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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调查安徽省中小学生校外体育培训、体育锻炼及体育竞赛等校外体育参与现状，分析安徽省中小学生校外体育参

与的影响因素，探讨安徽省中小学生校外体育治理途径。[方法]向安徽省16个地级市中小学生发放问卷3 920份，用SPSS20.0

软件进行统计描述，采用统计学分析对不同性别学生校外体育参与的情况进行比较。[结果](1)参与校外体育培训的学生比例

不高，超过50%的安徽省中小学生没有参加任何培训，男、女生在参与校外体育培训方面的人数比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x2=

70.119，P＜0.05）。（2）经常参加校外体育锻炼的学生比例较低仅为24.22%，偶尔参加和不参加校外体育锻炼的学生分别占

61.56%和14.22%，男、女生在参加校外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x2 =102.357，P＜0.05）。（3）经常参加校外体育

竞赛的学生比例较低仅为11.87%，偶尔参加和从不参加校外体育竞赛的学生分别占47.17%和40.96%，男、女生在参加校外体

育竞赛方面的人数比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x2 =9.465，P＜0.05）。[结论]当前安徽省中小学生参与校外体育培训、体育锻炼及

体育竞赛的总体比例不高、性别差异显著、不同学段差别较大，学生对校外体育参与的期望主要在于增加青少年体育活动组织

等软件需求、体育场地设施保障等硬件需求及科学健身指导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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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quo of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off-campus sports in Anhui

province, such as physical training, physical exercise and sports competition, analyze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discuss solutions to its management. [Methods]3 92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to school students in 16

prefectural cities in Anhui province, and 3 699 of them were recovered and valid. SPSS20.0 software was used for

statistical description, and statistic analysis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participations of both genders. [Results] The

proportion of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raining was small, more than 50% of them did not participate in any training,

and the proportion of both gender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x2=70.119, P<0.05). The proportion of students

frequently participating in physical exercise was only 24.22% , while those occasionally and rarely participating

accounted for 61.56% and 14.22% respectively. The difference in participations of both gender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x2=102.357, P<0.05). The proportion of students frequently participating in competitions was only

11.87% , while those occasionally and never participating accounted for 47.17% and 40.96% respectivel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oth genders participating in competition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x2=9.465, P<0.05), etc..

[Conclusion] The proportion of present school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off-campus sports trainings, physical

exercises and sports competitions was low, and there'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genders and different schooling

stages. School students' expectations for off-campus sports are demands for the increase of youth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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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国家在《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1]等法规政策多次强调了中小学生校外体育参

与的重要性。 2019年7月，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

教育司司长王登峰在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新

闻发布会上指出：“中小学生每天在校内要有一小

时的体育活动，离开学校之后，到家里也要参加一

小时室外活动，即每天两小时的体育锻炼活动”[2]。

我国学者也对校外体育进行了系列理论研究。学

者们通常把青少年人群界定为学前教育阶段至大

学阶段，即年龄分布在5～22岁, 其中中小学生是青

少年人群的主体人群[3]。校外体育是指在学校之外

不以学校为主体组织参加的体育健身活动，是学校

体育的延续和补充，主要形式有社区体育活动、公

园广场体育活动、社会体育竞赛、体育兴趣班、寒暑

假、传统节日、双休日体育活动等 [4]。校外体育辅

导是青少年参与体育锻炼的主要行为方式，已被

社会、家长和青少年广泛认可[5]，其锻炼效果较好，

青少年校外体育辅导是提升青少年体质健康的重

要路径 [6-7]。以相关研究成果为理论基础，以国家

政策为研究背景，文章运用文献资料、问卷调查等

方法从校外体育培训、校外体育锻炼、校外体育竞

赛 3 个方面研究了安徽省中小学生当前校外体育

参与现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为今后地方和国家

制定校外体育参与保障政策及构建治理体系提供

参考。

1 研究方法

1.1问卷调查法

课题组向中小学体育教研员、学校体育专家等

发放2轮专家问卷后修改制定了问卷。分别采用专

家评定法、重测法对问卷进行效度检验和信度检

验，结果表明，问卷信度和效度均较高；采用随机抽

样的方式在安徽省16个地级市小学、初中和高中发

放问卷 3 920份，回收有效问卷 3 699份，有效回收

率 94.36%。有效问卷中男生 1 888 名、女生 1 811

名，分别占比51.04%、48.96%；小学一年级至高中三

年级各年级的人数分别占总数的 5.76%、6.06%、

14.25% 、5.97% 、8.73% 、6.65% 、9.19% 、15.65% 、

2.76%、7.38%、11.95%、5.65%。

1.2 数理统计法

运用Excel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常规统计和处

理，用SPSS20.0软件进行统计描述，采用卡方检验

对不同性别学生校外体育参与的情况进行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取 P＜0.05，差异非常有统计学意

义取P＜0.01。

2 研究结果

2.1 安徽省中小学生参与校外体育培训现状

2.1.1 参与校外体育培训的总体情况

在被调查的 3 699 名中小学生中，付费参加校

外体育培训（简称付费培训）、免费参加校外体育培

训（简称免费培训）、付费和免费参加校外体育培训

都有（简称付费和免费培训）、无校外体育培训（简

称无培训）的人数及比例如表 1所示。从表 1可以

看出，男生参加校外体育培训的比例略高于无校外

体育培训的比例，女生则相反。经统计学分析，男、

女生参与校外体育培训方面的人数及比例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x2=70.119，P＜0.05）。总体上看，参

与校外体育培训的比例略低于未参加校外体育培

训的比例。

小学阶段，一年级和五年级参加校外体育培训

的人数比例在40%以下，其他几个年级的比例都在

40%以上，其中六年级的比例达到了 50.81%；初中

阶段，随着年级的增长，参加校外体育培训的学生

比例递减；高中阶段，高二年级参加校外体育培训

的人数比例最低，仅有 26.02%，整体的人数比例均

不高，要低于初中年级和小学阶段（表2）。

2.1.2 参与校外体育培训的机构、场所及动机情况

培训机构的属性和场地的收费状况会影响中

小学生参与培训的积极性。据本次调查，为安徽省

中小学生提供校外体育培训的服务机构主要有青

少年体育俱乐部、社区、专业体育协会和商业俱乐

organizations, the guarantee for sports facilities, and the guidance for scientific fitness training.

Keywords: school student; off-campus sports training; off-campus physical exercise; off-campus sports

competition; participation in sports

付费培训

免费培训

付费和免费培训

无培训

合计

人数

339

338

153

1 058

1 888

比例/%

17.96

17.90

8.10

56.04

100.00

人数

166

299

141

1 205

1 811

比例/%

9.17

16.51

7.79

66.54

100.00

人数

505

637

294

2 263

3 699

比例/%

13.65

17.22

7.95

61.18

100.00

表1 安徽省中小学生参与校外体育培训总体情况一览表

男生 女生 总数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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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或公司等机构，其中，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是安徽

省中小学生参与校外体育培训的主要机构（图1a）；

安徽省中小学生接受校外体育培训的场所（此题为

多选题）有居住地附近的学校、户外空地、公园或城

市广场、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场馆、社区场馆、专业体

育协会场馆、商业俱乐部或公司场馆，其中，居住地

附近的学校是学生接受校外体育培训的主阵地，商

业俱乐部或公司场馆提供的场地比例最小（图

1b）。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民办非企业、政府和社

会组织等公益性机构所占的比例不高；学校场地、

不收费场地、低收费场地是中小学生校外体育培训

的主场地。本次调查显示，学生参与校外体育培训

的动机（此题为多选题）多样且健身目的明显，其中

以锻炼身体为目的的学生最多，达55.61%（图1c)。

2.2 安徽省中小学生参与校外体育锻炼现状

2.2.1 参与校外体育锻炼的总体情况

安徽省中小学生平时参加校外体育锻炼现状特

征为经常参加人数比例较小、性别差异显著（表3）。

经统计学分析，男、女生在参加校外体育锻炼的人数

比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x2 =102.357，P＜0.05）。

小学阶段，四年级学生经常参加校外体育锻炼

的人数比例（28.96%）最高，一年级学生经常参加校

外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21.13%）最低；初中阶段，

初一年级学生经常参加校外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

（36.47%）最高，初二年级学生经常参加校外体育锻

炼的人数比例（27.98%）最低；高中阶段，高三年级

学生经常参加校外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20.57%）

小学一年级

小学二年级

小学三年级

小学四年级

小学五年级

小学六年级

初中一年级

初中二年级

初中三年级

高中一年级

高中二年级

高中三年级

班级

人数

213

224

527

221

323

246

340

579

102

273

442

209

人数

82

97

245

106

112

125

155

212

35

87

115

65

占本年级比例/%

38.50

43.30

46.49

47.96

34.67

50.81

45.59

36.61

34.31

31.87

26.02

31.10

人数

131

127

282

115

211

121

185

367

67

186

327

144

占本年级比例/%

61.50

56.70

53.51

52.04

65.33

49.19

54.41

63.39

65.69

68.13

73.98

68.90

参与校外体育培训 未参与校外体育培训
年级

表2 安徽省各年级学生参与校外体育培训情况一览表

a.安徽省中小学生校外体育培训服务机构占比

b.安徽省中小学生接受校外体育培训场所情况

c.安徽省中小学生参与校外体育培训动机

图1 参与校外体育培训的机构、场所及动机情况

表3 安徽省中小学生参加校外体育锻炼的总体情况一览

经常参加

偶尔参加

从不参加

合计

人数

589

1 051

248

1 888

比例/%

31.20

55.67

13.14

100

人数

307

1 226

278

1 811

比例/%

16.95

67.70

15.35

100

人数

896

2 277

526

3 699

比例/%

24.22

61.56

14.22

100

年级

小学一年级

小学二年级

小学三年级

小学四年级

小学五年级

小学六年级

初中一年级

初中二年级

初中三年级

高中一年级

高中二年级

高中三年级

人

数

45

55

117

64

73

67

124

162

31

47

68

43

占本年级

比例/%

21.13

24.55

22.20

28.96

22.60

27.24

36.47

27.98

30.39

17.22

15.38

20.57

人

数

129

131

359

131

188

164

176

355

52

179

292

121

占本年级

比例/%

60.56

58.48

68.12

59.28

58.20

66.67

51.76

61.31

50.98

65.57

66.06

57.89

人

数

39

38

51

26

62

15

40

62

19

47

82

45

占本年级

比例/%

18.31

16.96

9.68

11.76

19.20

6.10

11.76

10.71

18.63

17.22

18.55

21.53

年级

人数

213

224

527

221

323

246

340

579

102

273

442

209

经常参加 偶尔参加

表4 安徽省各年级学生校外体育锻炼情况一览表

偶尔参加

男生 女生 总数
类型

百
分

比
/%

百
分

比
/%

百
分

比
/%

锻炼身体 个人爱好 发展特长 升学考试 运动考级 当运动员

··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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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高二年级学生经常参加校外体育锻炼的人数

比例（15.38%）最低。总体上看，初中生经常参加校

外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略高于小学阶段和高中阶

段，高中阶段最低（表4）。

2.2.2参与校外体育锻炼的频率、时长及组织形式

学生参与校外体育锻炼频率为1次/周、1～2次/

周、是 3～4次/周、≥ 5次/周的占比分别为 12.84%、

54.58%、23.60%、8.98%（图2a），可见，每周锻炼1～2

次的学生最多，每周锻炼 5次及以上的学生最少。

学生参与校外体育锻炼时长≤30 min的占比最高，

为 44.60%；其次是锻炼时长为 30～60 min，占比

39.08%；锻炼时长＞60 min 的占比最低，为 16.32%

（图 2b）。学生参与校外体育锻炼的组织形式方面

（此题为多选题），和同学、朋友一起参与校外体育

锻炼占比最高，为 59.08%；其次是和家人一起参与

校外体育锻炼，占 50.64%；再次是独自一人参与校

外体育锻炼和参与社会体育活动，分别占 17.07%、

11.51%；其他组织形式较少，占9.69%（图2c）。学生

参与校外体育锻炼接受指导情况方面，有一半左右

的学生没有人指导（占 50.05%），仅 1/3左右的学生

有专业人士指导（占29.12%），另外20.83%的学生有

人指导，但并非专业人员（图 2d）。总体来说，学生

参与校外体育锻炼频率较低、每次锻炼时长较短、

自我组织是主要的组织形式、基本无专业指导。

2.2.3参与校外体育锻炼的场所及项目情况

学生参与校外体育锻炼的场所方面（此题为多

选题），在居住地附近的空场地进行校外体育锻炼

学生占比最高，为50.54%；其次为在公园进行锻炼，

占比45.81%；再次为在居住地附近的学校场馆进行

锻炼，占比 34.89%；其他的还有在免费社会体育场

馆、付费商业体育场馆、其他场所进行锻炼，占比分

别为 25.57%、11.70%、16.16%（图 3a）。学生对校外

a.安徽省中小学生校外体育锻炼各频率占比

c.安徽省中国小学生参与校外体育锻炼的组织形式

b.安徽省中小学生参与校外锻炼的各时长占比

频率/（次·周－1）

1～2

百
分

比
/%

百
分

比
/%

百
分

比
/%

3～41

12.84

23.60

54.58

8.98

60

50

40

30

20

10

0
≥5

50
45
40
35
30
25
20
15
10

5
0

16.32

＞6030～60≤30

时长/min

39.08
44.60

独
自
一
人

和
家
人
一
起

和
同
学
、朋

友
一
起

参
与
社
会
体
育
活
动

其
他
组
织
形
式

9.6911.51

50.64
59.08

17.07

70

60

50

40

30

20

10

0

a.安徽省中小学生校外体育锻炼场所选择情况

b.安徽省中小学生对校外体育锻炼场地数量满意度情况

百
分

比
/%

较满意很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很不满意 从不关心

45

40

35

30

25

20

15

10

5

0

1.65

7.38
4.43

42.44

24.47

19.63

c.安徽省中小学生对校外体育锻炼场地质量满意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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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安徽省中小学生校外体育锻炼接受指导情况

图2 安徽省中小学生参与频率、时长及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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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安徽省中小学生校外体育锻炼项目选择情况

图3 参与校外体育锻炼的场所及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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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锻炼场地数量很满意仅占 20.25%，较满意占

25.84%，一般占 39.71%，不满意占 4.76%，很不满意

占 2.11%，从不关心占 7.33%（图 3b）。学生对校外

体育锻炼的场地设施质量很满意的占19.63%，较满

意的占 24.47%，一般的占 42.44%，不满意的占

4.43%，很不满意的占 1.65%，从不关心的占 7.38%

（图3c）。学生参与校外体育锻炼的项目（此题为多

选题）以跑步和球类项目为主（图3d）。

总体来说，安徽省中小学生校外体育锻炼的场

所主要集中在空地、公园及居住地附近的学校体育

场地，且满意度不高。中小学生的体育运动兴趣和

技能主要来自学校体育的培养，校外体育需求更趋

向于学校体育的项目和场地设施，然而公园、住宅

小区等社会性体育场地设施多是成年化、老年化特

点，不能满足中小学生的校外体育需求。学校体育

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是缓解我国当前全民健身场

地设施供给不足问题的重要途径[8]。尽管青少年学

生校外体育锻炼是全民健身的范畴，但以功操拳为

主的普通大众健身活动项目明显不受青少年学生

欢迎，当代的青少年学生是受过学校体育系统教育

的一代，对运动项目的掌握和需求要明显高于当前

中年老人，他们需要从有氧运动、球类运动、极限运

动、水上运动、冰雪运动、户外活动等运动项目中得

到更有效的锻炼和更多方面的心理满足。他们更

倾向于通过大肌肉群、大关节参与以及足够的运动

负荷对人体的身心产生剧烈的刺激[11]。

2.2.4学生所在社区体育活动开展情况

家庭、学校和社区是中小学生完整性教育的三

重场域，共同承担着以体育方式促进中小学生健康

成长的使命与责任[12]，社区是中小学生校外体育锻

炼的主阵地，社区青少年体育活动开展对中小学生

校外体育促进的作用不容忽视。安徽省中小学生所

在社区青少年体育活动经常组织的比例极小且满意

度不高，学生所在社区的青少年体育活动的组织情况

方面，无人组织的占39.58%、偶尔组织的占 36.33%、

经常组织的占 10.98%、从不关心的占 13.11%（图

4a）。由于活动组织与开展的较少，导致学生在社区

的体育活动参与情况方面不容乐观，有50.02%的学

生从未参与过社区组织的体育活动，有41.25%的学

生偶尔参与社区组织的体育活动，仅有 8.73%的学

生经常参与社区组织的体育活动（图4b）。

2.2.5学生对参与校外体育锻炼重要性的认识及家

长的态度

参加体育锻炼对中小学生当前的重要程度方

面，有 28.82%的学生认为非常重要，有 39.82%的学

生认为重要，有28.30%的学生认为一般，有1.09%的

学生认为不重要，有1.97%的学生认为没有意义（图

5a）。家长对学生参加校外体育活动的态度方面，有

37.44%的学生家长非常支持，有42.47%的学生家长

比较支持，有17.38%的学生家长态度一般，有0.76%

的学生家长不支持，有 1.95%的学生家长非常反对

（图 5b）。总体上学生对校外体育锻炼的重要性认

识较高，家长也较为支持。

2.3 安徽省中小学生参与校外体育竞赛现状

2.3.1参与校外体育竞赛的总体情况

安徽省中小学生参加校外体育竞赛的总体特

征表现为经常参加比例较小、性别差异显著，不同

学段差别较大。在 3 699名中小学生中，有 11.87%

的学生经常参加校外体育竞赛，有47.17%的学生偶

尔参加校外体育竞赛，有40.96%学生从不参加校外

a.安徽省中小学生所在社区青少年体育活动组织情况

b.安徽省中小学生参与所在社区体育活动情况

图4 安徽省中小学生所在社区体育活动开展情况

a.安徽省中小学生对参与校外体育锻炼重要性的认识

b.安徽省中小学生家长对学生参加校外体育活动的态度

图5 安徽省中小学生对校外体育锻炼重要性的认识及家长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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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竞赛。其中，有13.45%的男生和10.22%的女生

经常参加校外体育竞赛，有46.66%的男生和47.71%

的女生偶尔参加校外体育竞赛，有39.88%的男生和

42.08%的女生从不参加校外体育竞赛（表5）。经统

计学分析，男女生在参加校外体育竞赛方面的人数

比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x2=9.465，P＜0.05）。

小学阶段，五年级学生经常参加校外体育竞赛

的人数比例最高，为 12.38%；三年级学生经常参加

校外体育竞赛的人数比例最低，为 8.73%。初中阶

段，初一年级学生经常参加校外体育竞赛的人数比

例最高，为 22.65%，初二年级学生经常参加校外体

育竞赛的人数比例最低，为 14.34%。高中阶段，高

三年级学生经常参加校外体育竞赛的人数比例最

高，为 11.00%，高二年级学生经常参加校外体育竞

赛的人数比例最低，为6.56%。总体上看，初中生经

常参加校外体育竞赛的人数比例略高于小学阶段

和高中阶段，高中阶段最低，具体如表6所示。

2.3.2参与校外体育竞赛的组织者、场所及家长态度

安徽省中小学生参加的校外体育竞赛的组织

者情况方面（此题为多选题），组织者为青少年体育

俱乐部的占比最多，为32.02%；其次是社区或政府，

占29.16%；再次为专业体育协会，占15.43%；最少的

商业俱乐部或公司，占 11.55%；其他组织形式占

52.45%（图6a），说明组织形式多样。学生参加校外

体育竞赛的场所方面（此题为多选题），最多是户外

空地，占45.36%；其次是居住地附近学校体育场地，

占42.03%，再次是公园或城市广场，占38.98%；最少

的商业俱乐部或公司场馆，占 10.45%，具体如图 6b

所示。家长对学生参加校外体育竞赛的态度方面，

大部分家长支持学生参加校外体育竞赛，仅有

1.16%的家长不支持和1.40%的家长非常反对，具体

如图6c所示。

从图 6可以看出，当前安徽省中小学生校外体

育竞赛的组织者主要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社区或政

府、专业体育协会等非营利性组织，体育竞赛的场

所主要集中在户外空地、居住地附近学校体育场

地、公园或城市广场等免费场所，家长较支持学生

参加校外体育竞赛。

2.4 参与校外体育的制约因素及需求期望

安徽省中小学生参与校外体育的制约因素方

面（此题为多选题），从调查结果来看，制约因素较

多，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时间、缺乏组织和指导、场

地器材缺乏，具体如图7a所示。政府和社会今后能

表5 安徽省中小学生参加校外体育竞赛的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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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安徽省不同年级学生参加校外体育竞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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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安徽省中小学生校外体育竞赛的组织者情况

b.安徽省中小学生校外体育竞赛的场所情况

c.安徽省中小学生家长对学生参加校外体育竞赛的态度

图7 安徽省中小学生参与校外体育的制约因素及需求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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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怎样的保障是学生当前比较关心的问题。调

查发现，安徽省中小学生对校外体育需求的期望

（此题为多选题）主要集中在软硬件保障和科学健

身指导上（图7b）。

3 讨论

3.1中小学生校外体育培训

中小学生校外体育是学校体育的有机互补部

分，是学校体育资源的有益补充，是学生体质健康

持续提升的主空间。校外体育培训是校外体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发展学生

的体育特长以及运动员的选拔与早期培养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安徽省中小学生校外体育培

训的比例不高，可能与学生课业负担重、校外体育

培训服务供给不足、家长经济承受能力等方面有

关。7～12岁是掌握运动技能的最佳年龄段，加强

运动技能学习，有助于将来适应不同的运动项目和

运动环境，增加运动自信，提高体育参与意识[11]。安

徽省小学生参加校外体育培训的比例高于中学阶

段，有利于运动技能的普及。随着年级的增加，学

业任务和压力的增大，学生参加校外体育培训的比

例逐渐下降，高中生的比例最小，与高考压力有很

大关系。为安徽省中小学生提供校外体育培训服

务的机构主要是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专业协会、社

区等，相对而言，商业俱乐部或公司等市场组织没

有发挥出提供服务的功能。随着安徽省经济发展

水平逐步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以及国

家对体育培训业的持续支持，安徽省中小学生校外

体育培训业发展前景将有广阔的空间。在我国学

生体质健康状况依然不容乐观的状况下，安徽省中

小学生参与校外体育培训的动机以健身为主，反映

出学生及家长对校外体育培训的认识较为理性，其

次是个人爱好发展特长、升学考试等，多样化的动

机能催生多样化的需求，有利于中小学生校外体育

培训业的多样化发展。

3.2中小学生校外体育锻炼

7～18 岁中小学生正处于生长发育关键时期，

体育锻炼有促进人体骨骼、肌肉生长，增强心肺功

能，改善循环、消化及呼吸系统的作用，对培养健美

体态、提高学习能力、消除疲劳、调节情感、预防疾

病有着积极的重要意义[12－13]。安徽省中小学生经常

参加校外体育锻炼的学生比例较低，说明学生放学

后和节假日参加体育锻炼的积极性不高，或是锻炼

习惯没有普遍养成，或是课业负担重、体育锻炼场

地缺乏等客观因素导致；初中生经常参加校外体育

锻炼的人数比例略高于小学阶段和高中阶段，高中

阶段最低。原因主要有：小学生独立能力差需要家

长陪伴才能参与校外锻炼，导致参与校外体育锻炼

的比例较低，高中生因学习压力最大导致校外体育

锻炼的比例很低；安徽省中小学生有组织的校外体

育锻炼较少，说明学生所在社区缺乏体育组织。校

外体育锻炼的场所主要集中在空地、公园及居住地

附近的学校体育场地等免费场地，项目以跑步和球

类项目为主，原因主要是跑步较为简单易行，球类

运动是学校体育的主要内容，学生校外从事这些项

目进行锻炼具有一定的技能基础；社区是中小学生

校外体育锻炼的主阵地，安徽省中小学生所在社区

青少年体育活动经常组织的比例极小且满意度不

高，说明安徽省社区建设没有发挥出体育锻炼、社

会服务等综合功能，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学生对校

外体育锻炼的重要性认识较高，家长也较为支持，

说明体育锻炼的价值已经深入人心，尽管由于种种

原因目前参与体育锻炼中小学生比例不高，但可以

认为校外体育锻炼具有较大的需求。

3.3中小学生校外体育竞赛

体育竞赛活动能培养学生团队合作、尊重对

手、遵规守纪和顽强拼搏的精神，有助于学生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实现体育育人的重要途

径[14]。校外体育竞赛是校外体育培训和校外体育锻

炼的升华和检验，是提高参与者积极性最直接的措

施。安徽省中小学生参加校外体育竞赛的总体比

例较小，其中初中生比例略高于小学生和高中生，

a.安徽省中小学生认为校外体育参与的制约因素

b.安徽省中小学生对校外体育需求的期望

图7 安徽省中小学生参与校外体育的制约因素及需求期望

百
分

比
/%

没
有
时
间

经
济
条
件
有
限

缺
乏
组
织
和
指
导

场
地
器
材
缺
乏

缺
少
伙
伴

从
不
关
心

对
体
育
参
与
没
有
兴
趣

其
他

百
分

比
/%

设
施
保
障

增
加
青
少
年
体
育
活
动
组
织

青
少
年
体
育
活
动
指
导

居
住
地
附
近
学
校
体
育
场
地

运
动
损
伤
防
治
知
识

传
授
健
身
路
径
使
用
方
法
等

传
授
运
动
营
养
知
识

50
45
40
35
30
25
20
15
10
5
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46.36

32.09
28.71

20.68 18.36

6.35

23.66

6.41

62.3463.91 61.09 60.12

49.34 45.77
42.63

·· 76



第3期

高中阶段最低。这种现状与全省中小学生竞赛体

系有关，初中生的比赛通常有区县级、地市级和省

级，而小学生省级比赛较少；高中生由于学习压力大，

参加比赛的比例较小。当前安徽省中小学生校外体

育竞赛的组织者主要是非营利性组织，体育竞赛的场

所主要集中在户外空地、居住地附近学校体育场地、

公园或城市广场等免费场所，反映出安徽省中小学生

体育竞赛服务供给以满足基本需求为主，也反映出

体育竞赛市场还不活跃；家长较支持学生参加校外

体育竞赛，说明家长对校外体育竞赛的价值认识较

为正确，有利于校外体育竞赛活动的进一步发展，也

有利于中小学生校外体育竞赛市场的培育。

中小学生校外体育活动组织建设、场地设施建

设与完善、科学健身指导等是安徽中小学生校外体

育锻炼亟待解决的问题，反映出安徽省中小学生校

外体育参与的全面需求。在完善的物质基础上，对

追求高质量的体育参与提出了多样化的、高质量的

需求。如何进一步构建校外体育公共服务平台体

系，满足中小学生体育权利诉求[15-16]，是今后安徽省

乃至全国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的主要任务。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当前安徽省中小学生参与校外体育培训、体育

锻炼及体育竞赛的总体比例不高，性别差异显著，

不同学段差别较大，其中高中生的参与度最低；校

外体育培训和竞赛的组织者以公益性机构为主，校

外体育锻炼主要表现为学生自我组织，基本都在免

费和低收费场地开展；学生所在社区几乎没有体育

社会组织，培训和竞赛组织很少，家长较支持学生

参与校外体育，学生参与校外体育培训、锻炼目的

多样且以健身为主，是学生提升体质健康水平的内

在需求。学生对校外体育参与的期望主要在于增

加青少年体育活动组织等软件需求、体育场地设施

保障等硬件需求及科学健身指导需求。

4.2 建议

1）安徽省级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出台政策，鼓

励基层政府和教育部门开展校外体育培训、购买校

外体育培训服务，动员和支持安徽省中小学生特别

是女生参与校外体育培训，重点关注高年级的学生

校外体育培训参与情况。

2）充分落实国家和地方有关学生减负政策，为

安徽省中小学生参与校外体育锻炼留足时间，鼓励学

生积极参与校外体育锻炼；支持社区开展联合中小学

校开展校外体育活动、联合体育部门发挥社会体育指

导员的专业指导功能；加快推进学校体育场地对外开

放，加大中小学生校外体育场地和设施供给。

3）完善安徽省中小学生校外体育竞赛体系，为

学生搭建多参与面广泛、层级系统的竞赛活动平

台 [17]，通过委托专业协会和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向

企业购买服务等形式举办各类校外体育竞赛，充分

调动企事业单位场地参与学生校外体育竞赛。

4）各级政府和体育部门应积极指导社区发挥体

育功能，为学生校外体育参与筑牢阵地。鼓励社区

成立青少年体育组织或增加现有社区组织的体育功

能[18]，以学校、社区和家庭为依托，组建社会体育指导

员志愿者组织，招募、培养专业志愿者，为安徽省中

小学生校外体育参与提供专业知识和人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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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的三位内线球员都具备中远距离投篮能力，其中

周琦的罚球命中率仅为 40%。中国队又是一支较

为倚重内线进攻的球队，在比赛的焦灼时刻或者决

胜时刻这种罚球命中率是非常致命的。我们的后

卫线罚球命中率也仅仅为68%，后卫本应是场上投

篮稳定性和准确性最好的球员，从罚球次数就可以

看出来我们的前锋球员在场上可以说毫无威胁，从

罚球数据来看我们的前锋球员投篮时，防守球员不

会扑到我们的前锋球员面干扰其投篮，我们的前锋

球员几乎没有持球攻击篮筐的能力，这也就是为什

么我们的前锋球员罚球次数少得可怜的原因。回

看本届赛事，中国队主教练的排兵布阵选择也是中

国队前锋表现乏力的主要原因，在此次赛事中中国

队主教练为了提高攻防转换速度痴迷于三后卫阵

容，导致整体阵容身高不足，篮板球处于劣势，中国

队的锋线球员只有翟晓川能够获得上场机会，另外

两位优秀的锋线球员几乎得不到上场机会等等。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中国男篮在比赛中获得罚球数虽处于均值水

平，但整体罚球命中率偏低，不能很好地把握罚球

得分的机会，和世界强队相比罚球命中率（P<0.05）

存在明显差异。

2)中国队中锋球员获得罚球机会较多，说明中

国队较为倚重内线球员进攻，后卫球员和前锋球员

获得罚球机会较少，尤其是前锋球员，几乎没有罚

球机会，说明我们的前锋球员缺乏攻击性，且各个

位置球员罚球命中率不高，在前锋和中锋上和世界

强队相比罚球命中率（P<0.05）都存在明显差异。

3)中国队在比赛的第二节获得罚球机会很少且

后程罚球命中率不高，尤其是加时赛阶段。

4)中国队获得罚球机会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合理

冲撞区和三秒区，三分线内的中距离进攻区域获得

罚球机会很少，三分线外的投篮犯规获得的罚球机

会只有一次，说明中国队中远距离进攻对于防守方

来说威胁性不大，导致防守都集中在内线区域。

5）有目共睹CBA篮球联赛日趋火爆，现中国男

篮队队员在本届世锦赛中的罚球率有所下滑，形成

反差，值得好好总结。

4.2 建议

1)中国男篮应加强日常罚球、投篮的训练和比

赛，提高罚球命中率。尤其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

下，强对抗、强疲劳和强困难的时候，把握好罚球得

分的良好机会。

2)进一步加强球员不同位置的冲击力，尤其加

强前锋球员的持球进攻能力和中远距离投篮的准

确性和稳定性，早日解决“锋无力现象”。

3)加强在比赛的第二节制造罚球机会的能力,

使队员在比赛的四节时间里都可以保持较好的状

态,保证队伍在整场比赛中的强大进攻，从而能形成

对对手连续有效的进攻。

4）针对现中国男篮队队员在本届世锦赛中的

罚球率有所下滑，应进一步提升队伍的管理水平，

继续强化提高队员的拼搏、爱国和奉献等精神层面

的教育和训练。

5）随着CBA篮球联赛市场的火热，应进一步完

善比赛制度和规则完善，多一些限制外籍球员的上

场时间，以此来增加国内球员锻炼提升的机会，以

提高国家队的整体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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