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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随着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人们对体育的热情在慢慢提升，

但社区居民对体育的认识度有待提高。社区体育场地匮乏，以及社会指导人员的

严重不足等因素是制约社区体育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向

居民开放辖区内的所有公共体育场地设施；要多渠道筹措经费，逐年增加对社区

体育事业的经费投入；要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和社区体育骨干的配备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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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体育是我国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各城市社区的逐步建立和不

断发展，社区体育也逐渐引起政府和人们的重视。进入新的世纪，城市居民的身

心健康是体育发展战略必须充分考虑的问题，而正在创建国家级旅游城市的南充

市，社区体育的滞后发展，必然会影响到城市居民体质健康的发展。本文采用问

卷调查和文献资料法对四川省南充市的社区体育的发展现状进行研究，以为川东

北地区的城市社区发展决策提供参考。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南充市花园坝社区、五星花园社区、白土坝社区、大北街社区、涪江路社区。  

2、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法。于 2007 年 1 月至 3月对南充市五个社区居民进行随机抽样调

查，共发放问卷 210 份，回收问卷 200 份，回收率为 95.24%，剔除无效问卷后，

有效问卷 179 份，有效率为 89.5%。  

（2）文献资料法。查阅有关社区体育的学术期刊，书籍，从中获得理论信息。  

（3） 数理统计法。对问卷的数据进行汇总，然后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对数据进行

分析，以此找出数据间的量化关系。  

二、结果与分析  

1、社区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现状  

（1）社区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目的。在社区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目的随机抽样

调查中，近 36.2%人选择了“强身健体”，占总数 23.1%的人锻炼的目的是“消

遣娱乐”，而“治疗或预防疾病”和“缓解压力”分别占 11.5%和 17.3%，选择

其他的占 11.9%。说明绝大多数人对体育锻炼的目的较为明确。但在调查中发现，

居民对于运动的认识不够，如 85.8%的人不知道如何把握锻炼的时间、强度、时

机以及运动的方式，这也说明社区体育仍缺乏有效的指导。  

（2）社区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形式。调查研究显示，占 48%的居民经常与

同伴一起参加体育锻炼，这主要集中在各种球类(羽毛球、乒乓球)、体育舞蹈等

项目上；选择个人锻炼占 39.1%，而个人参加锻炼主要是武术、气功以及一些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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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有个人能力表现的项目；通过调查发现城市居民参加有组织的体育锻炼的人数

所占比例较低，只占 8.4%，表明社区在体育锻炼的组织开展方面应该进一步加

强，以此激发人们的兴趣与热情，推动社区体育工作的开展。  

（3）社区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项目。在调查的几个社区里，居民选择的锻炼项

目占首位的是大众舞蹈或者健美操等项目，球类(足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

项目排第二位，第三是跑步。从调查中可以看出，居民对场地器械要求简单、娱

乐化程度较高、技术难度不大普及率较高的项目参与率较高。对器械上或技术难

度大的运动项目参与率较低。从目前参与社区体育活动人群观察，男性选择竞技

型体育项目的人数高于同类的女性，而女性参加健美型或娱乐型体育项目的人数

比男性高，老年人更多地喜欢参加轻微的运动项目，而中年人喜欢参加轻松、愉

快、中速性质的项目，年轻人更喜欢参加比较激烈的经济性质的项目。  

    因而，社区体育设施建设和发展要充分认识社区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特点，

并按照这一方案来开发社区体育设施。  

（4）社区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场所。在此次调查中，社区的体育锻炼场所都很

不正规。表现在场地面积狭小、安全隐患大、设施简单等方面。由于场地不正规，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居民锻炼的积极性，也使很多居民放弃自己社区体育场所而

转移到周围的公园，学校以及在自己家中锻炼。今后，在社区体育的管理体系中，

政府应把精力集中在场地设施等体育资源的开发上，而体育活动的具体组织与指

导等事务性工作则由社会团体和志愿人员来承担。  

（5）社区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间。在调查中，每周参加体育活动 l-2 小时的

居民占 55.6%，说明大多数居民能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而不参加体育锻炼的居民

也占有 29.3%，这些不参与体育锻炼的居民有诸多因素影响，原因主要为时间不

允许，没有锻炼的场地，没有人指导，自己不愿意，身体条件不允许等等诸多原

因。而达到 3小时以上的居民人数只占 15.1%，从中发现，广大居民对体育健身

的作用认识是积极的，态度倾向性也是正确的，但如何解决居民不参加体育活动，

应该作为社区体育发展的重点来抓。  

   2、社区居民在体育活动上的消费  

从抽样调查结果来看，消费在 100 元以下占了 55.2%。消费在 100-200 元之间的

占 33.6%。仅有 12.4%的人口消费在 200 元以上，说明人们的体育消费普遍较低，

花钱买健康的意识比较薄弱。同时调查发现，随着中国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

南充市居民对体育的认识也在逐渐加深，这对增强社区居民花钱买健康的意识有

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结论与建议 

1、结论  
（1）南充市社区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目的是强身健体。但对于大多数年轻上班一族来

说，他们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目的是缓解压力，而对老年人来说，他们主要是预防或治疗疾

病  
（2）场地设施是城市居民健身的首位保障条件，也是社区居民开展体育活动必需的物质条

件，是体育活动经常化的重要保证。市、区人民政府要加强社区体育场地设施和学校体育场

地设施的建设。  
（3）在社区里，有组织的体育活动较少，这和社区里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缺乏有很大的关系。

这就要求政府加大对社区体育的投入，重视社区体育的发展。  
2、建议  
（1）合理使用街道辖区内现有的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充分发挥其作用。如公共体育场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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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律向辖区内单位和居民开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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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社会体育指导员是开展社区体育的骨干。要充分发挥他们在开展群众性体育健身活动

中的技能传授、锻炼指导和组织管理作用。选拔德才兼备，熟悉、热爱体育工作的干部充实

到街道办事处和社区体育组织。  
（3）社区体育经费实行公益型的管理方式，多渠道筹措经费。逐年增加对社区体育事业的

经费投入，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捐赠资助社区体育活动和体育设施建设。  
（4）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竞赛活动，激发居民体育健身的积极性。社区体育组织应根据本

地区实际情况，定期举办综合性体育竞赛活动和单项竞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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