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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体育现状浅析 
罗  霈  金黄斌

（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  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经济基础的提高，人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金钱投入到自身生活中，对自身身体健康状

况和生命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使得大家对体育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更多的人群参与到社会体育中来。对社会体育发展的研究

就显得尤为重要，社会体育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优化成熟，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总体的发展趋势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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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体育的概念
社会体育也称“群众体育”、“大众体育”。是与学校体

育，竞技体育对应的概念。由企、事业单位职工，以及城镇居
民与农民，为达到健身、健心、健美、娱乐、医疗等目的而进
行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身体锻炼活动。具有广泛性、多样性、
灵活性和业余性的特点。

社会体育作为体育事业群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 , 影响着人
们生活的质量 , 也是文明、健康的重要标志。

2 我国社会体育的现状
2.1 体育场地逐年增多、基础设施条件有改善，逐渐成熟。

据了解，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体育场地169.46万个，
用地面积 39.82 亿平方米，建筑面积 2.59 亿平方米，场地面积
19.92亿平方米。其中，室内体育场地16.91万个，场地面积0.62
亿平方米；室外体育场地 152.55 万个，场地面积 19.30 亿平方
米，把场地平均到人头上每人的占比极低。

2.2 生活消费水平提升，运动观念转变，出现群众性体育
活动热潮。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增多，用于参与
社会体育的支出大幅增加。目前，越来越多人参与到体育锻炼
中来，游泳、打网球、羽毛球、参加健身培训，打高尔夫等。

观念转变也是发展的现状之一，有数据显示，2007 年，我
国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为3.4亿，其中男性为1.94亿，女性
1.46亿，城镇居民为2.18亿，乡村居民为1.22亿。一些群众性
体育活动对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同类型的部门、单位、个
人参加的社会体育活动充实了业余生活，出现一股体育活动热潮。

2.3普及程度和参与度不断提高，健身意识引领健身行为。
《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的推进实施，从身边就可见其
推行效果。小到儿童在公园骑车玩球嬉戏；上到中老年人参加
的广场舞、健身气功等；还有上班族到健身房参加健身的频率；
职工体育；农民工趣味运动会等都体现出社会体育的普及程度
和参与度在不断提升。全国范围内的体育指导站、体育健身活
动点数量均大幅提升。到 2010 年底，已有 5287 个国民体质测
试站（点），一些基层文化体育组织也为开展群众健身发挥了
重要作用。

2.4 体育产业初具规模，消费市场走向成熟。随着加体育
运动的人群增加，各项体育运动所需的装备需求也在增加，这
就促进了体育产业的发展，算是朝阳产业。消费市场也在逐步
完善，使消费者可以有多种选择，还有维权途径。

2.5 体育人口数量有限，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壮大。近年
来我国的体育人口数量逐渐增长，获得各级社会指导员称号的
人数有 1999 年的 15 万人增长到 2012 年的近 90 万人。2009 年
以来，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基地有 8 个扩张到 29 个，云
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就是其中培训基地之一。每年都会定期举
行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为发展社会体育指导培养更多
专业人才。

3 我国社会体育面临的问题
3.1 经济发展不均衡，导致社会体育发展不均衡。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经济发达地区，人均收入较高，

可自由支配的资金也多，人们参加体育活动的意愿相对强烈，
就会有更多资金投入到体育运动项目中。而在欠发达地区，对
体育运动的投入就相对较少，人们更多愿意选择场地器材等免
费的体育项目。

3.2 运动场地少、分布不均，学校场地使用率不足。
虽然近年来国内运动场地有多增加，但相较于国外还存在

差距。城市规划不科学，小区配套运动场地不多，在《计划》
出台后，强制性扩建场地，未建房的小区必须有相应运动场地
规划。运动场地分布不均，学校的运动场地占多数，小区公园

等缺少专门场地。且部分运动场地不对外开放，使场地需求极大。
学校的体育场馆相对较多，设施也相对完善，但是考虑到

各类社会因素，只是提倡学校的运动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并
未强制要求开放。所以课后的时间场地会出现闲置的状况。

3.3 体育资源短缺，缺少专业人才，社会体育指导员素质
不高。

针对不同人群，缺少专业的人才指导其参与健身活动，会
导致不常参与体育运动的人偶尔一次运动就受伤、运动不专业
不到位等问题出现。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指导水平亟待提高，
这一方面是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体制所面对的最急切的问题；
另一方面也是最实质的问题。

3.4 资金政策支持不到位，宣传力度不够。
要加强专款专用，利用体育彩票公益金建设各类体育工程。

2006年，国家体育总局就投入了24328万元用于建设体育工程。
在十一五期间，国家和地方相继投入 150 多亿元建设“全民健
身工程”，其项目近 50 万个。未来还要继续强化投入。

《全民健身计划》实施以来，人们对健身有了更多的认识
和理解，有数据显示：我国城乡居民仅 10% 左右的人对全民健
身计划纲要有较深的了解，有 30% 左右的人略知，有 60% 没有
听说过。农村体育是发展的难点，因为条件限制，参与较少。
中年职工和知识分子体育是弱点，他们很大一部分是意识薄弱
导致的。

4 我国社会体育的发展趋势
4.1 成为常态化生活方式。人们会逐步增加体育健身的支

出，促进体育产业的发展。社区体育也将完善。
4.2 成为公共服务事业。社会体育指导要坚持公益性，保

障大家参与体育健身活动的合法权益，应该大力推进其发展。
要采取各有侧重、明确重点，继续在全民健身设施、全民健身
组织、全民健身活动指导等方面进行创新，大力推进公共体育
服务均等化。

4.3 加强管理和科学化程度。应当齐抓共管，统筹社会力
量作用于社会体育的管理，融合多学科，提高其科学性。

5 小结
伴随我国飞速发展的社会形态、经济状况，人们的闲暇时

间增加，其对于休闲娱乐健身的需求就会凸显出来。为了适应
此发展态势，社会体育将会融入到家家户户。培养高素质的社
会体育指导员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要做的事，并且要完善相关
的管理，结合我国的现代化法制建设，使得社会体育向着规范化、
法制化、科学化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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