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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社区在疫情中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社区体育服务的价

值得到彰显。后疫情时代，社区体育服务存在如下困境：社区体育场地设施匮乏、体

育指导员稀缺、开展体育经费不足、社区体育管理制度和法规制度不完善。社区发展

路径：社区要构建智能化服务平台；拓宽社区体育服务的内容，加强体医结合；采取

社区—家庭—学校联动发展机制；引进社区体育指导员；完善社区体育服务法规与管

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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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the community has played an unprecedented role in the epidemic, and 

the value of community sports service has been highlighted.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community sports services 

are faced with the following dilemmas: The lack of sports facilities, the scarcity of Director of sports, the lack of 

funds for developing sports, and the imperfection of the management system and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community 

sports. Community Development Path: Community should build in-telligent service platform, broaden the content of 

community sports service,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ine, adopt community-family-school linkage 

development mechanism, introduce community director of Sports; Improve the community sports service regulations 

and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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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末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世界历史上发

生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之一。疫情爆发后，我国的社

区在居民生活中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社区的

功能和价值也在这一时期淋漓尽致地彰显。随着国内

环境逐渐稳定，我国进入后疫情时代，我国社区居民

的生活方式、出行方式、健身方式、健身意识和健身

人数较疫情前发生了巨大变化，居民更加关注自身的

健康和体育锻炼，以往喜欢在健身房锻炼的中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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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医疗等各方面力量，同时与文化、体育、卫生、

宣传、城市管理等社会资源和相关部门紧密联系，快速

全方位共同参与到疫情防控中。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

社区仍然是国家基层服务的最广泛力量。2020 年上半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疫情防控常态化，稳妥解决重点地

区和重点群体的就业问题，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和产业链

巩固及升级，社区继续成为疫情防控坚强堡垒，同时不

断提升社区防疫的整体格局和系统性效果。［2］

2）后疫情时代社区体育服务的家庭层面价值

疫情暴发后，家庭的一切活动基本和社区紧密相连，

家庭成员居家隔离，家庭体育应运而生。居家体育锻炼，

一方面能强健居民体魄，提高免疫力，另一方面，也能

对居民因疫情封控而产生的焦虑、恐惧等负面情绪起到

舒缓、排遣作用。后疫情时代，家庭更加重视相互的团

结协作，对家庭体育的理解的现象更加深入，家庭成员

或邻里居民一起在小区锻炼的现象更常见。家庭利用网

上各种运动 APP 自发组织锻炼也成为常态。面对小区

运动空间不足，家庭运动氛围高涨，社区体育服务机构

应抓住契机，组织和倡导家庭线上健身活动，激活家庭

体育活力，促进家庭成员的和谐幸福生活。

3）后疫情时代社区体育服务的个人层面价值

疫情期间社区体育组织为社区居民生命安全保驾护

航、为居民体质健康助力、为体医融合提供助力，这些

能激发居民对社区组织的重新认识，明白社区组织的重

要性。后疫情时代，居民参与社区体育活动的频次增加。

居民参与社区锻炼，增加了居民间的见面次数和交流次

数，增加了彼此间的认识度和友谊，打破了疫情前城市

一栋楼间居民可能相互不认识的尴尬局面，社区体育满

足了人们交往的需求，给人们带来了收益和幸福感。

2  后疫情时代社区体育服务的现实困境
2.1  社区体育设施匮乏、居民健身场地不足

体育场地设施是居民健身必备的基础和前提。长期

以来，居民小区的空地规划是以建造绿化带、停车位为主，

一些老旧小区几乎没有运动场地，即使是新小区，建造

了一定数量的体育运动场所和健身器材，但是健身器材

和场地数量与居民数量严重不符，居民运动空间仍狭小，

导致居民在社区锻炼人数不多、锻炼项目单一、锻炼频

率低，锻炼效果不佳，这些都会严重阻碍社区体育的发

展和社区体育服务的质量。

2.2  体育专业服务队伍欠缺、科学健身指导存在

短板

社区体育指导员是指在群众性体育活动中从事体育

如今和社区老年人一样选择“就近”“就地”“就便”

地在小区内进行体育锻炼。如此一来，社区体育服务

方式和范围悄然发生变化，呈现出服务范围扩大、服

务人数增多、服务内容拓宽、服务形式更新、主动性

加强的新形式。因此，在后疫情时代的防控环境中，

有必要探讨社区体育服务的价值，梳理和剖析社区体

育服务的困境，找出服务的新路径，为发展我国社区

体育、增强国民体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做出积极的

贡献。

1  “社区体育服务”的概念和价值
1.1  “社区体育服务”概念的界定

社区体育服务是指：政府、企事业单位或社会组织

等通过对城市社区中的部分地域空间、自然环境、体育

公共资源和一般公共资源加以利用，向城市社区或者更

大范围内的公众提供各种体育活动、设施、指导等，满

足公众体育需求的公共服务。［1］

1.2  疫情前和疫情后社区体育服务的区别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社区体育服务更多的是

社区居民在本小区内自发参与体育锻炼、休闲娱乐，

社区健身器材更新维护，社区偶尔组织和宣传的体育

赛事等等，社区为这些活动提供帮助和支持。社区体

育服务的范围较小，服务的内容较窄，服务的时间较短，

服务的居民数量也不多。居民对社区体育服务的认识

非常模糊，对社区体育服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很低。

而疫情发生后，居民与社区的关系更紧密、联系更频繁。

社区服务除了基础服务外，扩大到社区居民疫情防控

宣传、核酸检测、居民信息指导服务、居民体质健康

监测、防疫器械发送、居民体育锻炼防疫引导、社区

健身场所的挖掘等一系列服务。与此同时，社区新建

了“线上服务 + 线下服务”“线上体育 + 线下体育”、

数字体育、线上健身培训等新业态服务，这些服务远

远超出了以往的服务范畴，社区将传统服务与现代科

技相融合，满足了居民疫情期间的实际需求，加快了

建设居民科技健身服务系统的步伐。因此，新冠疫情

发生前后，社区体育服务内容和范围有联系又有本质

的区别。

1.3  后疫情时代社区体育服务的价值

1）后疫情时代社区体育服务的国家层面价值

就国家层面而言，社区体育服务在疫情期间和疫情

后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疫情期间社区成为国家防控中

必不可少的基础力量，疫情中居民所有日常生活都是通

过社区完成，社区基层组织有效整合国家政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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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传授、锻炼指导和组织管理等事务的工作人员。他

们肩负着“全民健身宣传、科学健身指导、体育活动组织、

体育场地设施维护、健康生活方式引领”的职责。［4］然

而，调查武汉市的 200 多个新旧小区，只有少数社区配

备有临时的志愿者作为体育指导员，大部分社区无专职

体育指导员。大部分居民也不清楚社会指导员这一岗位。

社区体育指导员的缺乏，导致居民在进行锻炼时或者锻

炼后无法得到有效的指导，居民基本以自我理解、自我

经验的方式和方法进行运动，至于相关体育指导培训、

科学健身指导，居民更是无法获得。因此，疫情后社区

要加强体育指导员的引进。

2.3  社区体育经费不足、居民体育比赛开展受限

长期以来社区体育服务的资金主要是政府财政拨款到

社区居委会，而居委会再将少量的资金用于社区体育的发

展。目前，一些大型、现代化、高档小区发展社区体育除

了靠政府拨款外，逐渐开始依赖小区内企事业单位、体育

服务企业、体育俱乐部等一同注入活动资金开展体育运动。

但是，由于全球范围内新冠肺炎疫情进入常态化，一些中

小企业举步维艰，这些企业很难长期赞助资金保证社区体

育比赛的良序开展。社区体育服务的资金只能退回仅依靠

政府财政的境地，而社区体育服务的经费还未完全纳入国

家财政预算体系，体育经费和比赛资金缺少是制约基层社

区体育健身和体育比赛活动正常开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2.4  社区体育制度、服务法规不够完善

十八大以来，国家不断加大了对社区服务的投入力

度，但是，每个社区投入到体育方面的资金和力度多大，

政府没有深入了解，更未能够深入到社区调研每个社区

体育实际发展情况，政府没有制定健全统一的社区体育

服务法规与制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社区体

育服务工作有序顺畅发展。同时社区体育管理制度也比

较落后，大量社区体育设施设备损坏得不到及时地维修

和更换，一是无人管理，二是管理不到位。管理上不称

职影响社区体育正常开展，因此，需要政府科学有效制

定出一套完善的社区体育管理办法，提高对社区体育服

务工作的监督管理，确保能够真正为社区居民提供优质

的体育服务。

3  后疫情时代我国社区体育服务的发展
路径

3.1  构建社区体育服务的智能化平台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快速发展，社区体育

服务要利用这些先进科技，改变传统的面对面的服务，

采取线上和线下服务形式。提升服务水平、效率、质量，

实施多元化服务手段。社区人员利用互联网向居民发布

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健康知识讲座，介绍各种健身

软件，尤其是服务社区老年人口、引导老人利用互联网

居家观看健身视频，居家进行健身锻炼，缓解社区体育

场地器械不足问题。相信让老人掌握线上体育运动信息

和运动方法技巧，必然会提高社区居民对社区体育关注

度和消费度，提高社区居民体育活动的参与度和对社区

服务的满意度。

3.2  拓宽社区体育服务的内容，提高体医相结合度

社区体育服务的核心是促进社区居民的健康，而

疫情前社区体育服务基本紧盯着体育，其服务的内容

也只是围绕社区体育比赛、体育设施、体育运动场等

方面，其服务内容狭窄单一。《“健康中国 2030”规

划纲要》明确提出了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广

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加强体医融合和非医疗健康干

预。相信 84 岁钟南山院士一生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强健

的身体，会激发全民锻炼的意识和对健康的认识，会

让民众意识到运动对预防疾病的作用。社区体育服务

要利用这一有利局势，结合各地建设中心城市机遇，

打造体育与医学融合的平台。社区体育服务机构通过

与社区医疗机构相联合，实现体育养身、医学治病双

重目的，通过体医结合既培养了居民健康意识和投资

健康的理念，也解决了我国居民看病难住院难住院贵

的局面，社区体医结合的发展模式可以促进我国“全

民健身计划”“健康中国”的目标更快实现。

3.3  加强社区—家庭—学校联动发展机制

2020年疫情期间，各大中小学生居家进行学习、锻炼，

为社区体育、学校体育、家庭体育联合发展提供了可行

性。首先，建立社区与学校体育“一体化”发展的机制，

社区要利用学校体育场地器材充足这一有利优势，积极

与学校洽谈、商讨相互合作，社区利用校园体育 APP 选

择场地，下单、付费进行预约校园运动场地。其次，社

区也可以联合学校体育教师，尤其是高校体育教师为社

区居民提供定期的健身指导、体育项目培训、运动损伤

康复、社区体育运动会等体育服务，推动社区体育、学

校体育共同发展模式。再次，加强“社区—家庭—学校”

联动发展机制，学校可以推荐体育毕业生进入社区工作，

既有利于提高社区体育服务质量，又解决了体育毕业生

就业困难问题。学校—社区—家庭联合发展机制，是一

个互利互助共赢的体系。

3.4  加快社区体育服务指导员人才引进

要想保障社区体育服务工作的顺利开展，社区必

须设置体育指导员专岗，招聘一些高能力、高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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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强的体育服务指导员。一方面解决社区服务人员

紧缺的难题，另一方面也解决居民锻炼缺乏指导的难

题。因此，各地区政府要从全局观角度出发，在一些

大型社区设立体育专职指导员岗位，招聘一些体育专

业人才进入社区工作，科学指导居民有效参加体育锻

炼，促进社区各项体育活动顺利开展。

3.5  完善社区体育服务管理体制与法规制度

完善的法规制度与管理体制是社区体育健康有序

发展的重要基础保障，国家政府部门和社区要根据社

区的实际情况，结合文化、教育、社保、医保局住建

等部门，协调各方面资源，合理制定出一套关于社区

体育服务方面的法规制度。协调好居民、家庭、体育

组织、社区单位、体育企业、社区内学校、社会体育

组织等各方利益，理顺各方关系，全心全意以“全面

提升居民健康水平”为目标，促进我国小康社会健康

稳步发展。［5］

4  结语
综上所述，新冠疫情发生后，居民对社区的依赖

和认识更强，对社区体育服务的需求更大。为了更好

地为居民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满足居民社区体育锻炼

的需求，社区要构建智能化服务平台，社区服务人员

要改变服务观念、加强学校和社区的有利结合机制，

引进体育指导员辅助居民科学锻炼，完善社区体育管

理体制和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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