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域经济下地方性体育产业的开发 

文/郝振河 尹忠红 

   文体活动是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必需品。“法轮功”问题的出现，更是一个明确信号，必须
用健康、文明的文化生活来战胜封建和愚昧。搞好文体活动还能发挥社会的稳定机制作用，减小人
们的心理压力和精神压力。有利于养成团结互助，和睦相处的良好社会风尚。 
   我们现如今的体育活动，如体育课、基本体操、体育游戏、田径运动会等，在内容及形式的
指导方式上，的确对群众百姓的身体健康发展起到了很有效的促进作用。虽然我们非常注重因材施
教，注重群体个性的发展。但以上这些活动形式，集体活动多，个体小组活动少；从活动内容方面
强调了动作的学习、技能的提高；教师在指导方法方面规定多，群体模仿性学习行为多，自主学习
行为少。  
   一、区域体育活动的环境创设和材料投放 
   1、 开发地方群众体育环境，为体育活动提供充分的条件。在开展区域体育活动之前，根据
群众年龄的具体情况，对于群众百姓的活动场地进行全面的规划：开设哪些体育活动区，在什么地
方设置，需用多大的空间，各区域之间有什么联系，周围环境怎样利用等等。一般来说，奔跑区域
所占空间较大，地面平坦；跳跃区域最好是塑胶和泥土地面，若是水泥地也可附上人造草坪；投掷
区要考虑投掷的方向和距离；钻爬区要有一定空间放垫子。另外区域体育活动要善于开发现有环
境，变闲置为充分利用，如社区可利用前墙安一些篮框和靶子让人们在茶余饭后练习投远和投准；
利用空旷区域安放一些健身器材；利用区域中的空旷广场开展一些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群众体育活
动，如摔交、舞蹈、秋千等。 
   2、科学地设置体育活动区域 
   体育活动区是按一定的方式进行区域划分的，较常见的是按照不同的基本动作进行分区。例
如，将活动区划分为平衡区、投掷区、钻爬区、攀登区、奔跑区等，还可按不同年龄分区，如老年
人区、青年人区、儿童区等，球类区又可分为足球区、篮球区、乒乓球区等。 
   （1）区域设置的多少以及区域面积的大小，要根据本地区活动场地的大小以及参加活动群众
的人数恰当安排，以较容易实施管理和指导为宜。通常每个区域可安排一至两名业余教师负责该区
域的活动。 
   （2）区域设置要考虑区域之间活动性质的合理搭配。例如，既有运动量大的区域，也有活动
量小的区域；既有发展群众体育活动上肢运动的区域；也有发展下肢运动的区域；既有练习基本动
作的区域，也有发展综合身体素质的区域；既有本地区特色的活动区域，又有相邻区域地方特色的
区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可考虑区域联合体育活动的开展，以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 
   （3）各区域要具有明显的标志和确定的活动范围，而且，各区域之间应保持一定的距离，以
使区域的分布更为明显。这既便于群众选择区域，也便于群众在换区活动时作适当的身体调整。 
   （4）区域的设置一旦确定，在短时间内应保持相对的稳定。群众活动一段时间以后，可以进
行适当的调整，以不断地适应群众活动与发展的需要。 
   3、如何合理创设活动环境和投放活动材料。 
   活动环境的创设与材料的投放是区域活动最为基础的环节。它直接影响群众参与活动的积极
性和活动质量。 
   （1）每个活动区应尽可能提供种类、数量充足的活动材料。如：在投掷区内，要提供适合于
投准和投远的两大类活动的材料。用于投远的沙包等材料在重量与大小上要有所不同。而用于投准
的材料则应多种多样，如沙包打击各种图案的“靶子”,用各种小球撞击前面竖起来的物品，用小
塑料圈和小绳圈套物品，将球往高矮不同的网兜里投等等。如：要积极利用一些公共场所，我们所
投放的平衡木高跷等，应高矮不同，宽窄不同。此外，各区内应提供多种多样的辅助材料，供群众
自由选择，以激发人民群众的探索意识，充分发挥群体的创新能力。 
   （2）活动环境的创设与活动材料的投放应考虑群众的年龄、能力及兴趣的差异，要能吸引不
同年龄的群体参与活动。如钻爬的障碍物可以有高有低，投准的靶子可以有大有小、有近有远，攀
登的设备可以有难有易等。 
   （3）活动材料的摆放与材料本身应尽量蕴含一定的游戏规则，以使群众在活动的过程中保持
一定的秩序。 
   二、科学的组织与指导区域体育活动 
   区域体育活动中教练的工作重点应放在活动前后的组织和活动常规的建立上。 

 



   1、帮助群众做好身体的准备和放松。由于群众进入活动区活动时情绪高涨，活动量大，而且
各区的活动量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因此，在群众参与区域活动之前，教练应帮助群体做好充分的
准备活动，尤其是活动一下上肢和下肢的关节。而活动结束之前，教练应该带领活动群体进行一些
身体放松、整理活动。要尽量避免群体无准备活动和无放松活动的情况，以维护他们的身体的健
康。 
   2、区域活动中教练的指导应体现在两个方面： 
  （1）给与必要的保护和帮助。教练要认真观察每一位活动群体的活动情况，注意他们的安全，
特别是年龄大、能力弱的群体。 
  （2）加强有目的的引导和帮助。教练要仔细的观察，了解群众在活动中的需要，发现群众活动
中的问题及困难，有目的、有针对性的引导和帮助（作者单位：吉林省白城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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