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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休闲时代的来临，休闲活动的丰富，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休闲体育，

采用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等方法，以城市居民的人口基本信息、休闲体育参与地点

、参与频率、参与时间段、参与持续时间为切入点，对合肥市城市居民参与休闲体育

活动的特征进行探究和分析，通过数理统计分析，描述了安徽省城市居民的休闲体育

参与 •状况，为构建合肥市城市居民休闲体育方式 促进安徽休闲体育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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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调查的抽样对象为合肥市城市居民。从合肥市经开区、庐阳区、瑶海区、高新区、包河区

，每个区随机抽取 2 个小区的居民，每个区发放问卷 60 份，总样本量 300 人。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收集查阅与本研究相关的国内外文献 30 余篇，进行研究分析。 

1.2.2 问卷调查法 

根据本研究的需要，采用滚雪球发放法，共发放问卷 300 份，回收 286 份，回收率 95.3%

，有效问卷 264 份，有效问卷率 92.3%。 

1.2.3 数据统计法 

整个调查以个人为单位，采用滚雪球法，由自愿参与调查的成员，在被测对象休闲的时间

内完成，答卷完成后立即回收。测试以自愿形式要求被测对象作答。资料回收完成后，项目负

责人逐份核查资料，剔除不合格资料。采用 spss 统计软件处理资料。采用均值、频数及率对

人口基本情况进行描述。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人口基本情况量表 

调查总样本量为 264 人，男性 140 人，占总数的 58.3%人;女性 124 人，占总数的 41.7%

人。平均年龄 32.2 岁。职业中企业人数 28 人，占总数的 10.5%;自由职业者 77 人，占总数的

29.1%;，事业人员 61 人，占总数的 23%;学生 80 人，占总数的 30.4%;退休人员 11 人，占总数

的 4.3%;待业人员 7 人，占总数的 2.7%。在学历方面，中小学学历 13 人，占总数的 5%;中学

学历 90 人，占总数的 34.2%;大学学历 150 人，占总数的 56.6%;研究生学历 11 人，占总数的

4.2%。 

2.2 城市居民休闲体育参与状况分析 



 

图 1 显示以被测者自我感觉为标准，在一个月里经常及以上的参加休闲体育活动占 34%，

不常参加及以下的占 66%。说明安徽省省城市居民参与休闲体育活动频率不高，参与积极性低

。图 3、图 4 和图 5 显示了城市居民居民参与休闲体育相关情况频数分布。 

 

图 2 显示了我省城市居民休闲体育参与地点的分布情况，主要集中在：（1)学校占

37.3%;(2)公园和广场占 22.2%;(3)小区内占 19.4%;(4)街道占 7.3%;(5)其他地点占 9.1%;(6)

健身房占 5%。结果反映安徽省城市居民休闲体育参与主要集中在学校、公园广场、小区内，

与程其练等(2007)对江西咨城市居民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的结果相一致，城市居民的休闲

地的选择主要以“三从”需要——从近、从公、从众来考虑，应加强公共体育设施的建设。休

闲地点在健身房的也占到 5%，虽然比较少，但表明“收费”已经作为安徽省城市居民休闲体

育参与地点的一小部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意识的增强“花钱买健康”将逐渐被

安徽省城市居民接受。 

 

图 3 显示城市居民每周锻炼在 3 次及以上的占 37.7%，2 次及以下的占 62.3%。根据国家

体育总局《对中国社会体育状况调查结果报告》中所确定的标准划分，体育人口的基本标准为

：每周参加体育活动不低于 3 次，每次活动时间不低于 30 分钟，具有与自身体质和所从事的

体育项目相适应的中等或以上负荷强度者。说明安徽省城市居民每周休闲参与次数较少，体育

人口较少。 

 



图 4 显示城市居民休闲体育参与持续的时间，在 30 分钟以上的占 31%，30 分钟以下的占

69%。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对中国社会体育状况调査结果报告》中所确定的标准划分,体育人口

的基本标准为：每周参加体育活动不低于 3 次，每次活动时间不低于 30 分钟，具有与自身体

质和所从事的体育项目相适应的中等或以上负荷强度者。说明安徽宵城市居民休闲体育参与持

续时间较短，体育人口较少。 

 

图 5 显示城市居民休闲体育参与时间分布为：（1)早上占 10.5%;(2)上午占 9.1%;(3)中午

占 6.7%;(4)下午占 20.1%;(5)傍晚占 37.8%;(6)晚上占 15.8%。说明安徽省城市居民休闲时间

段主要集中在傍晚、下午和晚上，也就是说安徽省城市居民的休闲时间主要集中在下午至晚上

这段时间，这与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相符合。 

3 结论与建议 

合肥市城市居民参与休闲体育主要场所有学校、公园广场、小区等，休闲时间主要是下午

和晚上，休闲体育参与持续时间主要在 30 分钟以下，时间、地点选择与环境满意度有关。 

合肥市城市居民休闲体育参与状况调査结果显示合肥市城市居民参与休闲体育每周 3 次

以上的占总人数 37.7%，每周 1_2 次的占总人数 44%，每次参与休闲体育时间 30 分钟以上的占

总人数 31%，这些活动时间、活动地点的选择与我国目前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和生活环境相匹

配。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对中国社会体育状况调查结果报告》中所确定的标准划分，体育人口

的基本标准为：每周参加体育活动不低于 3 次，每次活动时间不低于 30 分钟，具有与 A 身体

质和所从事的体育项 0 相适应的中等或以上负荷强度者。综合以上锻炼频度和每次锻炼的时间

，得出在被调查人群中符合体育人口基本要求的约占到总数的 37.7%。说明合肥市城市居民体

育人口较少。 

 

参考文献: 

[1] 程其练，黎霞芳等.江西省城市居民休闲体育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J].江西师范

大学学报，2007,31,(6). 

[2] 雷震，张伟.安徽省城市老年人体育生活方式现状调查研究[J].运动，2010,(02). 

[3] 李春付华.长春市城市居民休闲体育沽动现状的调查研究[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

.20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