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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体育是一项关系全体国民身心健康的公

益性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明确要求提高全民族

的身体素质，构建全民健身体系。同时，随着生活

水平的提高，在满足生存需要后，需要层面不断提

高，享受和发展的需要成为主要需求，而社会体育

正能够满足人们的享受和发展需要，因此我们需要

发展社会体育来满足社会和个体的需求，但社会体

育的运行和发展不可能是直线前进的，在它发展的

道路上有许多障碍条件。本文就社会体育发展中

可能遇到的障碍条件及相关对策进行了简要分析。

1 社会运行和社会体育运行
1.1 社会运行

社会运行指社会有机体自身的运动、变化和发

展，表现为社会多种要素和多层次子系统之间的交

互作用以及它们多方面功能的发挥[1]。

社会运行和发展的类型有三种，分别是良性运

行和协调发展，中兴运行和模糊发展以及恶性运行

和畸形发展。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指特定社会

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三大系统之间以及各系统

内不同部分、不同层次之间的相互促进，而社会障

碍、失调等因素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和范围之内[1]。

1.2 社会体育运行

下面首先从主客体的角度理解社会体育的构

成要素。

1.2.1社会体育的主体

主体在哲学上指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2]。

社会体育的主体指全体与社会体育事业有利

益关系的人，这些人包括职业群体和业余群体。职

业群体中分为体育行政部门的管理者和职业社会

体育指导员；业余群体分为业余社会体育指导员、

体育骨干、积极分子和体育志愿者，广义上的运动

员、教练员和裁判员以及进行社会体育活动的普通

社会成员。

1.2.2社会体育的客体

客体在哲学上指主体以外的客观事物，是主体

认识和实践的对象[2]。

社会体育的客体包括：

对象要素，是指社会体育事业运行的对象即社

会体育活动，这也是社会体育事业最本质，最根本

的表现形态。

自然环境要素，主要指社会体育事业运行和发

展的地理空间和地理环境，因为任何一事物的发展

必须依托一定的地理空间和地理环境。

经济要素，经济基础是社会体育运行和发展的

物质保障，主要表现在物质资源和资金资源两个方

面，物质资源有社会体育的场地设施和器材等，资

金资源主要是社会体育得以维持自身运行和发展

的经费来源。

政治要素，在宪法、体育法和全面健身计划纲

要等相关法规中对社会体育的运行和发展做出了

规定和指导，这是社会体育得以运行和发展的政治

保障。

文化和心理要素，社会体育的运行和发展需要

一定的文化和心理来维系，而社会体育本身就属于

文化活动，它的运行和发展离不开社会体育事业的

主体乃至整个社会的文化和心理环境。

1.2.3社会体育的多层次子系统

按照行政区域的标准把社会体育分为农村社

会体育，乡镇社会体育和城市社会体育。那么依照

这个标准把社会体育分为三个层次，社会体育的运

行系统就分为农村社会体育运行系统、乡镇社会体

育运行系统和城市社会体育运行系统三个子系统，

而每个子系统内部又有不同要素和层次的区分。

1.2.4社会体育运行

根据社会运行和上述分析，笔者认为社会体育

运行是指社会体育有机体自身的运动、变化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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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表现为社会体育主体要素、客体要素和农村社

会体育、乡镇社会体育与城市社会体育等多层次子

系统的交互作用以及他们多方面功能的发挥。

而社会体育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是指社会

体育的多层次子系统以及各子系统内不同部分，不

同层次之间的相互促进，而社会体育的障碍因素被

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和范围之内，进而促使社会体育

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2 妨碍社会体育运行和发展的障碍因素
在我国社会体育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

些障碍因素，这些障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 社会体育运行和发展的主要矛盾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江泽

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存

在着种种矛盾。阶级矛盾由于国际国内因素还将

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

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

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3]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决定了体育事业的主要矛盾，董

新光认为我国体育事业的主要矛盾是“群众日益增

长的体育需求与社会所能提供体育资源不足的矛

盾。”[4]因此，社会体育的主要矛盾是全体社会成员

日益增长的社会体育需求与社会体育不能满足这

种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社会体育运行和

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也是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和重

点解决的突出矛盾。

2.2 社会体育运行和发展的主要问题

社会问题特指社会的病态或失调现象，指的是

在社会运行过程中，由于存在某些使社会结构和社

会环境失调的障碍因素，影响社会全体成员或部分

成员的共同生活，对社会正常秩序甚至社会运行安

全构成一定威胁，需要动员社会力量进行干预的社

会现象[1]。

体育社会问题是指在体育领域中发生的一种

超常状态，它影响到体育系统抑制社会正常运行，

使部分人意识到它的危险性并希望使之得到改

善。体育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依靠社会和群众的

力量[5]。据此分析社会体育问题是指在社会体育的

运行过程中，由于存在某些使社会体育结构和环境

失调的障碍因素，影响了社会体育主体的共同生

活，对社会体育的正常秩序甚至社会体育运行安全

构成一定的威胁，需要依靠社会和群众的力量来解

除威胁的社会现象。社会体育目前主要存在的问

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2.2.1社会体育的构成要素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主体要素方面，主要表现为我国体育人

口数量和比例偏低，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数量和管理

缺乏规范性。体育人口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体育指

标，它反映了人们对体育的参与程度及亲和程度，

也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的一个标志[5]。而《2001

年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结果报告》表明，2000年，

我国有35%的人参加了至少一次体育活动，占全部

人口的33.9%，65%的人没有参加一次体育活动，占

全国总人口的66.1%[5]。截止到2004年底，我国各级

各类社会体育指导员已达43万余人[6]。显然这在我

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也是偏低的，而且社会体育指导

员存在职业性和业余性两种人群，对他们的管理也

是缺乏规范性的，这些都使社会体育的人口结构缺

乏协调性，形成了社会体育运行和发展的障碍因

素。

其次在经济要素方面，缺乏体育场地设施和经

费投入。尽管在我国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中，

与第四次普查数据相比,全国体育场地占地面积增

加了11. 8 亿m2，场地面积增加了5. 5 亿m2，人均体

育场地面积增加了0. 38 m2，人均投入体育场地建设

资金增加了117. 09 元。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数增

加了1.58 个[7]，要想使我国社会体育达到良性运行

和协调发展，实现体育强国的目标，很显然，这些数

据相对于我们13亿人口来说还是偏低的。

其三是政治要素方面，关于社会体育的法律法

规仍是不健全的。《体育法》第41条规定：县级以上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体育事业经费、体育基本建设

资金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和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并随

国民经济发展逐步增加对体育事业的投入。但在

法律方面没有规定如果未能做到对社会体育提供

必要资金支持或比例过低时作何处罚，体育行政部

门对侵占、破坏公共体育设施的行为并没有执法权
[5]。这些都说明了社会体育的法制建设是不健全

的，致使社会体育的运行缺乏相关法制的保障，可

能导致社会体育运行安全方面的问题。

2.2.2社会运行系统方面的问题

即使社会实现了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但由于

功能作为一种活动，常常是变动不居的，功能上的

协调也是经常变化的。功能协调变动不居的特点

也说明，社会运行总是处于平衡——不平衡——新

的平衡——新的不平衡……的矛盾运动之中的[1]。

这表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并不是一劳永

逸的，即使在社会良性运行的状态下也存在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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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那么，在中运行和恶性运行的状态下会有更

多的矛盾，这样的社会运行肯定给社会体育系统造

成不良的社会环境，也会制约社会体育各系统的正

常运行和发展。

2.2.3转型社会和迟发展社会方面的问题

目前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加速期，在这种特殊

的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受到了转

型效应的影响。转型效应是指由社会体制、社会结

构等转换的不同步性而对社会运行产生的影响和

制约[1]。这种影响和制约也会折射到社会体育系统

之中，使社会体育的体制和结构的转换受到制约，

给社会体育的运行和发展造成障碍因素。

从国际环境上看，我国属于现代化起步较迟的

国家，属于迟发展国家之列，因此我国社会是一种

迟发展社会[1]。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我国在国际

经济分工和竞争中会受到较多的限制，因此影响了

社会的良性运行，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我国综合国力

的提升，当然这种影响也会折射到社会体育系统之

中，主要表现在妨碍我国社会体育与国际社会体育

的及时与平等交流。

3 消除妨碍社会体育运行和发展的障碍因素
的对策

为实现社会体育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需要

采取相应对策来消除这些障碍因素。

3.1 积极面对和解决社会体育的主要矛盾

首先我们要承认并紧紧抓住现阶段社会体育

的主要矛盾，由于我们国家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决定了社会体育的主要矛

盾。社会体育事业关系到全体国民的身心健康，是

一项公益性事业，这个矛盾的解决关系到全体社会

成员的利益，所以要想解决这个矛盾就需要动员全

社会的力量，由政府作为引导者，依靠人民群众的

力量共同发展社会体育事业，使社会体育日益满足

人民不断增长的健身需求，进而消除社会体育运行

中的主要障碍。

3.2 增加体育人口和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数量，规范

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管理体制

在改变人们体育观念的基础上，是非体育人口

通过社会体育的参与转化为体育人口；在《社会体

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和《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

职业标准》两个制度下同时发展两类社会体育指导

员，分清两类性质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实现他们的

统一化管理。

3.3 解决体育场地设施的不足和增加社会体育经费

来源渠道

充分提高现有体育场地设施的利用率，增加便

民利民的体育场地设施。充分利用身边的条件，因

地制宜，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开辟各种各样的体育

健身场所，自得其乐地开展体育活动[8]。近几年全

国范围内逐步兴起和建设体育公园工程，有效地增

加了体育场地设施；社会体育的经费来源主要靠政

府财政拨款，除此之外，我们要不断开拓其他筹资

渠道，例如，社会赞助、社会集资以及社会体育自身

产业的开发。

3.4 完善现有的法制建设

针对当前法制中的漏洞，结合实际情况，制定

相关的法律法规等规章制度，解决社会体育运行中

的法制缺陷因素，使社会体育的运行和发展有充分

的法律法规依据和保障。

3.5 促使社会运行各系统的协调配合发展

社会运行总是处于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统一

体中，要想正确解决这些矛盾，就需要社会各系统

的协调配合发展。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各个社

会子系统的改革应当保持同步关系，某一子系统的

改革过分超前或过分滞后都会对改革产生不利影

响。就某一领域看，单项改革必须由配套改革来支

持[1]。进而使社会大系统的运行给社会体育系统提

供良好的社会环境，而减少给社会体育系统带来的

制约和不利因素。

3.6 解决转型效应和迟发展效应的不利影响

针对转型效应和迟发展效应给社会体育带来

的不利影响，我们要努力使社会体育的体制和结构

的转换同步和一致，尽量减少转型效应的不利影

响；在不断提高我国综合国力的基础上，使社会体

育的地位不断提高，加强社会体育的影响力，逐步

使我国走向体育强国的道路。

4 结言
社会体育作为一项公益性事业，在社会发展中

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我们国家也越来越重视社会

体育的发展，要想发展好社会体育就必须找到它的

不利和障碍条件，这样我们才能有针对性地开展社

会体育。本文通过社会体育运行的角度分析了社

会体育运行和发展的障碍因素，以期能为我国社会

体育的发展提出一些有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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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Obstructive Factor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Social Sports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ZHANG Hong-qing，XU Kuan-hua，HU Wen-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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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related questions of social sports operation on the basis of social operation
theory，and explained the obstructive factors of the social sports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 from the negative side，
and put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of eliminating these obstructive factors for providing some suggestions of
developing social sports，promoting social sports to eliminate the obstructive factors，realizing and maintaining the
benign operation of social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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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Fuzzy Appreciation Method in
Back-glissade Push Shot Teaching of Track and Field

XIANG Wu-jun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Jianghan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56）

Abstract:In this paper, we try to use fuzzy theory and the treating method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to combine
optimally teaching scores of Back-glissade Push Shot skill and to give an objective technical appreciation method.
From the test of significance of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n reaching standard scores and technical appreciation scores
of students in an experimental class, we find that there is a high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fuzzy appreciation method accords with the fundamental law of physical culture technical appreciation and has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objectively appraising sport sc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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