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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体育设施 促进全民健身

宋天华
,

罗 萍

(乐山师范学院 体育系
,

四川 乐山 6 14 0 0 4 )

【摘 要】本文从我国国民体质的现状和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追求出发
,

着重论述 了开放各类体育设施对

促进全 民健身的作用
,

并提 出了有针对性的开放体育设施的措施
,

来规范场地设施的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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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
,

特别是近十年
,

中国社会发生了

伟大的变革
,

从而也带动了中国体育的巨大发展
。

10

年间
,

中国体育健儿在世界重大体育比赛中共获得

了 10 0 8 个世界冠军
,

在奥运会上实现了两次大飞

跃
:
在第 25 届奥运会上实现了冲击第二集团首位的

目标
,

在 20 00 年第 27 届奥运会上杀人三 甲
。

2 001

年
,

北京申办 2 008 年奥运会获得成功
。

20 02 年
,

中国

男子足球队经过 4 4 年的努力第一次出现在世界杯

足球赛的赛场上
。

从表面上看中国的确是一个奥运

强国
,

但我们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体育强国
。

一
、

我国国民体质的现状

去年底
,

国家体育总局
、

教育部
、

卫生部
、

国家计

委
、

科技部
、

国家民委
、

民政部
、

财政部
、

农业部
、

国家

统计局
、

全国总工会等
,

联合在 3 1个省
、

市
、

自治区

进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国民体质监

测工作
。

本次监测的检测指标是从体质所涵盖的身

体形态
、

身体机能和身体素质三方面确定的
。

监测对

象为 3 至 69 周岁的中国公民
。

表 1 测试对象 (样本数 )

幼儿

5 2 2 5 0

青少年

3 0 4 14 1

成人

1 5 16 5 6 5

老人

2 5 8 6 3

样本总数

5 3 3 9 10

有效数据

1 14 17 0 1 1

表 2 身体各指标统计

年龄段

2 1 ~ 2 5

2 6 ~ 3 0

3 1 ~ 3 5

3 6 ~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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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高 体重 肺活量

3 5 6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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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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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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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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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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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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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情况令人担忧
,

具体表现在
:
本应长高的不

高
,

平均降低 3 厘米左右 ; 不该重的加重
,

男女体重

较三年前平均增加 1公斤
一 3 公斤

。

血压升了
、

肺活

量降了
、

心功能差了
。

糖尿病
、

心脑血管的病率迅速

上升
。

而且心脏病也开始偷袭我国的青壮年
,

心脏

病在我国至少
“

年轻
”

了 巧 岁
。

还有我国约七成的人

处于亚健康状态
,

六成中年人健康有问题
,

到 40 岁

以后身体机能呈明显下降趋势
。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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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中国与 日本男子身高质对比 (数据单位
C m

日本

中国

7 一 1 4岁

+ 2
.

2 8

一 2
.

2 8

1 8 岁

+ 1
.

3

一 1
.

3

7 一 2 2 岁 39岁以下 0 4岁以上 5 7 一 5 9岁

+ 1
.

9 6

一 1
.

9 6

+ 0
.

68

一 0
.

68

一 1
.

2

+ 1
.

2

一 2
.

6

+ 2
.

6

而与我们隔海相望的日本
,

他们国民体质的提

高无疑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

据调查结果显示
,

中国

女生同日本女生身高平均值相等 ; 我国男子身高总

体上呈增长趋势
,

但增长幅度比 日本同龄人低
,

不

但身高上我们比不上 日本
,

在体重
、

围度
、

皮褶厚

度
、

心肺功能
、

力量
、

耐力
、

柔韧性等方面也没有任

何优势可言
。

可见全民健身
,

增强全民体质势在必

行
。

二
、

开放体育设施应采取的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
,

我国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绩
,

但我们还不富裕
。

加上人 口基数较大
,

人

均占有量就少得可怜
。

要最大限度的给人们提供体

育锻炼场地和设施
,

就应该开放一切可能开放的体

育设施供人们使用
。

早在 19 9 5 年国家体委发布的关

于贯彻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 》实施
“

全民健身一二一

1二程
”

的意见中就提出
:
体育场地设施是群众开展

体育健身活动的基本物质条件
。

在我 国财力有限的

情况下
,

首先是使国有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
,

并要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
。

但现有的各种体育场地

设施向社会开放
、

满足群众的需要还有较大差距
。

现有开放的体育设施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

求
,

建议最大程度的开放以下几类拥有体育设施的

地方
,

来缓解体育设施匾乏的燃眉之急
,

以促进全

民健身运动的开展
。

(一 )开放学校体育设施

目前我国约有 2 4 0 万所中小学
,

10犯 所全日制

高校
,

他们都有比较完整和相对独立的体育设施
。

据不完全统计 ; 这些学校的体育设施占我国总体育

设施总量的 62
.

1%
。

也就是说大部分的体育设施都

在学校
,

但是大多数学校的体育设施使用率都非常

的低
。

特别是在周末和节假日
,

大部分中小学的体

育设施几乎无人使用
。

有些学校为了安全管理将学

校体育场所封闭起来
,

真令人费解
。

还有一些条件

比较好的大学
,

场地设施非常完备
,

但是收费却相

对较高
,

一些学生根本无法承受
。

无疑就造成场地

的闲置
,

不但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

而且高昂的场

地维护费用已经成了一些高校的
“

心病
” 。

学校应该

向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员开放
,

并可适当收取一定费

用
,

用于体育设施管理和维护
。

这样
,

既能满足人们

的需求
,

又发挥了学校体育设施应有的作用
。

据了解
,

北京市体育局和教委专门出台了《北京

市学校体育设施对外开放管理办法》
。

目前全市有

1 13 6 所具备不同开放条件的中小学
,

其体育设施已

通过不同方式向社会开放
。

亚运村一家外企的十多

名足球爱好者
,

今年中小学放暑假期间
,

凑了两千多

元
“

份子钱
” ,

交给北京七中用于草坪足球场的管护

费用后
,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
,

每周都在这里约对手

踢上一场足球比赛
,

真正过足 了驰骋绿茵的球瘾
。

这

支业余球队的牵头人王治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

马上又要到寒假了
,

北京七中的场地又要开放了
,

我

们还要到那里去踢球
,

因为在那里踢出了感情
`2] 。

不

仅足球爱好者可以在有条件的中小学找到场地
“

开

练
” ,

喜欢打篮球和羽毛球的爱好者
,

也可 以在北京

四中体育馆等一些对外开放的学校体育馆找到锻炼

场所
。

前来健身的群众不但得到了健身的好处
,

而

且学校也得到了一部分收人
,

不但可以更好的维护

体育场馆设施
,

还可以新建一些体育设施来满足群

众不同的需要
,

同时也改善了学校的硬件设施
。

我

们一定要认识到开放学校体育设施的重要性
,

把开

放学校体育设施看作是提高国民体质的生命线
,

以

一个真正的体育强国来迎接 2 0 08 北京奥运会
。

(二 )开放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体育设施

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体育设施在全民健身的过程

中同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

第十四条就明确规定
:
企业事业单位应因地制宜兴

建或安排体育设施
,

为职工开展体育活动创造条

件
。

鼓励单位在不影响本单位正常活动的情况下将

自用的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
「3 ’ 。

同样我国的各种企

事业单位都有 自己独立的体育设施和体育场馆
,

这

些体育设施大约占我国体育总设施的 7 % 一 or % 左

右
。

开放企事业单位的体育设施对这些单位有着双

重的意义
。

第一
,

这些体育设施开放后
,

势必会引起

许多人的关注
。

这对提升企业形象和企业自身的知

名度都有很大的帮助
,

同时来锻炼的人多了
,

宣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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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会多起来
,

这就给企业做了一个无形的活广

告
。

不但不需要一分钱
,

而且对企业的发展和壮大

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

这是一笔无形的资产
。

第二
,

必

定会使企业的管理层认识到体育锻炼的重要性
,

不

但促使广大的企业员工积极参与体育锻炼
,

同时又

加强 了企业的精神文明建设
。

企业还可 以根据当地

的实际情况适当的收取管理费
,

以改善和维护体育

设施和场馆
。

(三 )开放国家机关的体育设施

国家机关在实施开放体育设施这个过程中
,

扮

演着一个双重角色
。

它既是一个指导者
,

同时它又是

一个具体的实施者
。

国家机关在指导开放体育设施

的过程中应该身先士卒
,

起到一个先锋带头的作

用
。

国家机关的体育设施虽然不是很多
,

只占我国体

育总设施的 2 % 一 4 %
,

但是开放国家机关的体育设

施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

开放国家机关的体育设

施一方面可以使更多的人得到体育锻炼
,

另一方面
,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

可 以缩短与广大群众的距

离
。

使广大的群众真正感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怀
,

同时

也是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
。

开放国家机

关的体育设施
,

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
,

是我们党身体力行
“

三个代表
”

的具体实践
。

(四 )开放社区的体育设施

社区是高度紧张生活的避风港
,

是人们实现闲

适生活状态的一片净土
。

社区的人们享受的是一种

舒适的生活
,

他们拥有漂亮的洋房
、

汽车等等
。

当

然
,

他们也不缺乏体育设施和体育场馆
,

但是许多

社区的体育设施大多闲置
,

造成了资源浪费
。

现在

的都市人大多生活在压力和竞争之中
,

人与人的交

流也逐渐减少
,

亲情
、

友情也慢慢的淡化
。

这就使社

区的整个的亲合力
、

凝聚力下降
咚̀’ 。

如果对外界开放

社区的体育设施
。

首先
,

可 以缓解体育设施匾乏的

现状
,

提高体育设施的使用效率
,

发挥体育设施的

作用
。

其次
,

可以成为连接社区居民情感的纽带
。

在

体育锻炼中
,

人们的精神和身体比较松弛
,

气氛融

洽
,

容易沟通思想
,

消除隔阂
,

弥补裂痕
,

同时满足

人们对
“

群体
”

的需要
,

沟通人们的感情
,

增强了社

区的凝聚力
。

再次
,

大家共享体育活动带来的快乐
。

这不仅有利于增强自身价值的感受
,

还有利于激发

我们控制自身健康的信心
。

最后
,

让参加体育锻炼

的人们寻求新的
“

社会角色
” 。

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们

在区内参加各种体育活动时
,

暂时放弃了原来的社

会角色
,

以一种社区居民平等的关系重新获得一种

新的
“

社会角色
” 。

大学校长可能成为社区体育比赛

的自愿者
,

清洁工俨然成为晨练点的社会体育指导

员
,

科学院的院士也未必不能当足球比赛的守门

员
。

这种角色的换位对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都

是十分有利的
。

(五 )开放公共体育设施

199 5 年 2 月 25 日国家体委发布关于公共体育

场馆向群众开放的通知
,

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多

次强调公共体育设施和体育场馆原则上要免费向群

众开放
。

由于单位
、

学校
、

社区所拥有的体育设施相

对封闭
,

部分场馆的开放又带有盈利目的
,

加之城乡

居 民享受体育设施进行活动的权利意识相对淡薄
,

我 国城乡居 民体育活动点的主要场所依然是公园
、

街头巷尾
、

江河湖畔
、

广场等公共体育设施
。

国家体

育总局下拨公益金和区县的配套资金大量投资体育

基础设施的建设
,

满足群众的需要
,

随着对体育设施

兴建投人的不断加大
,

贴近百姓
、

免费或低价位的健

身场所和设施会越来越多
。

广大人民群众在健身的

同时
,

还要将体育场馆建设成为健康
、

科学
、

文明的

阵地
。

三
、

体育设施开放后涉及的问题及管理

措施

加强体育设施对外开放
,

既是当前社区体育发

展的需要
,

也是我国体育政策法规所要求的
。

然而
,

在实际开放过程中
,

由于责
、

权
、

利不清
,

服务对象
、

管理办法不明
,

使得体育设施的开放处在一个两难

的困境之中
。

即若开放
,

设施器材损坏无法弥补自

不必说
,

管理上的麻烦使开放方不堪重负
。

若不开

放
,

又有违各级部门的有关规定
,

并且学校
、

单位
、

机

关和社区也愿意通过开放加强与社会的联系
,

以谋

共同发展
15’ 。

因此
,

要使上述体育设施对外开放且实

现良性发展
,

就必须从整体上进行改革
,

使其符合社

会发展的需要
,

又符合自身发展的规律
。

针对这一

规律寻求合适 的解决方案
:

(一 )组织健全的运动场地管理委员会

多角度的组织层面集思广益才可勾画出运动场

馆多元化的经营开发
,

各运动场地设施应有其自我

经营发展的空间和能力
,

以创造出更有效
、

多样化的

经营之道
。

(二 )制定明确的管理办法及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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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应防患于未然
,

因此必须在管理办法中明

定责任归属问题并公告
,

适时签订
“

使用契约
”

确保

双方之权利与义务
,

包括保险
、

赔偿问题
,

依身份制

定不同收费标准
,

使参与运动者珍惜运动机会
,

规

划开放时间及所需费用
,

增加经费的收人
。

(三 )人力资源的开发运用

开放学校
、

单位
、

机关和社区的运动场地设施

普遍存在管理人员不足 的情形
,

应采用变通的办

法
。

如聘请专门的清洁管理员
,

并设置运动指导员

提供技术指导及监管运动设施使用情况
,

酌发津贴

以提高其意愿
。

(四 )设计并推展各类体育活动

运用行销的理论
,

评估社区民众的市场需求
,

以开发并提供符合需要的服务项目
,

配合宣传手法

促使民众参与
,

以达到推动发展全民体育之功效
。

(五 )争取政府补助
、

改善经费使用制度

依法向政府争取维护修缮的补助经费
,

另配合

各项基金以推广教育
、

场地租借等模式将运动设施

开发营运
,

增加开放方的收人
。

(六 )积极推行俱乐部的健身制度

使广大的体育爱好者加人到俱乐部中来
,

培养

他们终身体育的思想
。

(七 )开放后的管理问题
,

这是最重要的一环

首先得有人来维护秩序
,

而安排专人又必须开

工资
,

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
,

这笔钱谁付 ? 其次器材

损耗
,

设施维护的费用又由谁来支付? 无论场馆由

哪个部门或单位具体管理
,

它们都是国家财产
,

理应

回报社会
。

向社会敞开大门
,

会不会变成嘈杂的自

由市场
,

关键在于有没有良好的管理
,

而良好的管理

并不完全取决于金钱的投入
,

它还依赖于练习者对
“

体育
”

这两个字的正确理解
。

四
、

结语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和闲暇时间的不

断增多
,

人民对体育需求的不断增长
。

开放学校
、

单

位
、

机关
、

社区的体育设施只能缓解我国体育设施匾

乏的窘状
,

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

我们一定要

在开放以上几类体育场馆设施的同时
,

通过各种途

径
、

各种方式来新增一些体育设施
,

积极推动全民健

身运动和精神文明建设
,

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体育

强国去迎接 20 08 奥运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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