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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体育社团的现状分析及对策 

—以浙江工业大学体育社团为例 

单颖      杨冬钧     沈巧儿 

(浙江工业大学体军部 浙江杭州 310014) 

【摘 要】通过对浙江工业大学体育社团的现状进行调查与研究,结果为:浙江工业大学体育社团的管理体系正在

逐步形成,社团定期开展活动比较稳定;目前影响体育社团发展的主要方面还是活动场馆、经费和宣传力度不够等原

因。今后应加大学校对体育社团的重视,体育社团与体育教学有机结合,增强学生社团意识,拓宽社团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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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园体育社团是新时期学校体育发展的产物,大学生体育社团作为由大学生自发组建的社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为大

学生有选择、有重点地参加体育锻炼提供了组织保障。 

目前,浙江省高校的学生社团已有 1000个左右,其中体育社团占四分之一左右,并且体育社团成员仍在快速发展之中,而浙江

工业大学作为浙江省重点大学,围绕人才培养目标,积极探索学生体育社团管理模式,使体育社团在学校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取得了较为显著地成效。但是,在新形势下,大学生体育社团也还面临着一些问题,如何更好地促进高校体育社团发展,充分发

挥体育社团在校园文化建设和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方面的重要作用,也是新时期大学体育工作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下面我们

就以浙江工业大学体育社团为例,对大学生体育社团现状进行调查研究与分析。 

一、对大学生体育社团现状的调查分析 

1、浙江工业大学体育社团基本情况 

浙江工业大学始建于 1953年,是浙江省政府、教育部共同建设的综合性的重点大学,学校的体育社团管理模式立足于高校特

色,结合学生社团发展的基本状况,社团活动形成了体育课与课外体育活动之间的纽带,提高了学生身体素质和运动技能水平,推

动了校内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到目前为止,浙江工业大学正式注册的体育社团 27个,参与体育社团的会员不仅参与人数众多,而

且覆盖面广。我们根据不同的活动内容把体育社团分为对抗类、隔网类、技巧类、体能类、智力类和健美类等六大类型。其中

对抗类有 12个社团,包括了篮球协会、足球俱乐部、跆拳道社和拳击等协会;隔网类有 5个社团,包括羽毛球协会、排球俱乐部、

乒乓球协会和网球协会;技巧类有 3 个社团,包括溜冰协会、木球俱乐部;体能类有 4 个社团,包括定向协会、背包侠俱乐部、途

博徒步社和马拉松协会;智力类有 2个社团,包括魔方协会、指归棋协;健美类社团 1个,包括健美协会。 

通过调查发现浙江工业大学体育社团对抗和隔网类的社团较多,其中的篮球、足球、乒乓球等社团人数较多,说明学生还是

偏爱传统的体育项目,而一些新兴的协会如木球、徒步社等协会也受到了学生的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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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团成员现状 

浙江工业大学体育社团成员组成比例为:大一学生占总人数的 74.5%,大二学生 13.6%,大三学生 5.4%,大四学生 4.7%,研究生

1.8%。从现状可以看出,社团的主要成员还是集中在低年级,高年级的学生参与的人数占的比例很少,这种现象的出现,说明了低

年级的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更高,但缺乏持久性,并没有真正养成参与体育活动及锻炼的习惯,学生锻炼的意识还不够,学

生到高年级后积极性降低,再加上学业、就业等方面的压力,参与体育社团的人数比例就大大的减少了。因此,如何培养学生参加

体育锻炼的意识和习惯,提高学生体育锻炼的积极性也是大学生体育社团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3、体育社团经费来源 

浙江工业大学体育社团经费来源主要由社团成员缴纳费用占 90.2%,学校下拨占 3%,赞助费用占 6%,其它占 0.8%。体育社团

经费的主要来源还是社团成员缴纳的费用,学校所下拨的费用非常少,这是由社团的性质所决定的;体育社团得到的赞助费用比

例也比较少,其实学校体育社团中有些社团的影响力并不算小,开展较好的社团每次举办活动都能得到一定数目的赞助,但即使

这样所占经费的比例还是很少,经过调查发现,原因在于很多赞助的单位都以赞助其单位经营的消费卡为主,这对于社团的经费

来说可以得到缓解但还不能起到主要作用。目前体育社团的主要经费是入会时缴纳的会费,因此,如何提高进一步提高社团的影

响力,获得更多的活动经费,是体育社团面临的主要问题。 

4、体育社团的管理模式 

目前高校体育社团管理模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学生会设立社团部,由学生会主席分管,第二种是与学生会平行机构——

—大学生社团联合会管理,简称“社联”,最后一种是由团委、学校体育部共同管理,这也是目前浙江工业大学体育社团的主要管

理模式。 

学校团委和校体军部共同管理体育社团,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社会实践能力为主要目的,对体育社团进行正确的引导和

支持,并选派经验丰富的专业教师为社团的指导教师,对社团的活动内容、组织管理和专业技术等方面给予全面的帮助与引导。

同时,充分尊重学生的意愿,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让学生在自主性的活动中自我教育、自我管理,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 

5、体育社团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目前体育社团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场地器材欠缺、活动经费不足、指导力度不够、缺乏激励机制和社团成员的流失等几个方

面,而这几个方面也是制约体育社团发展的主要原因。 

二、体育社团的发展对策 

1、加强对体育社团经费的投入 

活动经费不足是制约体育社团发展的重要因素,校团委应该加强对体育社团经费的投入,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可考虑“优先

发展、重点扶持”优先发展群众基础好、社团活动影响力大的体育社团,给予比较充分的资金支持,重点扶持社团活动经费严重

不足勉强维持的社团,避免其“自生自灭”。学校体育部门为社团提供场地和器材的保证,加强课外体育活动组织的科学管理,加

强体育社团的指导力量,管理部门为体育社团安排业务能力强、有责任心的教师,完善指导制度。 

2、加强学校对体育社团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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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社团作为大学社团中重要一部分,学校应该加强重视,适当划拨活动经费,新建或更多的开放体育场馆,为体育社团活动

提供更多的活动场地和器材,对体育社团活动的展开给予更多的支持。 

3、体育社团和体育教学有机结合 

目前的体育社团和体育教学是完全脱钩的,浙江工业大学体育社团虽然由团委和体育部门共同负责,但体育部门也只是给体

育社团安排指导教师,体育社团的工作还没有纳入到大学体育教学中去,如果能把体育社团纳入到高校体育教学当中去,那么场

地器材、社团管理、指导力度等一些老问题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爱,说明新兴的体育项目正在被大学生所接受。 

4、加强宣传力度、增强社团意识 

在体育社团活动开展的过程中,会员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缺席社团活动的现象还是普遍存在的,高年级脱离社团现象也是十

分严重的,所以管理部门应该加大社团的宣传力度,增强学生的社团意识,这样才能使社团得到更好的发展。 

5、拓宽经费来源渠道 

目前,各个大学体育社团活动经费的缺乏是个不争的事实,提高经费应该让学校各个管理部门对体育社团应该给予更多地配

合和支持。体育社团自身在不断提高社团影响力的同时,多吸收和利用社会各方面的资金,为社团的经费拓宽渠道。 

三、结语 

大学校园体育社团是新时期学校体育发展的产物,大学生体育社团作为由大学生自发组建的社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为大

学生有选择、有重点地参加体育锻炼提供了组织保障。但是,在新形势下,大学生体育社团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场地器材欠缺、活

动经费不足、指导力度不够、缺乏激励机制和社团成员的流失等问题。如何更好地促进高校体育社团发展,充分发挥体育社团在

校园文化建设和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方面的重要作用,也是新时期大学体育工作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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