育资源互利共享的要求相适应。
(二 )高校有完善的体育组织领导机构和雄厚

的体育师资力量 ,但参与社区体育工作少 ,服务社

会的功能不够

高校拥有完善的组织结构和一支强大的体育

师资队伍 ,力量雄厚 ,也有许多具有多年教学经验

和较强的组织能力的专家和学者 ,在组织开展体育

活动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人才。这些专家和

学者不但可以成为城市社区各类体育活动开展的

指导者和推广者、而且也是社区体育指导员的培训

者 ,能为社会体育及社区体育的开展提供咨询、策

划、组织等优质的服务。同时 ,高校系统的体育教

育承担着培养青少年的终身体育意识和参与社区

体育活动的观念 ,传授体育的基本知识、技能、科学

的锻炼身体的方法的重任。这个教育功能在社区

体育活动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 ,学校群众

体育活动的开展也能有效地推动周边社区体育运

动的开展。然而 ,高校所具有的这些优势都还没有

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挥 ,高校内不管是体育教师、

体育学生 ,还是离退休的体育教师在课余时间里指

导和参与社区体育活动的频率和比率都很低 ,指导

和参与社区体育活动的渠道和机制有待建立和

完善。
(三 )高校学生的体育观念需要更新

目前 ,许多高校的体育教育表现为终结性体育

教育 ,体育运动自大多数学生离开学校之后 ,再无

延续。作为社区体育的基础 ,高校体育本应是培养

学生从事体育运动的态度、兴趣、习惯和能力 ,为终

身体育奠定良好的基础。然而许多学生一旦离开

学校便离开了体育 ,说明高校体育与社区体育相互

脱节 ,这也是造成我国体育人口“两头热、中间冷 ”

状况的主要原因。

三、高校体育与城市社区体育联动发展
的双赢模式

(一 )联动模式带给城市社区体育的“赢 ”面

1. 高等院校场馆优势可以缓解社区体育锻炼

场馆设施不足

按照有关文件规定 ,学校系统体育设施还相当

不足 ,但正按照《体育法 》及《全民健身计划纲要 》

所规定的目标前进。抽样统计显示 ,学校系统每

634人拥有一个体育场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 3.

31倍 ,占全国体育资源的比例达 67. 17%。因而 ,

与社区体育场地设备相比 , 高校场地、设备具有极

大的优势。高校体育场馆等设施在保证学校正常

教学的前提下 ,向广大社区居民开放 ,不但可以解

决目前我国社区体育场地、体育设施匮乏的问题 ,

而且提高了利用率 ,从而必将把全民健身运动推向

新的高度。

2. 高等院校的人才优势 ,可以发展社区体育组

织和指导员队伍 ,引导组织社区活动

在社区体育中 ,保健指导员的水平高低直接

关系到能否有效组织和科学指导社区体育活动

的开展。高校师资力量雄厚 ,聚集了大量的优秀

体育人才 ,年龄、学历、知识结构较为合理 ,其人

才不论在数量上、专业种类及理论知识、人文素

质等方面都会起到组织、引导功能 ,从而解决社

区无人组织 ,人们余暇时间无事可作的问题。有

的院校具有一定数量审批、颁发国家二级以上社

会体育指导员资格证书的权限 ,能完成培养较高

质量的城市社区体育人才的任务。可以说 ,高校

的体育教育部门理应承担起为城市社区培养专

门人才的任务 ,是全民健身活动及社区体育中不

可缺少的主力军。

3. 高等院校的宣传教育优势 ,可以引导文化、

健身意识

当前 ,要改变我国全民健身意识淡薄这一现

状 ,社会相关组织和部门就必须加强宣传和引导 ,

高校尤其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高校是实施素质

教育的园地 ,在高校体育中 ,随着“终身体育 ”、“健

康第一 ”等思想观念和意识逐渐深入人心 ,必将推

动高校体育教材、教学方法、教学理念的改革。到

那时 ,学生在校期间所接受的将是一种全新的体育

教育 ,更重视能力和意识培养 ,如果再通过高校体

育教育对学生进行社区感情、社区体育意识的培

养 ,引起他们对社区体育的重视 ,随着学生毕业走

上社会他们在学校学习的技术、技能、知识就会带

入社区。这样 ,他们既是体育的实践者 ,也是体育

的宣传员。通过他们参加社区体育的直接行动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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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动员、引导更多的群众投身到社区体育活动中 ,

其影响将是非常巨大的。
(二 )联动模式带给高校体育的“赢 ”面

1.随着城市社区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不管是

老年人、中年人还是青少年儿童 ,他们对体育锻炼

的需求都将会越来越高 ,越来越多 ,这就为高校体

育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 ,也为高校师生提供了难

得的实践平台。高校体育走进社区开展社会实践 ,

为社区群众直接提供各种健身服务 ,既为教师和学

生提供个社会实践、专业学习、发挥特长的舞台 ,又

解决社区体育指导员缺乏和急需健身指导员的问

题 ;既是对他们专业知识、能力的检验 ,又为他们今

后的顺利就业提供了机遇。从这个意义上讲 ,城市

社区体育服务机构是体育院校毕业生又一新的理

想就业领域或场所。

2.高校的体育设施向居民开放 ,把高校体育的

优势辐射到整个社区 ,可以学校为基地、用“俱乐

部 ”的形式运行管理。这样学生课上是学生 ,课下

则成为“社区俱乐部 ”的会员。一方面可以通过各

种场地出租会员费、运动会赞助费等对设施进行维

护和保养 ,另一方面可以避免政府在高校体育和社

区体育两者中的长期投入 ,减少了许多浪费 ,起到

一举两得的效果 ,从而实现二者资源共享 ,互惠互

利 ,共同发展的目的。

四、高校体育参与社区体育建设的途径
和建议

(一 )高校应主动和社区有关部门沟通联系 ,

建立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

社区体育涉及社会的多个系统和单位 ,其功能

的发挥需要各系统和单位的共同协作。高校在参

与社区体育建设时 ,有必要和社区体育主管部门建

立合作伙伴关系 ,并与各部门协调沟通 ,使信息顺

畅 ,有效促进社区体育活动开展的正常化与科

学化。

(二 )可以成立体育知识推广站 ,以强大的知

识资源服务社区

推广站可以设立体育知识咨询、体育技术指

导、学术讲座、远程体育教育、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

班等服务项目。体育知识咨询、体育技术指导、学

术讲座这些形式都可以直接面向社会群众进行 ,而

远程体育教育则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向千家万户

传授体育知识、传播体育文化 ,使人们在不同的时

空都可以接触体育 ,了解体育 ,感受体育的魅力 ,以

更加积极的心态参与体育活动。
(三 )加强群众体育研究 ,研发适合群众开展

的体育活动、体育器材

高等院校拥有的众多专家、学者 ,他们具有丰

富的学科知识、丰硕的体育科研成果、广泛的体育

信息 ,所以应充分发挥高校体育科研、信息资源优

势 ,积极开展群众体质健康调查研究 ,探索适应不

同社会群体的科学健身方法 ,科学地组合不同类型

的健身内容 ,开发并推广成本低、简单易用的群众

健身器材 ,扩大群众体育活动的参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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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ouble - w in m ode of in teractive developm en t of physica l educa tion between

colleges and comm un ities

CHEN Long2guo, ZHANG Xin2zhong
(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 usiness U niversity, Chongqing 400020, China)

Abstract: From nationwide fitness ang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and existing p roblem s in the physical education of

China’s urban communities, expounds the relationship of physical education between colleges and communities, holds that a col2
lege and a community can support each other and realize double - win and puts forward new ideas on physical education of urban

communities and new ways on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between colleges and communities.

Key word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mmunity; physical education; integrative development; double2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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