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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立足于全民健身活动蓬勃发展的大背景 , 依托高校体育资源优势逐步向社区

体育延伸 , 服务社区体育 , 完善社区功能的趋势。通过文献资料法、实地调研法

及专家访谈法 , 对高校如何在全民健身的背景下与社区体育发展相结合进行探

索，并提出以下观点：在将高校体育资源与社区体育需求有效对接时，应以“和

谐社区”“全民健身”为宗旨，以“公益性、社会性、综合性、自治性”为理念，

通过不同模式，实现人力、财力、物力的相互有效利用，最终实现高校体育与

社区体育共同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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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物质生活上的富足与闲暇时间的增多，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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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对体育健身的需求呈爆发式增长。然而，我国人口众多、时空分布不均、

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多重因素叠加，导致体育资源的供需矛盾日渐突出。在这

样的背景下，社区体育成为缓解这一矛盾的主要载体之一，地位日显突出。社

区体育是群众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体育事业的基础。

而学校尤其是高校坐落在社区之中，是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体育资源的

重要聚集地，校园内体育场地设施资源丰富，体育人力资源充足。20 世纪 50 年

代美国学者奥森指出：“学校不应是游离于社区的文化孤岛，它应主动与社区

架设各种桥梁、致力于解决社区的问题”［1］。现代大学的三大职能为“教学、

科研和服务社会”，大学的最终目的是服务社会。充分发挥大学体育资源优势，

对促进社区体育全面发展，贯彻和落实全民健身计划具有重要意义，是高校增

强社会服务职能、满足人民基本体育需求的重要途径之一。在这样的形势下，

探索学校体育资源服务社区全民健身的路径和模式，为全民健身供给侧改革提

供新思路显得意义重大。

2  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2.1  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通过查阅文献资料，了解目前相关研究的现状，为本研

究提供理论支持。通过网络数据库、搜索引擎等，搜集国内外相关论文和报道，

提高文献的完整性。

（2）实地调研法：实地调研 “凌云：华东理工大学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

获取一手资料。

（3）专家访谈法：走访社会体育研究方面的专家，以及“凌云：华东理工

大学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负责人，总结高校—社区体育俱乐部当前面对的挑

战与机遇，探索其今后的发展方向。

2.2  研究对象

本文以“凌云：华东理工大学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为主要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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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研究现状的基本评价和分析

3.1  针对学校体育资源促进社区全民健身运动的理论研究

此类研究多从学校体育与社区体育的概念、作用及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入手，

内容涉及概念界定、资源配置等。如葛文、张芸《试论高校在社区体育中的作

用和地位》［2］；张纳新《依托学校体育构建社区体育体系析因》［3］；王萍丽、

潘前《社会体育与学校体育可持续发展的支持系统》［4］；李大为《新世纪学校

体育与社区体育的关系》［5］；以及莫小农、林敬松《试论学校体育和社区体育

之结合》［6］等，上述论文从社会学、体育学等多学科角度剖析学校体育与社区

体育的作用及地位，阐明其被隔离在两个不同的领域各自发展的原因，寻找不足，

说明两者相互融合的必要性。曲宗湖、杨文轩在《现代社会与学校体育》一书

中，从整个时代、教育的背景来剖析现代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的发展，借鉴国

外的互动发展体制，对我国学校社会体育的结合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也为本文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1］。

3.2  针对大学体育资源服务社区全民健身运动现状的调查研究

此类论文针对特定地区的社区体育与高校体育互动现状展开调查研究，提

出问题和建议。如张琼针对上海市社区体育发展指出：作为国内经济最发达地

区之一，目前上海社区体育发展较快，但仍旧不能满足广大社区居民的体育服

务需求。主要表现在：体育设施布局不合理；经费来源渠道单一；社区体育部

门组织不力；居民健身指导员不足；管理混乱等［7］。

高凯在《山东省社区体育与高校体育互动发展研究》中指出，从山东省各

大城市社区体育及高校体育现状为切入点，对高校体育存在的问题、社区体育

开展情况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提出协同发展的策略，提

倡与社会教育、家庭融为一体从而实现社区体育与高校体育的良性互动［8］。类

似论文还有李捷的《北京市东城区学区体育开展现状的研究》［9］。

3.3  大学体育资源服务社区全民健身运动的策略与方法研究

肖焕禹、金德强在《构建学校与社区相结合的体育教育网络体系》一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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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构建我国体育教育体系的模型：学校、家庭、社会体育一体化，该“模型”

既加强了学校体育的活力，又激发了社会和家庭对青少年体育教育的效能［10］。

杨新生、李明学《发挥学区体育优势促进全民健身发展》一文提出发挥学校体

育场馆和学校体育人才的优势，增强学校与社区互通、发挥学校体育优势［11］。

曹可强在《高校体育场馆的社会开放策略》中提出：高校体育场馆开放要价格

低廉，体现公益，为社区居民及各类企事业单位提供场地服务［12］。陈峰通过《城

市社区体育与高校学校体育的互动研究》得出二者互动可以提高社区体育服务

水平，还有助于拓展学校的项目资源的结论，提出了实现社区学校互动的学区

体育模式［13］。

3.4  国外相关研究

从相关文献资料了解到，国外很早开始关注社区体育和学校的互动，在具

体操作层面上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加以保障，这方面值得借鉴。

早在 1927 年，美国就有 32 个州议会通过法律，命令规定“社区居民可以

使用学校的建筑设施作为社区中心”。为方便开展社区体育活动，政府与学校

一起制定方案，使学校设施尽最大可能地向本地社区居民开放［14］。日本的学校

体育活动有 “必修俱乐部”和“自由俱乐部”两种形式［15］。在日本，学校为

社区居民提供体育活动场地设施，还有专业教师进行指导，逐渐形成了一种“共

有”的理念，学校在向社区提供设施和指导的同时也逐步成为社区核心。 德国

的校内和校外俱乐部划分界限并不十分明确，学校体育俱乐部和社会体育俱乐

部融为一体，学校体育俱乐部也加入社会体育协会。英国政府于 1982 年出台了

“社区使用”计划，尽可能广泛地向公众开放体育设施［16］。该政策要求学生放

学或放假后，体育设施必须向社区居民开放，最大限度地提高其使用率。 

3.5  对相关研究的评述

目前，国内高校体育资源服务社区体育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

成果，在理论上有学者对学校体育资源的发展状况等进行论述，对体育资源管理、

开发等进行总结。在实践上，研究者也能根据自身特点进行大胆改革。总体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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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认识论”层面上，即研究大学体育资源服务社区体育的

现状，以及对促进全民健身事业及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但试图解答“怎么做”

的“方法论”层面的文献普遍缺乏制度层面的深度。

4  结果与分析

4.1  上海市社区体育发展现状

上海市社区体育在组织管理上主要分两个层面，分别是政府管辖体育部门

或企事业单位协助成立的体育协会和社区居民自发成立的晨、晚锻炼点；在体

制层面上，主要由体育局群体处、区体委群体科、街道办事处、社区体协（居

委会体育组）四个层次构成。

社区体育的活动形式有“非经常性体育比赛”和“日常体育锻炼”两种。

但正式社区体育组织和居民自发性的社区体育组织间缺乏联系，使日常体育锻

炼和社区体育机构组织的竞赛活动相脱节，体育竞赛功能未得到充分显现；主

要活动内容以娱乐性、低强度类运动项目为主，球类、拳、操项目居多，此类

运动项目有一定的技术要求。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间集中在清晨和傍晚。

据李佳燕《上海市体育设施服务现状与对策研究》显示，社区体育用地人

均面积大大少于上海市人均体育用地面积，反映出社区健身场地不足的现状；

上海市社区居民参加体育运动的地点主要分布在社区健身苑、点，其次为小区

空地、公园广场、公共体育场和社区文体活动中心［17］；丁响等《上海市社区体

育文化建设现状及运行模式的构建》研究显示，上海社区体育活动经费的最大

来源是政府拨款，其他来源包括赞助费、会费等。虽然经费来源多样化，但经

费不足仍是制约上海市社区体育发展的因素之一［18］。

4.2  上海市高校体育资源现状及场馆开放情况

上海是各类高校云集之地，目前共有高等院校 60 多所，大部分高校坐落在

人口密集的市区繁华地段，与周边社区融为一体。根据《上海市第六次全国体

育场地普查数据公报》：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4 时，上海市共有体育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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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05 个。其中，教育系统体育场地 7245 个，占 18.8%，高等院校拥有体育场

地 1494 个，占上海市教育系统体育场地数量的 20.6%［19］。

陆品军对上海市 12 所高校体育设施开放情况进行调研之后得出如下结论：

高校无偿开放场馆开放率排名前三的分别是：田径场、篮球场、足球场；有偿

开放率排在前三的分别是：羽毛球馆、游泳馆、网球馆。有偿开放前三的体育

项目深得青年人喜欢，青年人有一定的运动消费理念，并愿意支付适当费用。

虽然高校体育设施开放以公益性为前提，但也存在一定盈利，能够缓解设施维

修保养上的经济压力。目前上海市高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经营方式主要有以下

四种：校内体育部门管理经营制、个人承包经营制、集体承包经营制、高校专

门机构管理经营制。其中，以校内体育部门经营管理场馆的方式最为普遍，约

占 66.67%，这是因为体育部门在管理体育场馆方面具有人员、制度、设备等各

方面的优势［20］。

4.3  徐汇区凌云街道及华东理工大学体育设施概况

上海市凌云街道位于上海市徐汇区西南一隅，面积 3.58 平方公里，常住人

口约 10 万人。社区辖 28 个居民委员会，属地内包含华东理工大学徐汇校区，

该校具备丰富的体育设施，再加上辖区内各类体育场地、健身苑、点等公共体

育场所，构成了社区内的主要体育硬件资源。

华东理工大学徐汇校区占地面积 74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60 万平方米，

是凌云街道内最大的单位。学校拥有专业的体育科学与工程学院，现有教职工

65 名。学校共有室内体育场馆 5 座，占地总面积 6870 平方米，包括综合体育馆，

室内网球馆，体操房，乒乓球馆各一座；室内 50 米射击场地一片。室外运动场

地共 35447 平方米，其中包括：标准田径场一片；室外标准篮球场地十片；室

外网球场地四片；人工草坪足球场两片；露天游泳池一个。该校区拥有的体育

场地资源占据凌云社区体育资源总和的半壁江山。

4.4  凌云：华东理工大学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概况

如表 1、2 所示，为了确保俱乐部的正常运行，经过前期调研，俱乐部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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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初被赋予四项主要任务。俱乐部的主要人事安排如下：由凌云街道党工委书

记担任俱乐部理事会名誉理事长，街道办事处主任担任理事长，华东理工大学

体育学院副院长担任俱乐部主任。此外，街道和高校双方各出一位财务管理人

员担任监事会工作人员。管理办公室则常设一名办事员负责日常运行，专家委

员会由华东理工大学体育学院的教授团队和街道文体干部构成。

表 1  凌云：华东理工大学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结构框架

Table 1  Lingyun-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unity 

Sports Fitness Club Structure Framework 

俱乐部结构框架
街道授权委托 共享学校体育场地 自有体育场地管理 社会体育指导站

购买政府和社会服务 华理及各中小学 辖区自由场地 社会体育指导员团队

表 2  凌云—华东理工大学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组织机构

Table 2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Community Sports and Fitness Club of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俱乐部组织机构
理事会 监事会 管理办公室 专家委员会

负责俱乐部运营决策等指导
方针的制定

负责监管俱乐部的 
正常运营

负责日常俱乐部
的管理

以科学的眼光为俱乐
部出谋划策

制度建设方面：专门制定《俱乐部章程》和《年度计划》，确保俱乐部能高效、

平稳运行。

治理原则方面，俱乐部奉行以下准则：

（1）共享型：由街道出面统筹，华东理工大学组织策划活动、负责俱乐部

日常运作，街道属地内单位和居民共同参与的共享型运作机制。

（2）自制式：采取高校托管、社区监督，专业而独立的自制管理形式。

（3）托管性：俱乐部的日常运作主要通过政府斥资购买体育服务的托管性

方式，并逐年加大对俱乐部的经费投入和财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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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地保障方面：通过凌云：华理体育健身俱乐部的介入，华东理工大

学绝大部分室外场地免费向社区居民开放，部分室内体育场馆优惠向社区居民

开放。辖区内六所中小学的室内外场地也在晨练时段、双休日及寒暑假向社区

居民开放，并由俱乐部统一协调管理。

专家指导方面：俱乐部现有社会体育指导员 60 名，体育社团 177 个，资深

教练 8 名。基本形成了资深教练、社会体育指导员以及体育社团负责人相结合

的体育指导服务模式。

如表 3 所示，俱乐部的活动内容主要分四个部分，每个部分又包含了不同

的子项目。“赛事活动”中的“凌云社区运动会”，每逢单数年由辖区内的党

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组队参加，逢双数年则由各个居委会参加。社区运动会以

体育游戏为主，适合民众参与。“体质测试”板块利用体育学院的体适能实验室，

给居民量身定做“运动处方”。“健康讲座”会聘请康复医学、养生、太极拳

等方面的专家，增强居民的健康意识和锻炼水平。“指导站”除了向社区开放

之外，还利用法定假日、寒暑假，开设公益性体育培训，为社区青少年提供各

种专业指导。

表 3  俱乐部活动内容体系

Table 3  Club activity content system

周周有活动   月月有精彩
赛事活动 体质测试 健康讲座 指导站

品牌阵地、品牌赛事、
品牌团队、品牌项目

成立徐汇区凌云街道
居民体质测试中心

每月一次健康讲座
体育指导员进社区辅

导授课

4.5  对凌云：华东理工大学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综合评价

2009 年凌云社区与华东理工大学合作，以“实体俱乐部”的模式，将高校

体育资源与社区居民的健身需求相对接，以“和谐社区”“全民健身”为宗旨，

以“社会性、公益性、综合性、自治性”为理念，探索出全新的“社区——高

校共建”全民健身合作模式，成为上海市首家社区与高校联手打造的实体化体

育健身俱乐部，开创了上海市“社区—高校共建实体化俱乐部”的先河，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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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社会效益。

4.6  凌云：华东理工大学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发展策略

凌云：华东理工大学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在今后的发展中，还应关注以下

几点：

（1）俱乐部资金来源应趋于多样化，而非仅靠政府拨款。

（2）利用现代网络技术，整合俱乐部各类有效信息，实时发布场馆租赁、

赛事、讲座预报、培训计划等资讯。

（3）考虑到上海已经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俱乐部应照顾那些不使用现代

通信工具的中老年人群，使用“黑板”“公告栏”等传统方式发布资讯，以人为本，

惠及大众。

（4）俱乐部应积极发动离退休人员，组织社区体育志愿服务小组，对社区

居民体育锻炼时产生的“噪音扰民”“破坏公物”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劝阻和制止，

构建和谐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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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fitness activities, relying on the advantages of college sports resources 

to gradually extend to community sports, community sports service, improve 

the trend of community function. Through the literature material method, field 

survey method and expert interview method, how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ational fitness and discusses the combination 

of community sports culture construc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be 

sports resources and community needs effective docking, realize the mutual 

effective utilization of manpower, material resources, financial resources, 

in order to “public welfare, social, comprehensive and autonomy” for the 

idea. Finally realize the college sports and the community sports common 

development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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