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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高校学生课外体育活动现状及对策研究 
 

叶建强 

(温州大学体育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摘  要：对温州大学生参加课外体育活动的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学校场地不足、器

材少、学生余暇时间安排不合理等是影响温州高校学生参加课外体育活动的重要因素。建议各高校要

进一步深化课堂教学改革，加大体育硬件设施、场馆建设，实现课外体育活动项目多样化，培养学生

的体育兴趣和意识，帮助学生养成终身体育锻炼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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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对学校体育提出新的要求，即学校体育要为学生的终身体育打下良好基础，高校体

育要成为学校体育向社会体育过渡的桥梁，要培养学生终身体育锻炼的习惯。课外体育活动是学

校体育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学校体育课程的延续和补充，是培养体育兴趣、增强体质、实施素质

教育和全民健身的基础。[1]本文研究温州地区高校学生课外体育活动开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

及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对策。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温州市几所高校（温州大学、温州医学院、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工贸学院、浙江东方职

业技术学院）的部分学生和教师，其中学生 1000人，教师 60人（男、女比例为 2:1）。 

（二）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调研 

在研究过程中查阅、搜索大量国内相关资料，浏览有关学校体育研究文章，为总体上把握目

前高校课外体育活动的研究建立了基础。 

2．问卷调查 

问卷设计根据研究目的和要求，遵循社会调查问卷的设计规则。问卷采用随机抽样法进行，

共发放问卷 1000份（温州大学 400份，温州医学院 300份，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100份，浙江工

贸学院 100份，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100份），共回收 896份，其中有效问卷 896份。教师则

采用访谈法和问卷相结合方法进行。 

3．访问调查法 

对调查的学校的教师进行访谈，实地考察几所学校课外体育开展总体情况，以及几所学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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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活动场所的具体情况。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温州高校学生参加课外体育活动的现状 

1．学生参加课外体育活动项目的分布情况 

课外体育活动是

学生自愿、自主选择

的，其项目的倾向性

对课外体育活动的组

织有一定参考价值。

调查情况见表 1。 

由表 1可以发现，羽毛球、乒乓球这类小球项目大学生比较感兴趣，这类项目体质要求适中，

运动量适宜，有对抗性一面，但更多是有娱乐性的一面。锻炼环境比较好，适合社交活动的开展。

在篮球、排球、足球三大球项目选择上则体现了男生强悍、勇敢、自信和团结的性格特征，也体

现了男女生性别差异。同时从表 1我们也发现，各院校在活动项目的设置上稍显单调，交谊舞、

体育舞蹈、散打、气功、太极拳、滑旱冰、台球、保龄球、民间舞蹈、健身器练习、登山等群众

性体育项目开展情况不甚理想，尤其是武术、太极拳，作为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其延伸价值大，

在与国际交往中具有独特的优势，且这些项目是社区体育健康、深入开展的基石，也是社区体育

全民健身路径顺利开展的保证，应引起各高校思考与重视。 

2．学生参加课外体育活动重视程度和动机 

体育态度是人们对体育现象在自身生活 

中的重要程度的评价、判断，是体育情感的

直接流露，它与人们的体育需要、体育价值

观、体育生活中的直接体验有着密切关系。
[2]学生对课外体育活动的喜欢程度是开展高

校体育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学校体育工作

的基本条件之一。调查情况见表 2。 

体育动机是指推动体育行为

主体的人们从事体育活动，并维持

这些活动的主观原因和心理状态，

它是人们对客观体育需要的主观

反映。[3]大学生有着积极、明确的

体育动机，并与自己的身心发展密

切联系。调查情况见表 3。 

从表 2可以看出，男、女生在参加体育活动的态度上喜欢以上（含喜欢）比例之和分别占了

94%、77.8%，说明学生对体育活动态度是非常积极的，女生相对来说低一点，这也反映了男女

生性格上差异，也提醒我们对女生需进一步引导提高体育锻炼意识。表 3说明学生把参加课外体

育活动作为增进健康、增进友谊、促进社会交际、提高运动技术、培养意志品质、陶冶情操的有

利途径。也反映了学生参加体育课外活动的动机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层次的，对体育活动认识持

表 1  课外体育活动项目的分布 

 篮球 羽毛球 乒乒球 排球 足球 健美操 网球 田径 武术 游泳 体操 

男(%) 56 25.6 25.6 22.4 32.8 4.8 13.2 8.8 11.2 4.8 0 

女(%) 22.7 50.4 34 26.9 6.4 24.8 8.5 11.4 4.2 8.5 0 

总体(%) 39.4 38 29.8 24.7 19.6 14.8 10.9 10.1 7.7 6.6 0 

表 2    课外体育活动态度调查 

  非常喜欢 比较喜欢 喜欢 不太喜欢 不喜欢 

男(%) 32 29.6 32.4 6 0 

女(%) 19 36.2 22.6 20.2 2 

总体(%) 25.5 32.9 27.5 13.1 1 

表 3  课外体育活动动机调查表 

 健身 达标 打发无聊时间 掌握技术 交际 适应社会需求 

男(%) 64.8 22.4 17.6 19.2 7.2 7.2 

女(%) 52.5 22.7 16.3 12.1 15.6 12.8 

总体(%) 58.3 22.6 16.9 15.4 11.7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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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肯定态度。但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是不太喜欢与打发无聊时间在态度和动机调查中也占

了不小的比例中，这一点应引起重视，在教学与管理中采用思想教育和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引导

学生，使其端正态度，积极加入到课外体育活动中去，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培养他们的体育意识

和终身体育思想，为全民健身纲要的顺利开展实施打下扎实的基础。 

3．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次数和时间安排 

学生参加课外体育活动的次数和时间是衡量学

校课外体育活动开展情况的重要指标之一，是保证学

生增强体质状况的前提条件。根据我国《学校体育工

作条例》和《全民健身一二一启动工程实施方案》规

定：学校应每周安排三次以上课外体育活动，保证学

生每天有一小时体育活动的时间（含体育课）。温州

高校学生参加课外体育活动的次数和时间调查见表 4和表 5。 

从表 4和表 5可以看出，学

生每周参加活动次数 3 次以上

(含)只占 35.8%，这个结果显然离

《学校体育工作条例》要求还有

一些差距，各学校应加强教育引

导，增强学生体育活动的兴趣和

锻炼身体的意识，树立正确的体育价值观。 

4．大学生参加课外体育活动的形式 

课外体育活动组织形

式是保证学校课外体育活

动正常开展的基本手段，

是实现学校体育目的任务

的有效措施，是增强学生

身体素质和体育能力的重

要方面。[4]调查情况见表 6。 

从表 6中可以说明现在学生组织形式大都是以学生自由组织活动形式存在，占了很大比例，

而有组织的活动如院系活动、班组活动则只占了 17.3%和 17.7%，这对调动学生活动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存在很大问题，这种情况应引起学校的高度重视。 

（二）影响温州高校学生参加课外体育活动的因素 

影响学生参加课外体育活动的因素是多方面，根据我们的调查分析，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种：

余暇时间、学校硬件设施、课堂体育教学、课外体育活动的组织实施等。  

1．余暇时间对其参加课外体育活动的影响 

经调查，学生大部分时间还是花在追求知识上，但引人注目是上网占了 54.1%，排在第一位，

（如表 7 所示），而据深入交流调查，学生上网绝大部分是在打游戏与看碟片，由于网络内容的

不可预测性与网络游戏的迷恋性，将对学生行为与思想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这不能不引起高校

管理层的高度重视，及时引导学生注意劳逸结合，进行合理科学的体育锻炼，以促进身心健康发

展。 

表 4  每周参加体育活动的次数 

 4次以上 4次 3次 2次 1次 无 

男(%) 13.6 9.6 20 26.4 24 6.4 

女(%) 8.5 3.5 16.3 24.1 34.2 13.4 

总体(%) 11.1 6.6 18.1 25.2 29.1 9.9 

表 5  每天参加体育活动的时间 

 <15分钟 15-30分钟 30-60分钟 >60分钟 不参加 

男(%) 9.6 16 47.2 24 3.2 

女(%) 19.9 29.8 29.1 14.9 6.3 

总体(%) 14.7 22.9 38.1 19.5 4.8 

表 6  课外活动的组织形式调查 

 与同学一起 参加班组活动 参加院系活动 单独活动 参加俱乐部 

男(%) 63.2 15.2 20 9.6 8.8 

女(%) 68.8 19.9 14.9 10.6 9.2 

总体(%) 66.2 17.7 17.3 10.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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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学生余暇时间活动调查表 

 上网 复习功课 看课外读物 与同学聊天 课外体育活动 电影电视 购物 交友 

男(%) 57.6 32.8 20.8 33.6 36.8 31.2 12.8 15.2 

女(%) 51.1 51.1 51.1 38.3 33.3 33.3 41.8 9.2 

总体(%) 54.1 42.5 36.8 36.1 34.9 32.3 28.1 12 

2．学校体育硬件设施对课外体育活动的影响 

学校体育硬件设施是

学校开展课外体育活动的

保证，场地设施的缺乏和建

造地点是阻碍大学生参加

课外体育活动的重要因素

之一。调查情况如表 8所示。 

目前温州几所高校基本搬入温州高教园区，离市区和生活区较远，学生大部分活动点都集中

在学校。表 8可以看出，学生活动场所还是集中在校内场所，从几所高校场馆调查情况看，虽然

新校区的场馆建设有了较大的起色，基本达到国家对普通高校体育场馆的要求，但随着近年来各

高校的扩招，体育设施仍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尤其是室内场馆，由于需要维护及体育代表

队的训练更是捉襟见肘。同时高教园区的活动场所离学生生活园区过远,这也大大影响了学生活动

的积极性。 

3．学校体育课教学对课外体育活动的影响 

从表 1我们已发现学生喜欢的项目排前 5名：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排球、足球。男生前

5 名是篮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排球。女生则是羽毛球、乒乓球、排球、健美操、篮球。

然而由于师资和场地等原因使得学校在开设项目上要进行适当的调整和限制，同时目前各校普遍

采用以运动技术和运动能力为考核标准的考核方法，忽视了对学生体育意识和能力、兴趣的培养，

从而影响了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在我们对学生在活动中如何预防受伤和自救的调查中，

了解只占有 10.0%，不太了解的占了 72.4%，这一结果也应对高校教学敲响警钟。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目前，温州高校大部分学生基本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课外体育活动的开展具有良好的

群众基础。 

2．大学生体育观念正在逐步转变，终身体育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娱乐休闲体育逐步取

代竞技体育成为了高校的一种趋势。 

3．学校体育硬件设施和场馆的不足，场地设施单一是影响学生活动积极性的重要因素。 

4．学校体育教学方式的单调也是影响学生参加课外体育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建议 

1．在开展课外体育活动项目上尽可能地符合学生的兴趣，在内容上要丰富，适应面广，注

重培养学生的体育兴趣和意识，帮助学生养成终身体育锻炼的习惯。 

2．深化课堂教学改革，组织与鼓励学生参与体育实践，提高学生体育意识，要打破传统的

教学模式，教学内容选择学生易于接受并感兴趣的体育项目，使学生真正掌握 1-2门行之有效的

表 8  学生参加课外体育的场所 

 校内场所 校外公共活动场地 收费场所 公园、广场 其他 

男(%) 61.6 44 5.6 3.2 5.6 

女(%) 64.5 36.2 4.3 11.3 12.1 

总体(%) 63.2 39.8 4.9 7.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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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锻炼项目和方法。 

3．充分发挥体育社团的作用，并可以把学校日常性的小型体育比赛任务由这些组织担任，

在业务上加以指导，经费上适当支持，尽可能做到学生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组织比赛，并尽可能

自己解决经费，使之走上正规的道路。 

4．积极引导学生学生进行体育消费，随着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学生花钱进行体育消费的比

例将会慢慢增加，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学校体育经费和器材的不足。 

5．学校要在体育硬件设施、场馆建设上加大投入，解决学校体育场地不足，质量不高，设

施不齐的问题，在条件可能的前提下可尝试引进社会资金，从而改善高校体育设施的不良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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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Physical Activities out of Clas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College Students in Wenzhou 

 

YE Jianqiang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Abstract: We have researched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affecting factors of physical activities out of class for 

the college students in Wenzhou by questionnaire, literature and statistic analysi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shortages of facilities, equipments and leisure time are the main factors to constrain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physical activities out of class. The study gives suggestions on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eaching, to improve 

constructions, enrich the various sports events, cultivate students’ concept and interest on P.E. and help 

students form the habits of life-span exerc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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