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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体育锻炼群体及

“全民健身路径”利用状况调查研究
Ξ

秋　实
(西安体育学院 社会体育系 , 西安 710068)

摘 　要 :主要运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对西安市各个晨晚练点锻炼群体体育活动的特征、体育人口的构成、利用“全

民健身路径”锻炼状况等进行分析。认为目前西安市体育锻炼群体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体育活动缺乏组织者和管理

者 ,场地设施不足 ,居民的健身意识不高等。应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的建设与管理 ,引导居民进行体育活动从

而带动其他全民健身示范点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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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Study on Physical Exercises and Use of

“ Methods of Nation wide Fitness Program”in Xi′an
QIU Shi

(Department of Social Sports , Xi′an Physical Education University , Xi’an 710068 ,China)

Abstract :This thesis analyses characteristics of physical exercises , form of sports population and use of“methods of nationwide fit2
ness program”in places where citizens do exercises in mornings and evenings of Xi’an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visiting

method. The problems are : it lacks of organizers and superintendents in sports activities , playgrounds and sports apparatus and low

fitness consciousness of participants. We should cultivate more social physical instructors and enhance the ability of management ,

guide citizens to take exercises in right ways and develop demonstration points of nationwide fi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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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全民健身路径”是近几年来在我国兴起的一种

健身活动设施和与之相适应的锻炼方法。截至 2007

年底 ,西安市共建设“全民健身工程”450 处套。其

中“全民健身路径”400 处 (套) ,中型群众集会的健

身广场 20 个 ,如规模较大的有朱雀健身广场、城运

村健身广场、环城公园健身广场、革命公园健身广一

场、莲湖路公园健身广场、纺织城公园健身广场和西

安市会展中心健身广场等 ,大型的综合性健身活动

中心尚未建立起来。其中“全民健身路径”多由 8 —

12 件器材组成 ,“全民健身广场”多由 80 —100 余件

器材组成。资金来源以西安市政府和社会资金为

主 ,同时兼有国家、省和其他单位捐赠 ,在一定程度

上改善了居民体育锻炼场地器材和设施条件 ,推动

了全民健身工作的开展。西安市日前共有社区 558

个 ,平均 1. 3 个社区拥有一处 (套)“全民健身路径”,

“全民健身工程”设置分布基本合理。一大批全民健

身设施的建成 ,为广大群众参与体育锻炼提供了良

好的健身环境 ,为西安市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起到

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西安市居民体育锻炼群体的数

量有无改变 ,居民体育锻炼观念有无增强 ,居民体育

锻炼群体是否充分利用“全民健身路径”进行体育锻

炼 ? 这是研究的目的与任务。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以西安市居民体育锻炼群体及其利用的“全民

健身路径”为研究对象。

1. 2 　研究方法

1. 2. 1 　实地观察法

对西安市朱雀健身广场、环城公园健身广场等

主要安装“全民健身路径”器材的健身点进行实地的

观察。

1. 2. 2 　结构式访谈法

从 2008 年 3 月 5 日到 5 月 20 日 ,每天早上 6 点

到 10 点之间 ,晚上 7 点到 9 点之间对西安市朱雀健

身广场、环城公园健身广场等主要安装“全民健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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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器材的健身点进行观察 ,并对锻炼群体进行结构

式访谈 ,了解锻炼群体的锻炼状况 ,并及时做好记

录。历时半个月 ,以确保调查的结果准确性。结构

式访问问卷经过专家效度检验 ,其效度为 92 % ;经

重测法 ,进行信度检验 ,其信度为 R = 0. 88。共累计

调查人数为 750 人。

2 　结果与分析

211 　西安市居民体育锻炼群体状况

2. 1. 1 　西安市居民体育锻炼群体的年龄特点

从年龄构成来看 ,以老年人为主 ,其次是中年

人。60 岁以上 238 人 ,占总人数的 31. 73 % ,45 —59

岁 199 人 ,占总人数的 26. 53 % (见表 1) 。这主要是

因为 ,老年人有充裕的时间来健身 ,而随着国民经济

的发展 ,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保健水平的提

高 ,老年人的寿命逐年延长 ,社区中的老年人口比例

也在逐年加大 (西安市已从 2003 年开始进入老龄化

阶段) 。他们既有大量的闲暇时间 ,又有迫切的健康

长寿和重建社会交往圈的愿望。

表 1 　西安市居民体育锻炼人群的年龄特征

年 　　龄 18 岁以下 18 —29 岁 30 —44 岁 45 —59 岁 60 岁以上 合计

人数 (人)

百分比 ( %)

97

12. 93

95

12. 67

121

16. 13

199

26. 53

238

31. 73

750

100

2. 1. 2 　西安市居民体育锻炼群体的性别特点

调查发现 ,西安市居民体育锻炼的人群中男性

350 人 ,占总人数的 46. 67 % ,女性 400 人 ,占总人数

的 53. 33 %。这主要是在参与体育锻炼的人群中 ,

女性持积极主动的态度 ,尤其在塑造体型等方面。

同时 ,目前流行于社区的木兰扇、木兰拳、太极拳、太

极剑等运动项目 ,以及广场舞蹈都更有利于女性参

与活动。同时 ,这也与我国女性平均预期寿命比男

性较长有关。

2. 1. 3 　西安市居民体育锻炼群体的职业特征和文

化程度

调查表明 ,健身路径吸引最多的是离退休干部

239 人 ,占总人数的 31. 87 % ,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

性高于其他群体 ,这主要是社区体育活动开展的时

间多在早晚进行 ,这个时间正是教师、工人、干部等

职业人群准备上班和休息的时间 ;西安市体育锻炼

群体中各个文化程度基本相当 ,其中小学文化程度

占 21. 47 % ,而文化层次较高的研究生群体参与程

度相对较低。

2. 2 　西安市居民体育锻炼群体参与体育活动的主

要特征

2. 2. 1 　西安市居民体育锻炼群体参加体育活动的

目的

参加体育锻炼的目的是锻炼者参加体育锻炼的

内在动力 ,良好的体育锻炼动机对人们从事体育锻

炼起支持和促进作用。调查数据显示 ,西安市居民

体育锻炼群体参加体育锻炼的目的排在第 1 位的是

健康长寿 (275 人) ,占总人数的 36. 67 % ,其次是健

身健美和增强体质、预防疾病。

2. 2. 2 　西安市居民体育锻炼群体活动的内容

西安市居民体育锻炼群体在参加体育活动内容

上可谓是丰富多彩 ,有传统民族色彩的项目 ,如武术

中的太极拳、太极剑、秧歌 ,还有健身健美操、交谊舞

等以及各种球类项目 ,不同的人群在选择项目上根

据自身的健康状况有所不同。老年人一般选择一些

运动强度比较小、简单易行 ,娱乐性较高 ,对抗性和

技术性较弱的运动项目 (见表 2) 。

表 2 　西安市居民体育锻炼群体的锻炼项目及所占比例构成排序

项目 跑步 操类 散 步 秧歌 舞蹈 太极拳 羽毛球 其他 篮球 气功 合计

人数 (人)

百分比 ( %)

排序

125

16. 67

1

107

14. 27

2

106

14. 13

3

100

13. 33

4

90

12

5

89

11. 87

6

56

7. 47

7

32

4. 27

8

23

3. 07

9

20

2. 67

10

750

100

　

2. 2. 3 　西安市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间段

调查统计显示 ,有 35. 33 %的居民利用早晨时

间进行体育锻炼 ,其比例占据首位 ,而利用节假日进

行体育锻炼的人数占 27. 78 % ,还有 14. 4 %的锻炼

群体则利用其他时间参加体育锻炼。而利用早晨时

间段参加的人群以离退休人员和无固定职业者居

多 ,因为他们有充足的时间。而利用节假日参加锻

炼的群体为在职群体 ,他们平时没有充足闲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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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锻炼。

2. 2. 4 　西安市居民体育锻炼群体每次体育锻炼持

续的时间和频率

调查统计显示 ,大约有 285 人 ,占总人数的 38 %

锻炼群体每次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间为 30 min ,同时

有 245 人 ,占总人数的 32. 67 %的锻炼群体每次参加

锻炼的时间在 30 - 60 min。这说明体育锻炼群体具

有较强的体育意识 ,懂得如何正确参加体育锻炼 ;每

周参加体育锻炼 5 次以上者占 56. 7 % ,3 - 4 次者占

25. 2 % ,1 - 2 次者占 18. 1 % , ,性别间差异无显著

性。

2. 2. 5 　西安市居民体育锻炼群体参加体育锻炼的

组织形式

通过调查发现 ,体育锻炼群体的组织形式主要

以个人锻炼 (占 19. 7 %) 为主 ,其次是参加社区内组

织的锻炼和参加社区的晨晚练站 (点) 组织的锻炼 ,

分别占总人数的 17. 3 %和 14. 4 %。

2. 3 　西安市居民体育锻炼群体利用“全民健身路

径”锻炼状况

2. 3. 1 　西安市居民体育锻炼群体对“全民健身路

径”的认识

调查统计显示 ,47. 5 %的人只在自己喜欢的器

械上锻炼 ,20. 1 %的人利用空闲的器械锻炼 ,14. 9 %

的人是根据个人的需要有选择地进行锻炼。这反映

出利用“全民健身路径”锻炼时有相当多的人对“全

民健身路径”的设计和功能不了解 ,缺乏科学的使用

知识。

2. 3. 2 　西安市居民体育锻炼群体利用“全民健身路

径”锻炼状况、程度及效果

调查表明 ,居民体育锻炼群体认为在使用全民

健身路径后 ,402 人认为身体状况有较大改善 ,占总

人数的 40. 27 % ;408 人认为略有改善 ,占总人数的

54. 4 % ;有 40 人认为没有改善 ,占总人数的 5. 33 %。

表明全民健身路径在增强居民体质 ,促进居民健康

水平 ,提高居民身体免疫力方面起到了作用 ,绝大多

数居民利用“全民健身路径”锻炼后对自己身体健康

起到促进作用。

2. 3. 3 　全民健身路径的安全性

利用“全民健身路径”进行体育锻炼可以达到增

进健康、增强体质、调节心理状态、充实生活内容的

效果。应在动作的设计过程中 ,把练习者的安全放

在首要位置 ,避免高难度动作和超负荷运动量以及

范围过大的动作出现。提倡重在参与 ,消除竞争意

识 ,以确保有益于健康并不出现损伤为主要原则。

3 　存在的问题

(1)没有专职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指导群体锻炼。

在实地观察中 ,发现社会体育指导员进行指导的较

少 ,而仅有个别指导员只是维护“全民健身路径”的

场地与器材设施而已。

(2)缺乏锻炼科学性教育 ,健身意识有待提高。

“全民健身路径”是经过专家进行科学论证、设计 ,而

后进行实验 ,才得以进行推广。人们利用“全民健身

路径”进行锻炼应该是有一定顺序 ,而不是随意。实

地观察中发现 ,一些锻炼群体不按照顺序 ,哪个器械

闲置用哪个 ,这样做会影响到锻炼效果的科学性。

(3)健身路径器材的日常维修、检修、看管不足 ,

健身路径设计和安装不尽人意。在访谈中发现 ,部

分全民健身路径器械的配置不能满足各年龄层使用

者的实际需求。例如 :参加健身路径的中青年男子

对力量练习的需求较大 ,想通过一些力量练习保持

体形 ,提高肌肉力量 ,但健身路径中的力量练习器械

仅限于单、双杠 ,平行梯、手攀梯和蹬力器 ,且不能进

行负荷调节 ,很难满足使用者的需求。安装“路径”

不能选择路边或场地范围太小地方 ,“路径”间隔最

好不能少于 100 m ,以免造成运动设施之间的距离

太近 ,影响使用者的活动。而目前西安市部分健身

广场健身路径的安放未能达到这一要求 ,或 8 - 10

个器械密集排列 ,或只是三五个器械分布在场地 ,这

使“路径”的锻炼效果大打折扣。在器械利用方面有

46. 7 %的人利用器械锻炼 ,32. 5 %的人偶尔利用器

械 ,20. 8 %的人只是把器械作为娱乐的工具。

4 　结论与建议

4. 1 　结 　论

(1)西安市体育锻炼的人群以老年人为主的 ,即

老年人人数较多 ,青年人相对较少 ;女性多于男性。

(2)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间一般在早、晚 ,也有部

分健身群体选择在节假日 ;每次参加锻炼时间超过

30 min 以上的锻炼者占 4Π5。

(3)西安市居民体育锻炼群体参加体育活动的

目的依次为 :健康长寿、健身健美、预防疾病等 ;在活

动内容上主要选择跑步、健身操、秧歌等项目 ;在参

加组织形式上以个人或结伴参加体育锻炼。

(4)锻炼群体利用“全民健身路径”健身 ,身体状

况有了明显的改善 ,但在选择利用那种器械进行健

身时 ,存在着较大的随意性。

4. 2 　建 　议

(1)社区组织管理部门发挥其职能 ,充分利用节

假日和余暇时间 ,开展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家庭体

育、社区体育以及一些能适应不同社会人群参与的

体育项目。也可以组织体育表演活动 ,群众自己创

办的 ,相关的体育部门给予支持并指导、联系 ,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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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其他社区体育的发展。

(2)加大宣传 ,提高群众的健身意识。利用各种

群众性体育活动或户外广告牌 ,对居民进行体育与

健康知识宣传 ;也可以电视节目或报纸杂志等新闻

媒体制作或开设体育与健康知识讲座 ,或科学的体

育锻炼方法讲座 ,提高居民体育健身意识。

(3)培养一批高素质的社会体育指导员 ,对锻炼

群体进行技术指导、健身指导 ,从而引导人们进行科

学的健身。

(4)加强健身器材的管理和维护 ,完善组织管理

制度 ,优化体育人才资源 ,并将体育设施的建设纳入

城市基础建设发展规划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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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建议

(1) CBA 联赛的权力包括所有权、管理权、经营

权及监督权。CBA 联赛的所有权归国家所有 ,目前

由篮管中心代为行使。管理权名义上由中国篮协掌

握 ,但鉴于篮管中心与篮协“两块牌了 ,一套人马”的

实际 ,管理权也由篮管中心控制。CBA 的经营权由

篮管中心下属的联赛委员会办公室运营 ,目前以租

赁的形式交与瑞士盈方集团开发。由于 CBA 运行

在双轨制的社会背景下 ,篮管中心集 CBA 制度制定

者、执行者及监督者于一身 ,无论从 CBA 的内、外运

行环境来看 ,均没有达到对 CBA 联赛相关主体实施

监督的目的。

(2) CBA 联赛的权力分配包括三个层级 ,分别

是 :第一个层级 ,CBA 联赛上层权力的计划分配。笔

者把国家体育总局 →篮管中心 →联赛委员会的权力

分配称为上层权力的计划分配。第二个层级 ,CBA

联赛中层权力的过渡分配。笔者把地方政府 →省体

育局 →俱乐部的权力分配称为中层权力的过渡分

配。第三层级 ,CBA 联赛俱乐部权力的混合分配。

俱乐部内部的权力分配称为混合分配。

(3)从 CBA 俱乐部内部来看 ,尽管董事会应具

备决策权。但由于董事会由政府官员、企业负责人

及体育局领导等人组成 ,导致俱乐部肩负着各方利

益追求 ,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开展自主管理与经营 ,

引发了俱乐部管理混乱、效率低下等畸形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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