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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发展的困惑与对策
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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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采用文献资料法、调查访问法、数理统计法、理论分析法等科研方法 , 从发展现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以及未来发展对策等三个层面对我国体育社会指导员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 以期能对我国社会指导员的

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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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 investigation , mathematical statistic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 from the factors of status

of quo , the problem and the countermeasure of developing , this article analyzed and studie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port instruc2
tor in our country , in order to give some advice for the management of social sport instru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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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体育指导员是开展群众体育工作的生力

军 ,是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的一支重要力量。我国的

《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第一条就明确指

出 :“社会体育指导员是发展我国体育事业 ,增进公

民身心健康 ,提高生活质量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的一支重要力量”。它明确了社会体育指导员在社

会体育中应处于一种主体地位 ,应当在实施《全民健

身计划》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我国社会体育指

导员发展速度很快 ,到 2004 年底 ,我国已有各级各

类社会体育指导员 43 万多人 ,初步形成了一支以体

育行政管理人员为主导 ,以体育社会团体和乡镇、街

道体育干部为主线 ,以社会体育指导员为主体的群

众体育工作队伍。但由于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发展

速度快 ,发展时间短 ,管理体制不完善 ,在发展过程

中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问题。随着时代的发

展 ,特别是党中央提出的建立和谐社会和创新型国

家的新理念指引下 ,人们的生活水平、思想观念等发

生了大的改变 ,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特别是高素质的

社会体育指导员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对我国社会体

育指导员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初步分析研

究 ,并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 ,目的是为我国社会体育

指导员的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1 我国社会指导员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

问题

111 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多但质量并不高

我国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自

1994 年 6 月 10 日开始施行 ,到 2004 年底 ,全国已有

各级各类社会体育指导员 43 万多人 ,这样的发展速

度和规模应该说都是来之不易的 ,说明了我国的各

级体育部门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发展给予了高度的

重视。但是我们也应该实事求是地、清醒地看待如

此高速度、大规模发展中存在的质量问题。由于我

国 2001 年 10 月 8 日才正式颁布实施《社会体育指

导员国家职业标准》,在此之前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很

难都能完全符合标准的要求。如《社会体育指导员

国家职业标准》中明确了社会体育指导员应具备初

中以上文化程度。但据有关调查 ,在我国社会体育

指导员中 ,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平均占社会体育

指导员总数的 18. 10 % ,其中还有 9. 04 %的是小学

文化。调查还了解到 ,社会体育指导员能兼两项指

导员的为数不多 ,能兼三项指导员的更是寥寥无几 ,

·7·

第 23 卷第 4 期
2006 年 7 月

西 安 体 育 学 院 学 报 　　　　　　　
JOURNAL OF XI′AN UNIVERS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Vol123 　No14
Jul. 2006

Ξ 收稿日期 :2006201211 ;修回日期 :2006203220

基金项目 :国家体育总局课题《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管理研究》(786ss05049)子课题

作者简介 :陈立农 (19652) ,男 ,湖南新宁人 ,副教授 ,硕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体育社会学与体育教育学 ;金成全 (19802) ,男 ,河南南

阳人 ,硕士生 ;李钦升 (19812) ,男 ,山东临沂人 ,硕士生。



这说明我国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较单一 ,复合型

体育指导员较少 ,而且我国目前尚无指导员的再培

训机制 ,即使以前发展了的指导员在当时是合格的 ,

但随着时代的进步 ,知识的更新及各项新的规章制

度的陆续出台 ,先前获得资格的指导员在没有再培

训的情况下 ,就很难保证其实际指导工作质量。和

欧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社会指导员数量仍相对不

足 ,我们仍需继续发展数量 ,但同时也应该首先注意

保证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质量。

112 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结构不够合理

11211 队伍的年龄结构偏高

有关的统计表明 ,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年龄比

例占得最高的是 41 - 50 岁年龄段 , 占总数的

31143 % ,其次是 31 - 40 岁 ,占 27118 %。50 岁以上

的占 2611 % ,其中 9123 %是 61 岁以上的。30 岁以

下的仅占 15127 %。而社会体育指导需求随年龄的

升高呈下降趋势。社会体育指导员需求最高的年龄

段是 16 - 20 岁、21 - 25 岁、36 - 40 岁。这表明 ,当前

我国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年龄结构不甚合理 ,年龄

偏高。绝大多数社会体育指导员为中老年人 ,在指

导活动的实际操作中也以中老年人居多。我国从

1995 年开始实施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中明确表

明 :全民健身计划以全国人民为实施对象 ,以青少年

和儿童为重点 ,而目前社会指导员的年龄结构不适

合在青少年儿童中展开健身指导工作 ,明显偏离了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宗旨。

11212 队伍的文化程度结构偏低

据统计 ,目前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中 ,初中及以

下文化程度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平均占社会体育指导

员总数的 18110 % ,而大专以上体育专业毕业的社

会体育指导员仅平均占社会体育指导员的

13187 %。学过体育专业的 (包括大学、大专、中专等

体育专业) 社会体育指导员占 28157 % ,比例较低 ,

其中基层社会体育指导员所占比例更低。在各种文

化程度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中 ,占比例最高的是高中

非体育专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 ,高达 3611 %。所

以 ,从总体上看 ,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文化程度结构

偏低 ,高学历及学过体育专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太

少。这样的文化程度结构的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对

大众体育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高很难起到真正的作

用。

11213 队伍的等级结构偏低 ,平均工作年限较短

我国国家级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所占比例较小 ,

85 %以上都是二、三级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这表明

我国目前的高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比较缺少 ,不仅不

能满足社会的需要 ,也难以推动大众健康体育的发

展。另外 ,虽然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平均年龄较大 ,

但平均从事体育工作的年限并不长。调查表明 ,从

事体育工作在 10 年以上的只占 34130 %。这正好与

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年龄结构相反 ,造成这一结

果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才

刚刚建立 ,还没有培养和历练出足够多的、经验丰富

的社会体育指导员。

11214 队伍的地域分布结构不平衡

由于受经济条件和思想观念的影响 ,我国农村

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发展一直较为缓慢。就分布区域

而言 ,我国目前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有 90 %以上在城

镇 ,广大的农村只占了 10 %以下。而且东西部的农

村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东部明显高于西部。中国是

一个农业大国 ,70 %的人口在农村 ,农村社会体育的

发展直接影响我国全民健身工作的进展。因此 ,我

国目前城乡社会体育指导员比例的失衡 ,明显有违于农

村应该成为开展全民健身的主战场的总体战略。

113 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分类不够细致

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只有级别而没有详细的类

别的划分。只是按其工作特点与性质笼统地分成了

“组织管理型”和“锻炼指导型”两类。我国培养出来

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分为国家级、一级、二级和三级共

四个级别 ,是根据行政级别来确定社会体育指导员

的级别 ,没有充分考虑不同职业人群的锻炼者对社

会体育指导员的要求。不仅如此 ,不同级别的社会

体育指导员对实际指导社会体育 (全民健身) 的能

力 ,并不会因为等级的不同而存在较大的差异 ,这本

身对指导全民健身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事实上 ,社

会体育指导员在实际工作中所面临的服务对象不

同 ,工作的侧重点就应当不一样 ,对老年人的指导就

不能等同于年轻人 ,指导健康者与病人又要有区别 ,

再加上从事技术指导的人更应有运动项目差别 ,个

人的兴趣爱好不同 ,决定了社会体育指导员各自不

同的出发点和侧重点。因此有必要在将社会体育指

导员分级的基础上再进行分类。如社会体育指导员

制度发展较先进的日本 ,将其所有的 108 148 名体育

指导员分成 10 个大类 ,即 :地域体育运动指导员、提

高比赛力量的指导员、商业体育运动设施的指导员、

体育运动程序编制员、少年体育运动指导员、健康体

力指导员、高级教练员、体育运动能手、体力测试指

导员和体力测试判断员等 ; 46 个大项 ,如田径、体

操、柔道、马术、软式排球、足球、篮球、跆拳道、空手

道、相扑等 82 个项目之中 ,同时分归 54 个单项协会

管理。与此相比 ,我国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分类太

过简单、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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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法制法规不健全 ,管理无序

我国于 2001 年 10 月 8 日才正式颁布实施《社

会体育指导员国家职业标准》。另外 ,《体育指导员

职业技能培训大纲、教材编写规则》、《社会体育指导

员职业技能鉴定规则》等规章也才刚刚制定完毕。

这些法规制度的制定、颁布和实施 ,明确了社会体育

指导员资格认定制度 ,对规范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才

质量的发展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还存在许多不

完善的地方。目前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管理是在

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下 ,由各级体育行政部门负责 ,

各区、县体育局、街道办事处、各行业协会、体育社团

共同参与管理实施的 ,其中还有各级劳动、工商、公

安等行政管理部门与体育行政部门协同配合 ,在各

自的职权范围内对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进行相关管

理。各级体育行政部门的主要任务是制定政策、规

划 ,对下级体育行政部门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进行监

督指导以及组织培训、资格认定、奖励和惩罚、年报

统计等。由于这些机构并非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专门

管理机构 ,对社会体育指导员只是附带管理 ,职权划

分不明确 ,因此出现了都管又都不管的局面 ,导致社

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实际上处于一种无序状态。多头

管理给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开展带来很多不便 ,

个别地区的管理部门对于社会体育指导员是否开展

工作及工作开展的情况如何也很少过问 ,大部分社

会体育指导员正处于一种自发、封闭、盲目的工作状

态 ,效益和作用的发挥很不理想。这也在一定程度

上造成了人们对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定位的模糊 ,

很多人不能确认这一职业的存在。同时 ,社会指导

员的报酬还没有适当的标准进行计量 ,劳动的多少

也得不到明确的度衡 ,这也会使一部分人对社会体

育指导员职业望而却步。所以 ,虽然我国的社会体

育指导员已经有了一定的数量和规模 ,但由于管理

制度不完善和缺乏对已获得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资格

进行管理的专门组织机构 ,这就使得社会体育指导

员的培训、晋升、等级确认、登记注册等不能形成系

统管理 ,在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使用、再培训等方面缺

乏一种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管理机制。

115 培训模式和内容不够科学

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体制才刚刚建立 ,其培训

管理体制还不够科学、规范。目前 ,我国二级和三级

社会体育指导员采取自学与统一考试相结合的方

式。而国家级和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采取集中培训

的方式 ,由国家体育总局和各省、市、自治区体育局

委托体育院校举办培训班 ,一年一次 ,培训时间为九

天 ,学习十门课程 ,受训人员由各地区推荐二、三级

指导员参加培训。这种培训方式 ,虽然有利于系统

传授知识 ,效率较高 ,但培训时间短 ,学习科目较多 ,

培训过程中教师讲授过多 ,给学员思考、讨论的时间

不多 ,较难适应学员的个体差异 ,从体育教育学和教

育心理学的角度看 ,不利于知识的接受和消化。再

加上培训次数少 ,人数有限制 ,也严重影响高层次社

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速度。直接导致了国家级和一

级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偏少、整体等级结构不合理

的现象。我国现行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课程按社

会体育学的学科领域分成六个方面 :政策理论知识、

社会体育理论知识、社会体育组织管理知识与能力、

锻炼指导知识与能力、社会体育基本科研知识和各

地自定教材等。从开设的课程也可以看出 ,我国的

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内容偏重理论知识 ,而实践技

术类内容偏少。据美国学者约翰·斯通和里弗拉进

行的调查表明 :“成人学习者重视知识的实用性而非

学术性 ,重视应用性而非理论性 ,重视技能而非信

息”。而我国现行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内容和这一

特点不甚吻合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我国社会

体育指导员的现实需求。

2 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未来发展对策

211 加大再培训力度 ,增加队伍数量 ,提高队伍质

量 ,优化队伍结构

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相对不足 ,质量偏低

的现状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健康发展

的瓶颈。要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要做好宣传工作 ,使

人们认识到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重要性和其对

《全民健身计划》实施的重要推进作用 ,巩固和提升

这一职业的社会地位 ,明确计量社会体育指导员劳

动报酬 ,提高其待遇水平 ,鼓励和吸引更多体育人才

投身于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事业中来。其次 ,要拓宽

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渠道 ,加大培训、再培训力

度 ,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加速高素质人才的培

养。最后要把社会指导员的培训和高校体育专业的

教学紧密联系起来 ,既可以通过在高校设置社会体

育指导员专业来培养高层次的专门化人才 ,还可以

以培训班的形式进行短期的培训来扩充社会体育指

导员队伍。传统的、零星的培养社会体育指导员的

方式 ,不能解决全面掌握社会体育系统的、科学的知

识、技术和技能问题 ,而高校的体育师资力量雄厚 ,

体育教学方法、手段较完善 ,体育设施、器材完备 ,并

能够严格地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来评定社会体育指导

员的资格。因此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养应充分

利用高校的这些优势 ,况且 ,高校是高素质青年学子

的聚集地 ,在高校进行社会指导员培训会吸引众多

有志青年走上社会体育指导员这一职业 ,有利于优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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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队伍结构。

212 细化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类别

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只简单地划分为“组织管

理型”和“锻炼指导型”两类 ,这样的划分已经不能满

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健身指导需求。体育项

目的广泛性和个人兴趣爱好的差异性决定了不同的

人有不同的健身指导需求。每个社会体育指导员不

可能也不应该是全才 ,应该使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分

工更加详细 ,这不仅能减轻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学习

工作负担 ,还利于工作质量的提高。这需要我们细

致科学地划分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类别 ,建立多层次

的类别结构。首先在功能、目的上可分为健身健美

类、休闲娱乐类、医疗康复类、竞技体育类等 ;然后再

按人群划分为青少年体育指导员、职工体育指导员、

中、老年人体育指导员等 ;最后再根据体育项群或项

目进行细分。

213 结合实际 ,完善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制度 ,优化

培训内容

我国现行培训制度复杂、难于理解 ,还对培训人

员的资格和人数进行了限制 ,严重影响培训的效率

和效果。只有建立科学的培训制度 ,才能更多的培

养高质量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可考虑在设立专门的

培训管理机构的基础上 ,增加培训的次数 ,提高培训

的质量。在培训中 ,对不同的课程内容应当采用不

同的培训方法。在考核中 ,应当建立统一水平考试

制度 ,向一切有志于体育指导事业的人士敞开大门 ,

要体现出公平公正的原则。另外 ,由于社会体育的

发展速度日新月异 ,不但新的社会体育项目、新的社

会体育方法不断增加 ,新的社会体育思想、新的社会

体育理论也不断产生。然而 ,目前我国的社会体育

指导员培养还未建立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定期培

训或进修制度 ,现行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等级制度随

着培训学习的结束和等级指导员资格的取得 ,学习

也同时结束 ,这难以保证他们在观念、理论知识、技

术等方面跟上时代的发展要求。在日本 ,社会体育

指导员的资格有效期为四年 ,四年后需重新认定和

登记 ,愈期一年未重新登记者 ,将被取消资格。因

此 ,我们必须尽快树立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滚动式培

训新观念 ,建立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社会体育指导

员滚动式培养机制 ,从而保证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

的质量。在培训内容方面 ,我们也应增加实践技术

类的内容 ,着重提高受训人员的实际工作能力。

214 完善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体制 ,强化管理

要使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能够高效地运

作 ,必须要有良好、有序的管理。针对我国目前体育

社会指导员管理混乱的现状 ,我们应采取以下措施 :

首先 ,完善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法规 ,从社会体育指

导员的申报、培训、考核、授予称号、上岗、经营、年审

注册、晋级、权利和义务以及相关法律责任等方面都

做出明确的规定。这样才能在管理时做到有法可

依。

其次 ,要确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并要做到管办分

离 ,强化政府体育行政机构宏观管理职能 ,发挥体育

社会团体在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中的作用 ,建议尽

快成立中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 ,其核心成员由科

研机构的专家、各单位协会的代表以及其他有关人

员组成 ,下设咨询委员会、培训工作委员会、会员管

理委员会等。协会的主要任务是对社会体育指导员

管理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各地根据条件建立地方

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 ,以形成相应的组织网络。

最后 ,建议建立中央 、省 (直辖市) 、市、县 (区) 、

乡镇 (街道)五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组织管理网络 ,对

社会体育指导员进行系统地、垂直式管理。采用“上

轻下重”的结构形式 , 将社区体育指导员服务纳入

社区服务建设中 ,使其成为社区服务系统的重要组

成部分。

3 结 　语

社会体育指导员是社会群体健身活动的宣传

者、组织者和执行者 ,是《全民健身计划》能够顺利实

施的基本保障。因此 ,我们不仅要培养一支素质高、

能力好、乐于奉献、责任心强的社会体育指导员队

伍 ,还要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和科学的管理机制进行

组织管理 ,这样才能使队伍高效、有序地工作 ,才能

促进《全民健身计划》的有效开展 ,才能推动我国社

会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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