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体育消费力 

文/李 敬 郑明娟 张立光 

体育消费力是现代生活消费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
国民生活消费意识和消费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体育消费逐渐被显露出来，人们对于花钱买健康的
观念已有较大程度的理解和接受。大学生是体育消费一个很大的群体，对整个社会的体育消费结构
以及对未来大众体育的消费具有大的影响力。因此，本文通过研究我校大学生体育消费力，以拓展
大学生体育消费的理论研究范围，同时，提高高校体育以及全民体育经济的发展。 

一、体育消费力的内涵 
体育消费力是一个全新的社会经济范畴，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著作对一般消费力的具体

论述，以及大学生体育消费本身的特点，体育消费力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含义。首先体育消费力是消
费者与体育消费资料之间的一种关系。体育消费是以闲暇时间为消费对象的消费活动或消费过程。
其次，体育消费需要即体育消费的能力，是指消费者为满足体育消费需要而参与体育与观赏体育的
能力。 

二、大学生体育消费的行为模式 
心理学家认为，人的行为是大脑对刺激物的反应，在这个过程里，人的心理活动支配着人的行

为。即：刺激物→大脑思维活动活动脑→产生体育消费行为活动。例如，学校体育专选要开设体育
舞蹈，但需要学生自己买舞蹈鞋、以及服装等。此时学生在选项时就会考虑体育的消费，自己的体
育支付能力。如果感到既能满足自己需求又感到经济上可以承受，此时就会选择体育舞蹈，这时体
育课选项前后“刺激-大脑思维-行为”的过程结束了。 

三、大学生体育消费的现状 
1、体育价值观排序：健身、考试、休闲娱乐、社交。 
2、喜欢的体育项目排序：球类、交谊舞、健身操。 
3、体育消费的观点：花钱买健康已被大部分同学所接受。但在学生的观念和实际行动有一定

的差距。 
4、体育消费方式：买运动衣、参加健身辅导班、买体育书刊。 
四、影响大学生体育消费的因素 
经过向学生发放问卷进行调查，影响大学生体育消费的因素，第一是学习太忙，没有时间；第

二是经济条件；第三是场地太少，项目单一。 
大学生现主要经济来源依然是家庭，而农村的学生又占大多数。虽然近几年农村经济发展很

快，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提高，但是人们传统的消费观念仍待更新。有些人的传统价值观还未
彻底改变，片面强调节衣缩食，不敢消费。另外也有部分人价值观、消费观虽然可以，但文化素质
不够高，现代商品经济知识、消费知识不多，消费领域狭窄，难以享受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的
丰硕成果，因而影响消费结构的优化，最终消费率偏低等。对于大学生的投入是基本满足物质生活
的需要，从而影响到大学生对体育消费的选择、喜好、价值观。在一项你喜欢的体育项目是否受家
庭的影响的调查中，56%的学生回答是。体育是一种较高层次的享受资料，只有大学生的基本物质
生活得到满足后，才愿意且有能力花钱享受体育，并逐步建立体育是必要的消费的价值观。因此，
家庭消费观念以及消费能力，是大学生体育消费潜在的、深层次的制约力。 

五、大学生体育消费力的发展策略 
1、加大大众传媒媒介对体育消费的宣传力度。大众传媒在体育消费活动中的作用非常重要，

由此可以增强和提高大众的体育消费意识。国外就很会利用煽动性的口号动员大众参与体育活动。
法国心脏基金会曾在政府帮助下开展名为“心脏健康之路”的跑步和散步活动，他们的口号是“体
育为健康所必需”。据美国体育社会学家洛伊统计，美国每年电视中体育节目为1700H至1500H，平
均每周25H，体育节目观赏人数很多，成为推广大众体育消费的有效手段。在我国，人们对体育消
费的积极性效应认识不足，简单地视体育消费为“玩”、“消遣”，人为地中断与体育消费的关
系。因此，应加强大众传媒对体育消费的广泛宣传，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正确认识体育消费的作
用，形成良好的全民健身、体育消费氛围，推动全民以及大学生体育消费力的发展。 

2、大力加强学校体育工作，提高大学生体育消费意识以及体育消费力，树立终身体育健康
观。当代大学生是我国21世纪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担负着中华民族振兴的重任。同时，如果没有
健康的体魄，就难以完成繁重的学习任务。学校体育是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最重要的基础和结合
部。抓住了学校体育，从人的发展历程看，就等于抓住了大众体育。国民通过学校体育的教育，养

 



成良好的体育习惯，形成良好的健身意识，掌握体育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为一生的体育生活奠定基
础。 

3、从大学生的体育消费需求出发，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优化大学生的体育消费结构。
大学生只是一个消费群体，经济来源主要是家庭，因此在保证体育消费质量的同时价格合理，才使
得大学生有可能产生体育消费的欲望。同时，应加大体育项目的开发以及运动场地的建设，使其更
好的为学生参与体育服务，从而推动学校体育经济以及社会体育经济的发展。 
（作者单位：河北科技大学体育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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