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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国务院于2006年颁布了《阳光工程计划》。这

一计划明确指出：“阳光工程计划以全国人民为实

施对象，以青少年和儿童为重点”。我国有两亿多

的青少年儿童，大部分是在校学生，他们是21世纪

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和接班人，是国家未来的栋梁

之才。作为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南京市学生体育

锻炼活动的现状如何？有何特点？这是体育锻炼

的决策者和推行者们必须及时研究和掌握的信

息。本文的研究可为南京市体育锻炼的主管部门

提供参考，以使体育锻炼活动得到更有效和更迅速

的发展。

2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南京市11个县、市、区的大、中、小学

生共1800人。

2.2 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

和实地调查。问卷表的问题分为客观情况问题与

主观态度问题两大类。问卷的效度和信度分别为

89.3%与86.6%，符合要求。采用分层抽样法，分别

抽取大、中、小学生各600人，共发出调研问卷1800

份，收回有效问卷1597份，回收率达88.7%。

全部数据采用SPSS11.5统计软件在计算机上

进行统计与处理。

3 结果与分析
3.1 南京市学生体育锻炼活动的现状

3.1.1 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频率及时间

在被调查的南京市学生中，经常参加体育锻

炼的人数为610人，占被调查人数的38.20%。在

参加体育锻炼的学生中，每周锻炼 1～2 次者占

38.40%，每周锻炼3～4次者占18.40%，每周锻炼5

次以上者占 43.20%；每次锻炼不足 30min 者占

22.88%，每次锻炼30～60min者占33.64%，每次锻

炼60min以上者占43.48%（见表1）。调查中还发

现，大部分学生仅掌握了１～２种锻炼方法，体育

能力差，这与几十年一直贯制的以运动技术为重

点的教学形成反差，同时说明，体育教育应该从应

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体育教学需要不断改革

和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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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南京市学生每周参加体育锻炼的次数及时间一览表（n=1597）

1～2次

3～4次

5次以上

每周参加体育锻炼的次数 每次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间

n

624

295

678

%

39.10

18.49

42.45

不足30分钟

30～60分钟

60分钟以上

n

365

705

527

%

22.86

44.15

32.99

3.1.2 参加锻炼的目的

对学生体育意识、健身意识及体育能力的调

查分析结果表明，19.2%的学生对《阳光工程计

划》根本不了解，27.7%的学生知道一点，这说明

该计划在学校中的宣传力度不够。学生们对“体

育锻炼是我们成长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

面”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其赞同率达到了98.5%。

84％的中学生对体育较正确的认识，他们认为参

加体育活动是为了增强体质、增进健康。这说明，

中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目的是明确的，其动机主流是

好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表2显示，南京市学生参

加体育锻炼的主要目的是增强体质，选择这一目的

的人数占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总人数的86.50%，这说

明南京市学生的体育文化知识匮乏，对体育的功能

与作用认识不够深入，仅仅停留在最基本的层面

上。其中，女生参加体育锻炼的目的是为了保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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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苗条，说明女中学生更有追求美的心理倾向。调

查还显示，学生不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原因是没有

时间，其中由于学习任务重而导致无法参加体育锻

炼排在首位。

3.1.3 体育锻炼的地点与项目

调查显示，南京市学生选择锻炼的地点主要是学

校体育场馆，选择这一项的人数占总人数的93.3%。

在参加体育锻炼的项目选择上，排在前4位的分别是

跑步、健美操舞蹈、球类和武术，长走和登山排在第5、

6位，最后依次是其它项目、游泳和气功（见表3）。

表2 南京市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目的一览表（多选，n=2185）

n

%

排序

增强体质

1890

86.50

1

减肥健美

76

3.48

3

消遣娱乐

163

7.46

2

参加比赛

9

0.41

6

社交

3

0.14

7

治疗疾病

25

1.14

4

其它

19

0.87

5

3.2 南京市学生体育锻炼活动特点分析

3.2.1 学生体育锻炼项目的新潮化

学生是社会最活跃的群体之一，也是最容易接

受新事物的受众。在体育锻炼热潮之中，他们的这

一特点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虽然南京市经济相对

东南沿海城市落后，但学生在各种体育锻炼中新兴

项目的喜欢程度并不落后，一些海外或东南沿海地

区青少年开展的各种体育健身的活动形式很快传

入并流行起来。如街舞、轮（板）滑、攀岩、跆拳道、

三人篮球、五人足球等等，这些项目基本上在所有

的大、中、小学校学生中不同程度的受到了青睐。

3.2.2 学生的体育需求呈现多元化

调查显示，学生对体育的需求已经不再是单一

形式，而是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体育

锻炼项目的需求多元化，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体育项

目，而是追求新潮化；体育锻炼组织形式的多元化，

不再局限于体育课，而是多种自发形式，如三五好

友自己找地方练习、参加俱乐部等；体育锻炼场所

的多元化，不再局限于学校，而是从学校走向健身

俱乐部、家庭和社区。新时期的这一新趋势和新特

点，对学校体育的规划和发展提出了挑战，也为全

民健身的推广找到了新的出路和方式。

3.2.3 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不平衡性

参加体育锻炼活动的不平衡性在南京市的学

生中异常显著，主要体现在参加锻炼的学生存在着

性别上的不平衡性，男生参加锻炼的人数远远多于

女生；大学和小学生参加锻炼的次数远远大于中学

生；文化课学习与体育锻炼行为发展严重不平衡，

成绩好的学生几乎不运动，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则参

与体育锻炼行为非常好。

3.3 制约南京市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因素

3.3.1 南京市学生的体育健康意识较强，但运动能力

及参与意识较差。

根据《阳光工程计划》要求，学生体育教学应注

重培养学生体育锻炼的技能，使他们逐步形成自觉

锻炼身体的习惯，要使学生充分认识到无论从体能

还是心理，都将体育锻炼作为不是别人要我练，而

是为了健康自觉练的高度境界，从中牢固树立终身

体育的观念，把体育锻炼放在人生发展的重要位置

上。事实上，南京市的中小学体育课并没有给学生

教会一项终身锻炼的运动技能，大多数学生到了大

学才能学到一门专项运动机能，造成了学生有体育

意识而无体育参与能力的怪现象。中小学学校应

充分利用有限的体育课堂，并经常开展丰富多彩的

课外体育活动，满足不同学生的体育需求，使每个

学生掌握一项体育锻炼技能。

3.3.2 学习压力大，没有时间严重地影响着学生的体

育锻炼行为

学校体育工作要按照《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的

要求，保证学生每天有一小时的锻炼时间。目前

中、小学生锻炼时间的不足，严重地制约着学生参

与体育锻炼的行为。大多数中小学学校片面追求

升学率，所以，违背国家教委开课之规定，私自增加

课时，加班加点，造成了中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不得

不放弃自己的锻炼机会。大学生在这方面则相对

好于中小学学生，虽然他们就业和学业压力较大，

表3 南京市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项目一览表（n=2185）

n

%

排序

跑步

561

25.68

1

游泳

103

4.71

8

球类

344

15.74

3

气功

34

1.56

9

武术

250

11.44

4

长走

208

9.52

5

登山

141

6.45

6

健身操舞蹈

433

19.82

2

其它

111

5.0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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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每天进行锻炼的时间还是有的。作为上级教育

行政部门应随时随地对学校进行全方位的检查，发

现与《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不相符的学校，教育行政

部门要勒令他们限期改进，对于累教不改的学校领

导和他人要给予行政处分，对造成学生身心健康受

到损害的要降职或追究刑事责任。

3.3.3 学校环境差阻碍了学生参加体育运动的积极

性。

南京市学生虽然体育意识较强，但运动参与能

力较低，客观上与学校体育环境有很大的关系。调

查显示，南京市学生能拥有的体育场地仍然偏少，

各校体育教师的配备、体育场地的拥有量及体育经

费的投入均不平衡，在外部环境上影响学生体育锻

炼的积极性。为了让学生拥有锻炼的场所与器材，

学校各级领导要重视体育场馆的建设，教育行政部

门应把体育场馆建设列为学校是否符合办学条件

的大事来抓。学校要在现有的条件下，以改造旧设

施为重点，在长效果，少投入的原则上进行扩建和

改造，以适应学生的需求。

4 结论和建议
4.1 南京市现行学校体育及体育课已不能满足学生

的广泛需求，学生的体育需求呈现多元化、新潮化

和自主化的新特点并已走向社会。应及时把握这

一新趋势和新特点，支持和引导学校体育与社会体

育的互联和互补，才能促使学校的体育锻炼活动在

更大的范围内健康、有序地发展并取得更大的成

效。

4.2 提高教师素质，充分发挥其在教学改革中的作

用。 随着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体育教师急

需更新观念，迎接时代对我们的考验。一定程度上

讲，学习与研究健身教育方面的系统知识，是体育

教师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我们应该在体育教学改

革中，树立科学的健身意识、传授健身原理、健身方

法以及健身效果评价的基本知识，推广人们认同的

健身行为。

4.3 体育锻炼是学生增强体质的重要途径之一，建

议学校加强对学生进行体育锻炼的指导、培养和培

训，以提高他们的体育参与能力。

4.4 学生是国家未来发展的栋梁，他们的体质关系

着国强民盛，因此，建议社会各方关注他们的体质，

多方加大对学校体育设施的投资，为学生参加体育

锻炼提供必要的条件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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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using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the author has made investigation on physical activity
condition of 1800 students in Nanjing city，and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features of students' physical
activities in Nanjing city. On the basis of the students' achievement in it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for developing the physical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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