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2022-02-09

基金项目：基金项目：湖北休闲体育发展研究中心 2021 年度开放基金项目（2021C017）。

作者简介：张利朋（1984-），湖北休闲体育发展研究中心，南昌工学院体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E-mail：

467617728@qq.com。

V o l . 2  N o . 1

M a r . 2 0 2 2

休闲运动与健康

Leisure Sports and Health

第 2 卷第 1 期

2 0 2 2 年 3 月

生态文明视域下我国城市公园开展休闲体育活动的

影响因素及提升对策研究

张利朋 1,2，徐泉 2

（1. 湖北休闲体育发展研究中心，武汉  430062；2. 南昌工学院  体育学院，南昌  300318）

摘  要：随着人类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加速了城市化的新进程，打造大城市、城镇一体化等

已成了城市发展的大趋势。由于城市的扩容、城市居民活动空间不断萎缩，城市居民

休闲体育供需矛盾日益突出，鉴于此，建设城市生态公园、开展城市公园休闲体育、

彰显城市公园休闲体育的功能、满足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休闲体育诉求越显重要。本

研究以生态文明为创新视角，对生态文明视域下城市公园休闲体育开展的影响因素及

提升路径进行研究，以期为我国城市建设生态、活力、休闲、健康的休闲体育公园提

供一些建议。旨在提升城市居民的精神素养、完善城市精神文明建设、营造良好的全

民健身氛围、发扬和传承民族传统休闲体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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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romotion Path of Urban Park Sport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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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hum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the new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has been 

accelerated. Building a big city and urban integration has become the general trend of urban development. Due to 

the expansion of the city and the shrinking activity space of urban resident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leisure sports for urban resident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view of this, it i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o build urban ecological parks, carry out leisure sports in urban parks, highlight the functions of leisure 

sports in urban parks and meet the growing demands of leisure sports for urban resi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is study studi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romotion paths of leisure sports in urban 

pa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dynamic, leisure and healthy leisure sports parks in cities in China. It aims to improve the spiritual quality 

of urban residents,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reate a good national fitness atmosphere, 

and carry forward and inherit the national traditional leisure sports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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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者的旅游热情。公园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休闲领域扮

演者非常重要的角色［3］。英国政府在1975年发布的《体

育运动和娱乐白皮书》，明确表示休闲体育是国家的福

利的一部分，并突出了体育休闲在提高民众健康和维护

社会安定等方面的作用［4］。Ronald A.Kaiser.J.D.在《休闲、

公园与运动中的责任和法律》一书中对公园、休闲运动

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美国、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

等国家公园是国民从事休闲体育活动的重要场所，城市

公园为广大市民在工作之余提供了很好的放松休闲场所，

美国的纽约中央公园、美国主题公园，英国的伦敦海德

公园以及澳大利亚的悉尼奥林匹公园等深受人们的欢迎。

2.2  国内相关研究动态

早在春秋时期我国休闲体育活动就已经开始出现，

由于齐国经济发展较好，物质充盈，蹴鞠、围棋等休闲

体育活动已开始盛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到了唐

宋时期体育休闲活动种类更加丰富，马球、投壶、龙舟

竞赛等活动相继产生。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宋朝的体

育运动种类多达几十种，同时还出现了多种节庆体育活

动，如踏青、登高、打秋千等。休闲体育研究的兴起跟

社会背景和政策导向是密切相关的，1995 年出台的《全

民健身计划纲要》将全民健身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战略进

行阐述，极大地刺激了相关科研的开展。通过中国知网，

以“篇名”为检索条件、“休闲体育活动”为检索词、

起点时间不做限定，截至日期为 2022 年 2 月 20 日进行

检索，发现到目前为止共有期刊论文 3214 篇，我国相关

学者早在 1995 年就开始了休闲体育的相关研究。单凤霞

（2019）在《生态文明视域下我国城市休闲体育发展研究—

以杭州、武汉、成都为例》，对城市休闲体育理论、实

践进行了调查，并对城市休闲体育的供递系统、基本理念、

发展路径进行了相关研究［5］。邓文平、高晓薇（2018）

在《休闲体育区域建设与城市发展的关系研究》提出了

城市公园休闲区可以完善城市功能［6］；夏志翔、丛伟

（2020）以绵阳市富乐山公园为例解析了中等城市公园

休闲体育的特征；潘先红（2018）以盐城市城市公园为例，

对城市公园的市民休闲满意度进行了分析；吴春燕（2020）

以济南英雄山公园为例，对大众休闲体育文化生态的形

成进行了研究。

3  我国城市公园的发展现状
3.1  城市公园布局现状

城市公园是城市居民闲暇时间参与休闲娱乐活动的

主要场所，城市公园休闲体育的健康开展依赖于对公园

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要注重社会的参与度。所以城市

公园的布局应满足城市居民休闲体育的基本诉求，建设

1  引言
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健康中国”的理念上升到了国

家战略层面；“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

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体育强国、增强人民体质、发

展全民健身，彰显了国家对于全民健身的重视程度以及

打造健康中国的决心。在休闲时代背景下，生态性城市

公园休闲体育活动的开展成为理论研究热点，国家体育

总局在“十二五”规划期间提出来“体育公园化、公园

体育化”的理念；“十三五”更多的增加了对体育公园

的规划和建造，“十四五”明确提出了“因地制宜发展

体育公园，发展休闲体育产业”。同时休闲体育作为生

活元素的一种形式，具有独特的魅力，是人类美好生活

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

人与人关系的社会实践。休闲体育的开展可以促进生态

健康、社会和谐、个体自我释放，发展城市公园休闲体

育还有利于带动城市旅游、经济以及体育、文化等多方

面的联动发展。因此本研究顺应相关政策的指导、从更

好地满足民众体育需求、推动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开

发推广生态文明城市的角度出发。通过生态文明视域下

我国城市公园休闲体育活动的开展现状及策略研究，对

城市公园体育元素的开发拓展和整合以及各级政府发展

休闲体育产业、开展全民健身运动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在当今环境污染、交通拥堵以及高房价的时代背景下，

城市的发展模式如何向生态文明城市转型成为新的话题。

本研究坚持城市公园原生性的基本属性，因地制宜发展

城市公园休闲体育，最大程度满足市民休闲健身的需求，

使公共性、休闲性、原生性、便捷性和开放性等城市公

园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本研究对于现代城市精神文明

的建设、提升城市居民的精神素养具有积极的作用，对

发扬传承传民族统休闲体育文化、营造良好的全民健身

氛围具有良好的推动作用。

2  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
2.1  国外相关研究动态

国外对于休闲体育的相关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古希

腊时期。柏拉图认为通过休闲活动可以完善自我进而统

治社会。亚里士多德更是把休闲推崇到了 “一切事物环

绕的中心”的高度。杰弗瑞·戈比在《你生命中的休闲》

中指出：“休闲是发展的基础，休闲价值观将使人们从

改造世界逐步转向改造自身”。［1］他在《21世级的休闲》

该书中明确表述了：“随着人们经济水平的提高，休闲

体育将对生产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2］。随着公园化导

向，公园文化已成为了加拿大、美国文化的重要组成，

国家公园、荒野和野生动物保护，就足以激发当地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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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应靠近居民生活区，在公园中应设置不同的功能区，

以满足不同人群的休闲健身诉求。同时城市公园的建设

的核心意义是创造最佳城市人居环境，所以在对城市公

园的规划时要重视依托自然环境，打造生态性城市公园。

在走访中发现我国传统城市公园的大体状况是，公

园多位于市中心地带，周边居民区较多，且多依靠自然

环境而修建，自然环境较好，有利于市民闲暇时间进行

体育锻炼。如山东的大明湖公园，湖面较为宽广、公园

开阔处较多，适合组织开展群体太极拳、太极剑、划船

休闲体育项目。再如重庆市的歌乐山森林公园，位于重

庆市主城区沙坪坝，依山而建，环境优美，有利于开展

登山以及健身走等休闲体育活动。同时调查中发现目前

新城对城市公园的布局规划中多远离生活区，如南昌九

龙湖公园，怪石岭生态公园等，由于距离市民生活区较远，

很多市民只能在周末或节假日才可以驱车前往，反映了

新城城市休闲体育公园的便利度远远不够、利用率较低、

城市居民参与密度不高。

3.2  城市休闲体育场地设施现状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所涉及的范围也在逐渐增加，

相应的休闲体育场地设施有了较大的改善。2016 年我国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 13.16 平方米，城市人均休闲体育活

动的场地面积约为 1.46 平方米。从调查情况来看近年来

我国体育场地的面积和数量呈逐年增长趋势，但横向比

较日本的 19 平方米及美国的人均休闲体育场地 16 平方

米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从器材设施来看，当前我国在对

城市公园体育器材设施的投入力度不断增加，但由于主

要靠政府公益性投资，器材数量存在不足且单一的情况。

随着体育强国这一国家战略的开展，城市休闲体育公园

以及场地设施的大幅的改善，有力地促进了城市休闲体

育的发展，但从人均活动面积及器材配置情况来看，我

国城市休闲体育场地设施仍显不足。

4  城市公园休闲体育活动开展的现状
4.1  组织形式现状

随着全面健身、体育强国等政策推广以及物质生活

的提高，城市居民的健身意识有了。“体育锻炼提高免

疫力，每天锻炼一小时幸福工作五十年”等口号已经深

入人心。休闲体育活动的组织是推动休闲体育发展的关

键因素，其中涉及到休闲体育活动的开展、休闲体育赛

事的举办、相关人才的配套、资金的支持以及场地设施

的配置等等，随着人们体育休闲健身意识的提高，由社

会组织、群众自发、企业团体等所形成的民间休闲体育

组织的数量有了大幅的增加，如广场健步走、越野骑行、

徒步、登山、广场舞、太极、舞蹈、轮滑、垂钓、下棋

等等各类俱乐部和协会。但目前来讲由于涉及的人群年

龄以、性别以及职业等原因目前各类民间休闲体育活动

组织和协会虽然较多，但所起的作用还比较有限。所以

全民健身活动除了政策引领、社会参与外，更需要政府

的组织，各地政府应结合当地情况组织开展体育活动，

才能更好推动政策的落实。在走访调查中发现，大部分

城市公园在休闲体育的开展过程中政府组织引导性乏力，

更多的是市民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的形式进行体育锻炼，

且参与公园锻炼时形式单一，多以健身慢跑、快走为主，

由此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城市休闲体育活动的组织形式还

较为孱弱、任重道远，距离发挥出组织所应有的作用还

具有较大的差距。

4.2  社会体育指导员现状

随着相关政策的引导，近年来，我国社会体育指导

员的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加，据统计，目前经培训的社会

体育指导员超过 400 万人，但在调查中发现，10.1% 的

城市居民选择了所在的公园有社会体育指导员且经常提

供休闲体育运动指导，70.3% 的城市居民选择了不知道

或没有接受过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指导，19.6% 的城市居

民认为偶尔会有社会体育指导对他们进行指导。通过以

上数据可以看出，当前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养还有

很大缺口，利用率还存在较大不足。专业的指导是提高

市民身体素质的技术保障，也是促进市民参与城市休闲

体育活动积极性的重要动力，如在对河南省滑县道口镇

的调查中发现，当地民间组织的全民健身走、太极拳、

太极剑、气功等晨练活动开展得较好，因为有专业的人

士带动指导，市民在锻炼的过程中减少了盲目性，增加

了锻炼的合理性和科学性，通过锻炼明显有利于自身体

质的提高，较大地激发了市民参与的积极性，所以市民

参与的人数和频次较高。但当前我国城市公园休闲体育

活动的开展中大部分市民还是存在自身不具备科学的锻

炼知识和技能，在长期锻炼的过程中又缺乏专业的指导，

存在因锻炼方法不当、锻炼强度高，损伤身体的情况。

5  生态文明视域下我国城市公园开展休闲
体育活动的现实困境

5.1  供给主体困境

城市公园休闲体育活动供给是包括社会、政府以及

市场等多元化合作的供给形式。我国长期以来，公园休

闲体育活动公共服务主要是通过政府供给的形式，也就

是说政府既是“掌舵人”又作“划桨人”，社会组织和

企业的作用远远没有得到发挥。比如，在我国公园休闲

体育活动的开展过程中的资金来源相对比较单一，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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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区等等，以满足不同人群、不同年龄段、不同时段

的休闲体育诉求。

6.2  因地制宜，修建生态型城市休闲公园

不同城市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所具有的自然资源

也具有较大的地域差异。城市固有的自然环境是开展城

市公园休闲体育的先决条件，所以城市公园休闲体育的

开展，要贴合城市的个性，没有固定的模式。有的城市

依山靠林，有的城市水资源丰富、湖泊较河流较多，有

的城市位于海岛，有的城市地处草原。因此，在城市公

园的建设中应充分考虑城市的地理环境，坚持生态、绿色、

环保、原生态的开发模式，在保护的基础上，加强绿色

生态休闲体育环境和空间建设力度，创建生态体验型、

绿色环保型的城市公园。如武汉、南昌等湖泊较多的城

市可以通过打造环湖游道，同时为居民提供可以休闲观

光的水上项目，配备水上休闲体育设施，设立有一定群

众参与性的水上体育指导服务部门。而对于依山靠林的

城市，如重庆市，可以开辟山地公园，修建登高健身道，

负氧休闲观光长廊等，也可以联合生态区、公园、小游园、

绿地等，构建了层级绿化体系［7］。

6.3  以赛事为平台，打造“一城一品”休闲体育赛事，

提升城市形象

举办城市体育休闲赛事，可以激发市民的参与兴趣

和积极性，提升市民锻炼的热情。同时丰富多彩的休闲

体育活动对树立城市形象，打造城市名片也具有独特的

积极作用。鉴于此，政府相关部门可以结合社会资源、

企业、协会等团体和个人，充分利用城市休闲体育的空

间和环境，组织和服务，设施和场地，举办具有城市特

色的休闲体育赛事，定期举办比赛，打造“一城一品”

或“一城多品”的休闲体育项目，使其成为城市对外宣

传的名片，可以很好地提升城市的形象，为发展城市旅

游提供自然人文素材。比如，杭州、湖南等城市可以依

托的山、水资源，举行环湖自行车赛、漂流、划艇等运

动休闲型赛事，或者依托山林优势开展定向越野等赛事

项目。而对于内蒙古等地区的城市可以开展汽车越野赛、

赛马、摔跤等符合其地理优势的且具有民族特色的休闲

体育项目；对于武汉市、南京等沿江靠山的城市可以举

办渡江比赛、登山比赛、龙舟比赛以及帆船比赛等，对

于青海环青海湖自行车赛已成为国际著名的赛事，也是

青海对外宣传的重要名片之一。所以结合地域优势通过

各种休闲体育比赛的开展，既可以增加政府对城市公园

的投入力度，完善城市公园的器材设施，又可以提升城

市形象，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

6.4  开展区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文化是城市发展的恒久载体和精神家园，每个城市

化运作程度不高，所需投入主要依赖政府财政，社会企

业投资力度不够。由于我国公园休闲体育活动公共体育

服务的开展主要依赖于国家以及各级政府，仅仅可以完

成最基本的场地设施，却无法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休闲

体育诉求。

5.2  供给群体困境

休闲体育活动作为贯穿人类整个生命历程的一种主

要生活方式，城市公园休闲体育活动的服务供给应做到

市民人群、生命周期全覆盖，但从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公

园休闲体育服务尚未实现公共服务人均化，突出表现在

阶层和年龄方面。首先，对于阶层群体方面，当前我国

城市公园在休闲体育活动的开展过程中，对残障人士的

基本公共服务缺乏保障，无障碍体育场地器材设施缺乏

以及供给残障人士从事休闲体育活动专用的相关设施配

置不完善。其次，年龄方面，通过调查发现，当前我国

城市中经常参加公园休闲体育活动的主要人群为老年人，

而中年人则较少参与公园休闲体育活动，究其原因，中

年人由于工作及生活压力大，自由支配时间少。

5.3  发展体制困境

体制问题是影响所有领域发展问题的根本性问题，

城市公园休闲体育活动的发展问题也需要追溯根源，在

我国由于“弱社会、强政府”是一直存在的社会现象，

体育主管部门往往职能权力过于集中，政府的行政色彩

在城市休闲体育活动中过于浓重，从而造成休闲体育活

动的开展不均等、不够充分，市场认知不足，是我国城

市公园休闲体育社会组织乏力的根本原因。

6  生态文明视域下我国城市公园休闲体育
活动的提升路径

6.1  合理规划城市公园布局、满足市民的休闲诉求

国家体育总局在“十二五”规划期间提出来“体育

公园化、公园体育化”的理念；“十三五”更多地增加

了对体育公园的规划和建造，“十四五”明确提出了“因

地制宜发展体育公园，发展休闲体育产业”，各种政策

的颁布、推行反映了时代的需求，也为城市公园的建设

指明了方向。为了更快地完成生态文明城市的转型，恢

复城市的活力和健康，减少城市病等社会问题，在发展

城市公园休闲体育的过程中，应合理规划休闲体育公园

的圈层布局，在公园的建设过程中，应尽可能地满足不

同区域城市居民的休闲体育诉求，使公园的分布平均化，

比如打造十五分钟健身圈，让居民十五分钟左右就可以

到达最近的公园进行休闲体育活动，以满足不同区域城

市居民的休闲体育需求。另外公园的布局要科学合理，

要设置不同的功能区，如设置健身步道、童乐区、对弈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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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的不同，便形成了个性不一的

城市文化［8］。民族传统体育是我国体育的珍贵宝库，但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在追逐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

使得我国诸多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没落，甚至遗失在历

史长河中。我们要利用区域特色传统体育文化来发展城

市公园休闲体育。首先，需要培养传统休闲体育文化的

观念，挖掘当地休闲体育中的传统元素，组织活动或节

庆赛事等方式对当地传统体育文化进行宣传推广，以此

影响更多人认识和了解当地传统休闲体育。如豫北的“背

阁、抬阁”等区域性较强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苗族、

土家族比较盛行的高脚、板鞋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武

汉的舞高龙以及成都的登山节等。都可以纳入到城市公

园休闲体育活动的日常项目中，在公园开设专门的区域

让市民从事相应的活动。其次，进行传统体育文化的传

承性保护，传承性保护是人们在生产生活的过程中对我

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具体记忆的一种保护方式。第

三，组织活动节庆等活动保护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如豫北大地的台阁、背阁、武汉的赛龙舟、黄龙溪火龙

节等。通过以上形式开展民族传统休闲体育，让更多的

人了解、喜欢、热爱传统休闲体育文化，喜欢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进而参与到这项活动中来，既满足了城市居

民体育休闲的诉求，又有利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

和传承。

6.5  建立城市公园休闲体育的多元共治体系

城市公园休闲体育的开展可以通过主体形式多元化、

运行机制多元化以及开展途径多元化的治理方式进行，

如公园在休闲健身功能区的设置上层次化，根据公园的

实际，对主体进行划分为不同项目适合不同人群的活动

区、配备专业的器材设施等。而运行机制多元化也就是

说在整个过程中不仅仅局限于政府或协会参与，可以引

进企业、非盈利性公益单位等共同进行，也可以分项目

进行，设置收费项目和免费项目，通过收费项目保障活

动有序开展的同时不断完善园区器材设施，从而吸引更

多的人群参与，形成互动的共赢关系。而关于开展途径

多元化，在开展过程中可以组织晨练、晚练、组织趣味赛，

场地情况允许可以组织富有城市特色的城际邀请赛等。

通过“城市公园多元共治的形式可以扩大城市公园休闲

体育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深化城市公园休闲体育供给

侧的改革。解决城市休闲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结构失衡的

问题。”［9］

7  结束语
本研究从生态文明的角度着手，在凸显城市公园生

态、文明、休闲、健康的基础上，对“生态城市公园”“休

闲体育”进行研究。通过对城市公园休闲体育开展的影

响因素进行分析，指出问题，提出提升路径，有利于促

使城市公园的生态健康、布局合理，城市公园体育活动

的开展科学有序，通过举办地域特色的城市公园休闲体

育赛事，打造一城一品的城市公园休闲体育活动，塑造

城市形象，带动城市公园旅游经济，推动公园与休闲体

育的互动性功能紧密结合。同时推动政府行为成立相应

的体育协会，提升市民参与公园休闲体育的科学性和专

业性，让市民在参与体育休闲活动的过程中可以感受到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同时学习和吸收民族传统体育文

化，掌握体育锻炼技能，培养市民的环境意识和终身体

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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