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2015年 2月 4日，安徽省被列为国家新型城镇

化综合试点地区，依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安徽省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城

镇化迅速推进的时期，原先靠近中心城市的农村、

郊区被卷席般地收归城市，这样就产生了城乡结合

部，例如安徽省各地市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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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表明：安徽省高校体育场馆设施对城乡结合部社区居民开放使用的最主要形式是限制性开放、象征性收费、相关领导和体育

教师都参与了城乡结合部社区体育文化建设、学生参与城乡结合部社区体育文化建设最主要的形式是在老师的组织下跟同学

一起参与、举办体育文化活动项目最多的是乒乓球。分析了高校在城乡结合部社区体育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有其体育资源能够

为城乡结合部社区体育文化建设提供软件和硬件保障，有利于培养城乡结合部社区居民的终身体育意识，有利于推进全民健

身计划。从加强高校参与城乡结合部社区体育文化建设的规章制度建设、增加经费投入等方面提出安徽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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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sports culture in the new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Anhui province. Results show that sports facilities of 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Anhui province open to the residents in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of community to use,

and the main forms of opening is restricted opening, symbolic charges, and leaders and PE teachers are involved in

the integration of community sports culture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while students participate in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of community sports culture construction is that participate in the project, like table tennis. Analyses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y sports culture construction is that they have

sports resources to provide software and hardware security, to cultivate urban-rural fringe communities of lifetime

sports consciousness, to promote the national fitness program. From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participate in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of community sports culture, to increase funding for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urbanization in Anhui province, this paper provides some

suggestions to participate in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of community sports cultur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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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等。随着安徽省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其

城乡结合部社区体育已成为现阶段城乡结合部社

区居民健身的主要载体；社区体育文化是社区体育

的细胞[1]，由于安徽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结合

部社区体育发展时间不长，其社区体育文化建设路

径与方法还处在摸索阶段，因此多途径寻求城乡结

合部社区体育文化建设方法、策略是重中之重。安

徽省各地市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产业园区都有一

所或多所高校，拥有丰富的体育资源，例如体育场

地设施资源、体育人才资源等。为了发挥高校在安

徽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结合部社区体育文化

建设中的作用，必须使两者优势互补、两者特点有

效结合。本研究以安徽省高校参与城乡结合部社

区体育文化建设情况调查为基础，分析高校在安徽

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结合部社区体育文化建

设中的作用，旨在探索安徽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

乡结合部社区体育文化建设的新路径，可为全面健

身战略的开展与实施提供一定的参考。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安徽省合肥市、芜湖市、安庆市等三

个城市的 17所高校和 6个城乡结合部社区为研究

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 访谈法

对安徽省体育局、合肥市体育局、安徽建筑大

学、安徽师范大学、安庆师范大学、所选取的 6个城

乡结合部社区、居委会及其街道办事处等单位相关

领导和体育教师进行了电话或书面形式的访谈，获

得了安徽省高校参与城乡结合部社区体育文化建

设的许多重要资料，为本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意

见。

1.2.2 问卷调查法

1.2.2.1 问卷的效度检验

问卷发放之前，采用对问卷内容和结构作定性

评价的方法检验问卷的效度，请 5位相关专家对问

卷的指标内容和结构等按照非常合理、合理、不太

合理、不合理4个等级进行评定，专家评定结果是合

理的，说明问卷的内容效度符合本研究的调查要

求，具有有效性。

1.2.2.2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根据本研究的目的，对三类调查对象分别设计

不同的问卷，调查问卷发放数量以及有效回收率等

情况如表1所示。

1.2.3 数理统计法

对问卷调查所获取的数据，运用SPSS21.0统计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1安徽省高校参与社区体育文化建设基本情况

高校在安徽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结合部

社区体育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

高校的体育人才资源参与到城乡结合部社区体育

文化建设中去；二是城乡结合部社区居民到高校中

来感受浓厚的体育文化氛围和利用体育场馆设

施。为了解安徽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高校在城乡

结合部社区体育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本研究对回收

的有效问卷获取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到的基

本情况如下。

2.1.1 高校体育场馆设施对社区居民开放状况

现阶段，安徽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结合部

社区体育场馆设施明显不能满足社区居民的健身

需求，尤其是年青人的体育锻炼需求。这种现状

下，如果高校的体育场馆设施对城乡结合部社区居

民开放，将极大地缓解城乡结合部社区体育场馆设

施不足的现状，满足社区居民的健身需求，亦是新

型城镇化进程中高校在城乡结合部社区体育文化

建设中的作用之一。

从表 2可以看出，安徽省高校体育场馆设施对

城乡结合部社区居民开放使用状况依次是限制性

开放（79.6%）、全部开放（12.2%）、不开放（4.9%）和

问卷发

放对象

高校相关领导

和体育教师

在校大学生

城乡结合部社区相

关领导和社区居民

问卷发放

数量/份

170

510

300

回收问卷

数量/份

163

479

267

有效问

卷/份

163

458

245

有效回

收率/%

100

95.6

91.8

表1 问卷发放与回收情况一览表

表2 高校体育场馆设施对社区居民开放状况（n=245）

内容

全部开放

限制性开放

不开放

不清楚

收费较高

象征性收费

免费

不清楚

人数

30

195

12

8

21

189

26

9

占总人数比例/%

12.2

79.6

4.9

3.3

8.6

77.1

10.6

3.7

类别

开放使用状况

开放收费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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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楚（3.3%）。安徽省高校体育场馆设施对城乡

结合部社区居民开放收费状况依次是象征性收费

（77.1%）、免费（10.6%）、收费较高（8.6%）和不清楚

（3.7%）。由此可知，安徽省高校体育场馆设施已经

大部分对城乡结合部社区居民开放，限制性开放是

指上课时间、训练时间不开放。安徽省高校体育场

馆设施对城乡结合部社区居民开放收费以象征性

收费为主，收费较高是指部分场馆收费较高，例如

游泳馆。

2.1.2 高校师生参与社区体育文化建设状况

通过对安徽省体育局、合肥市体育局、安徽建

筑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安庆师范大学、所选取的 6

个城乡结合部社区、居委会及其街道办等单位相关

领导和体育教师电话或书面形式的访谈后得知，安

徽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结合部社区体育文化

建设过程中社区体育人才匮乏，而且大部分都是体

育积极分子，并不掌握体育学科相关知识。这种现

状下，如果高校的体育教师、体育社团和热爱体育

运动的学生参与到城乡结合部社区体育文化建设

中来，亦是高校雄厚的人力资源发挥了其在城乡结

合部社区体育文化建设中应有的作用。

从表 3可以看出，安徽省高校相关领导和体育

教师参与城乡结合部社区体育文化建设 1～5 次/a

的占 57.7% 、6～11 次/a的占 25.1% 、≥12 次/a的占

11.7%，不参与的占5.5%。由此可知，安徽省高校大

部分相关领导和体育教师都参与了城乡结合部社

区体育文化建设，这极大地缓解了安徽省新型城镇

化进程中城乡结合部社区社会体育指导员不足的

现状。

从表4可以看出，安徽省高校学生参与城乡结合

部社区体育文化建设的基本情况是，在老师的组织下

一起参与（84.3%）、自己单独参与（14.2）、不参与

（9.4%）、在学校体育社团组织下参与（4.1%）。由此

可知，安徽省高校学生参与城乡结合部社区体育文化

建设最主要的形式是在老师的组织下跟同学一起参

与，占比最少的参与形式是在学校体育社团组织下参

与（4.1%），这可能跟学生自发组织学校体育社团参与

过程中一些困难有关，例如人员安全问题。

2.1.3高校与社区举办体育文化活动项目状况

从表 5可以看出，安徽省高校与城乡结合部社

区举办体育文化活动项目主要是乒乓球（46.1%）、

羽毛球（42.4%）、篮球（39.2%）、广场舞或健身操

（36.7%）、拔河（34.7%）、体育健身讲座（30.6%）、健

康长跑（29.8%），很少举办社区体育节（5.3%）。通

过选取安徽省体育局、安徽建筑大学、安徽师范大

学、安庆师范大学6个城乡结合部社区、居委会及其

街道办事处等单位相关领导和体育教师的访谈后

得知，高校与城乡结合部社区举办体育文化活动

时，举办地点在高校的大约占到三成，举办地点在

城乡结合部社区的近两成，在高校和城乡结合部社

区同时举办的体育活动超过一半。

3 高校在社区体育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分析

3.1 高校的体育资源提供软件和硬件保障

相对而言，大学是中国体育的“发达地区”[2]。

高校的体育资源包括其体育文化氛围、体育人才和

体育场馆设施等。高校的体育文化氛围、体育人才

属于其软件资源，高校的体育场馆设施属于其硬件

资源。高校的体育文化氛围浓郁，在其参与城乡结

合部社区体育文化建设过程中，能够为现阶段的安

徽省城乡结合部社区体育文化建设营造体育文化

氛围；同时高校体育人才资源雄厚，包括体育专业

教师和有体育特长的大学生，能够为现阶段的安徽

省城乡结合部社区体育文化建设提供体育健身知

识以及体育文化活动的组织等软件支持。现阶段

表4 高校学生参与社区体育文化建设状况（n=458）

人数

386

65

19

43

占总人数比例/%

84.3

14.2

4.1

9.4

参与情况

在老师的组织下一起参与

自己单独参与

在学校体育社团组织下参与

不参与

注：本题为多选题。

表5 高校参与社区举办活动项目一览表*（n=245）

项目名称

体育健身讲座

健康长跑

乒乓球

羽毛球

篮球

拔河

广场舞、健身操

社区体育节

其它

次数

75

73

113

104

96

85

90

13

9

所占比例/%

30.6

29.8

46.1

42.4

39.2

34.7

36.7

5.3

3.7

注：本题为多选题。

表3 高校领导和体育教师参与状况（n=163）

参与情况

≥12次/a

6～11次/a

1～5次/a

不参与

人数

19

41

94

9

占总人数比例/%

11.7

25.1

57.7

5.5

人员

相关领导和体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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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徽省城乡结合部社区体育场馆设施配备不齐

全，而高校体育场馆设施丰富，这能够为安徽省城

乡结合部社区体育文化建设提供硬件保障。

3.2 有利于培养社区居民的终身体育意识

安徽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结合部社区作

为广大社区居民体育文化生活的载体在社会生活

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城乡结合部社区体育文化

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社区体育和谐发展的基础，在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建设目标下，加强城乡结合

部社区体育文化建设是现阶段急需完成的任务。

社区可以通过各种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化活动吸引

社区居民参与，从而增强居民之间的交往与活动，

增强成员认同感和归属感，并逐渐形成共同的价值

观和生活方式[3]。如果安徽省高校参与到其城乡结

合部社区体育文化建设中来，能够把社区不同年

龄、不同职业以及来自不同地域的居民聚集在一

起，能够增进社区居民之间的交流与感情；与此同

时，社区中广大体育文化参与者之间相互交流、相

互影响，有利于培养城乡结合部社区居民的终身体

育意识。

3.3 有利于推进全民健身计划

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安徽省社会

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其城乡结合部社区居民的生活

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也认清了身体健康和参与体育

文化活动之间的重要性。随着《全民健身计划

（2016—2020）》的贯彻执行，城乡结合部社区居民

的全民健身理念不断提高，参与社区体育文化建设

的人数愈来愈多。国家正在进行全面健身工程的

建设和推进，当前社会体育资源整体不足的情况

下，开发学校闲置体育资源，促进全民健身运动的

实施和发展，也是推进全民健身运动发展之必需
[4]。如果安徽省高校参与到其城乡结合部社区体育

文化建设中来，能够指导越来越多的个人和家庭参

与到城乡结合部社区体育文化建设中来，然后一个

社区再带动另外一个社区，长此坚持下去，有利于

推进《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

4 制约安徽省高校参与社区体育文化建设的
主要因素

4.1经费不足

经费是安徽省高校参与城乡结合部社区体育

文化建设的首要影响因素。高校体育场馆设施对

城乡结合部社区居民开放以及高校与城乡结合部

社区举办体育文化活动项目过程中都需要足够的

专项经费；然而安徽省高校参与城乡结合部社区体

育文化建设的专项经费有限，这将影响到高校在保

证学校正常的教学和训练的同时，对城乡结合部社

区居民开放体育场馆设施和举办体育活动项目。

4.2 组织协调管理机构不健全

安徽省高校参与城乡结合部社区体育文化建

设过程中都是由相关领导或者体育教师笼统地管

理，并没有相关组织管理机构来进行组织、协调和

管理，导致安徽省高校与城乡结合部社区在举办体

育文化活动项目过程中出现体育文化资源、人员等

的组织、协调障碍。因此，安徽省高校在参与城乡

结合部社区体育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应成立专门的

组织协调管理机构来有计划地、有序地进行。协调

机构要在充分掌握高校体育资源状况以及社区体

育发展需求的基础上规划高校体育和社区体育活

动互动发展的方案[5]。

4.3 人员安全问题

安徽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结合部社区的

体育场馆设施匮乏,在安徽省城乡结合部一些社区

中，还没有配备体育场地，而在高校与社区举办体

育文化活动项目过程中因体育设施质量问题、健身

器材问题以及使用安全问题是影响高校参与城乡

结合部社区体育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5 结论与建议

5.1安徽省高校参与社区体育文化建设的基本情况

安徽省高校体育场馆设施对城乡结合部社区

居民开放使用状况最主要形式是限制性开放；安徽

省高校体育场馆设施对城乡结合部社区居民开放

收费以象征性收费为主；安徽省高校大部分相关领

导和体育教师都参与了城乡结合部社区体育文化

建设；安徽省高校学生参与城乡结合部社区体育文

化建设最主要的形式是在老师的组织下跟同学一

起参与；安徽省高校与城乡结合部社区举办体育文

化活动项目最多的是乒乓球。

5.2 加强高校参与社区体育文化的规章制度建设

安徽省高校同省、市教育厅和体育局联合制定

体育场馆设施对城乡结合部社区居民开放使用等

相关规章制度，以保证有法可循，同时提高高校相

关领导对参与城乡结合部社区体育文化建设的意

识。

5.3 增加经费投入

安徽省高校增加参与城乡结合部社区体育文

化建设的专项经费，政府提高相关财政拨款比例，

多途径、多渠道吸引社会资金进行城乡结合部社区

体育文化建设。 （下转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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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调查，目前只有沈阳体育学院开设了瑜伽专

业，昆明学院、天津体育学院等少数体育院校开设

了瑜伽必修课，而且开设的时间不长，其瑜伽的教

学与人才的培养还处在摸索阶段[6]。作为培养体育

专门人才的体育院系应当看准时机，紧跟健身瑜伽

推广新形势，响应国家体育总局号召，重视瑜伽课

程的发展和相关人才的培育，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

可考虑增设瑜伽专修课程。体育院系的学生在经

过专门系统的瑜伽课程学习之后，相比其他非体育

专业出身的人员从事瑜伽教练员工作，优势明显。

一方面，体育院系的瑜伽课程将更体系化，讲究循

序渐进，而不是速成；另一方面，体育院系的学生经

过几年的相关专业课，如运功生理学、运动解剖学、

运动生物力学、运动营养、运动心理学等课程的学

习，拥有了如何进行科学指导、有效指导的基础知

识积淀，这是非体育专业出身的人短期难以超越

的。目前已有个别独立体育院校已经为体育专业

的学生开设了瑜伽专修课程，这也正是顺应社会发

展新形势的明智之举，相信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体

育院系做出这一选择。

3 结语

健身瑜伽中国化的瑜伽推广模式给高校瑜伽

教学以新的启示：（1）作为高校从事瑜伽教学的教

师，不能满足于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应当主动加强

学习，适时把握当前国内瑜伽发展新形势，以更好

地服务于教学，同时应肩负起传播健身瑜伽的职

责；（2）瑜伽理论内涵相当丰富且十分重要，当前高

校瑜伽教学应更加重视理论部分的教学，教师应酌

情安排单独的理论课，并应依据瑜伽发展新动态来

拓展理论课的内容；（3）高校瑜伽教学应将“108体

位标准”融入实践课教学的过程中，因为“健身瑜

伽”除了在一部分体式的名称及做法上给瑜伽教学

提供了参照之外，也帮助开阔了教师的教学思路；

（4）随着休闲体育的发展，瑜伽专业指导人才日益

紧俏，人才培养亦迫在眉睫。作为培养体育专业人

才的体育院系应当看准时机，紧跟健身瑜伽推广新

形势，重视瑜伽课程的发展及专业人才的培养，在

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考虑增设瑜伽专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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