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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高校体育文化现状及对策研究*1 

吴 健 

(重庆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摘 要】：本文从校园体育文化的参与者角度,对重庆市高校校园体育文化的校园体育规范文化，校园体育物质

文化，校园体育精神文化和校园体育智能文化四个方面进行了调查与分析,以期进一步提高重庆市高校的校园体育

文化建设，优化高校校园育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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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以重庆市范围内的十五所各类各层次高校为研究对象，其中包括理工类高校 3所、师范类高校 2 所、专门学科类高校 3所、

职业技术类高校 1所、民办类高校 1所；采取分群抽样的方式，以各高校的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 

2.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通过查阅、筛选大量有关科研方面的论文和书籍作为本课题研究的理论依据。 

(2)问卷调查法。此次调查发放学生问卷 2000份，回收问卷 1856份,回收率为 99%，有效问卷 1767份,有效率为 88.35%;本

调查问卷采用专家检验其效度(效度值达 R=0.85,具有统计意义)和抽样检验其信度的形式,其中问卷的信度达 92%,具有统计意

义。 

(3)数理统计法。对调查所有数据，运用 excel2003和 spssll.5统计软件加以统计、分析整理。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1.校园体育规范文化 

校园体育规范文化是校园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学生对体育文化认知程度。体育文化的发展势必要建立在对体育

运动规则、体育法律法规等规范正确的了解之上。根据回收的问卷调查研究表明:重庆市大学生对比赛规则的了解还有待提高。

在回收的 1767 份问卷中,只有 19.97%的学生比较了解相关的规则;48.55%的学生对比赛的规则只是一般了解；17.94%的学生了解

一点比赛规则，但还是有 13.52%的学生对比赛规则不了解。 

同时，体育纠纷也是体育规范文化的重要部分，从体育纠纷的角度可以看出大学生对体育规范文化的了解程度。大学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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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在校学生，他们有一定的思想素质，大多数学生遇事能够寻求比较理智的方法解决问题。据调查显示：

32.71%的学生用相关的体育法律法规解决纠纷；49.07%的学生上报学校或相关组织；18.22%的学生不能够运用正确的方法解决

体育纠纷。一个学校在参加比赛过程中，是否购买体育保险，关系到学校领导对体育法规及规范的认知程度。 

根据调查显示；有 40.12%的学生反映没有考虑过购买保险；有 59.88%的学生反映考虑过，但是一般不购买，原因是对于体

育保险不太了解，购买体育保险的比例不到 3%。由此可见，学校以及学生对于这一层的体育规范没有引起重视，没有形成共识。 

2.校园体育物质文化 

校园物质文化是体育文化的基础，物质文化的发展是其他文化的保证。众所周知，校园的体育场馆是学生、参加锻炼的载

体，而体育场馆的建设和开放程度也影响学生参加体育锻炼。据调查显示目前重庆市高校的大部分学生认为该校的体育场馆建

设和开放比较合理。在场馆建设方面：总体上比较满意，但有部分学校的体育建设还有待提高，篮球场、足球场等建设不太合

理，甚至有的高校还没有标准的体育场馆等,这表明:有少部分学校没有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未能让其更好地为学生服务。 

在体育场馆的开放方面：根据调查数据显示，有 1.56%的学生反映体育场馆不经常开放；而有 47.96%的学生反映体育场馆

可以随意进出，经常开放，但总体上还比较满意。学生是学校体育的主要参与者，体育场馆应该根据学生的需要对学生进行开

放。 

另外，体育服装是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必需品，因而调查学校内有卖体育服装的商店是各高校应该认真对待的问题。根据

调查数据显示：校内的体育服装设施，如衣服、鞋、体育用品等，而突出反映的问题是只有 1.14%的学校利用好了学校内有卖体

育服装的商店。这表明：绝大部分学校还未充分利用好学校内有卖体育服装的商店这一日趋大众化、便捷化的途径为学校宣传

服务。 

3.校园体育精神文化 

学校每年组织的体育竞赛活动，能够让学生们欣赏自己身边的体育健儿的风采，来激发学生积极进行体育锻炼。但是根据

调查数据显示：学校每年组织的体育竞赛活动，只有 1.58%的学生经常参加学校每年组织的体育竞赛活动；有 50.62%的学生偶

尔参加一两次学校每年组织的体育竞赛活动；仍然有 47.8%的学生从来没有参加过学校每年组织的体育竞赛活动。 

根据调查显示:有 32.5%的学生长期关注喜欢的运动信息和知识;有 51.8%的学生偶尔关注喜欢的运动信息和知识；仍然还是

有 15.7%的学生不关注喜欢的运动信息和知识。由此可见，学生的校园体育精神文化还有待提高，仍然需要进一步发展。 

4.校园体育智能文化 

运动损伤是运动参与中难免遇到的麻烦，正确地处理运动损伤能够加强锻炼效果，提高运动成绩，促进身体健康，错误地

处理往往适得其反。大多数学生在遇到运动损伤时无法进行正确的处理，这是由于学生的运动知识缺乏，参加体育运动但不能

寻求科学的方法；同时，学校在运动卫生知识的传授中出现问题，缺少此类问题的宣传、讲座等。例如长跑是一项对人体健康

非常有益的运动项目，又是一项消耗体能最多的项目，需要补充适当的糖类、水等物质，但运动过后什么时间才是最佳的补充

期？很多学生选择练习长跑，但对这个问题却不能正确作答。 

据调查显示：有 32.58%的学生选择立即补充；有 34.22%的学生选择 5 分钟左右补充;有 25.2%的学生选择 30分钟左右补充；

有 5.2%的学生选择 1 小时左右补充；有 2.8%的学生选择任何时间都可以补充。正确者不足 30%，由此可见，学生对饮料补充、

运动休息时宜等等也不能作出科学判断，运动实践中难免出现问题，降低运动效果，校园体育行为文化发展不足。准备活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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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运动的前奏，因此运动前准备活动程度是运动成绩发挥好坏的关键。据调查显示：32.58%的学生选择稍动即可；有 34.25%

的学生选择微热轻冒汗；有 31.17%的学生选择出大汗；有 1.25%的学生选择做不做准备活动影响不大。由此可见，只有 34.25%

的学生是选择正确的，应调动学生养成做准备活动的习惯，来提高学生的运动成绩。 

三、结论及建议 

1.高校体育文化现状总结 

其一，学生对体育规范的认识不足。学生对体育规范文化的了解存在一定的盲区，是阻碍重庆市高校校园体育文化的重要

因素。在被调查的十五所高校 2767份有效问卷中，对体育比赛规则比较了解的不到 20%，购买体育保险的人数更是不到 3%。普

遍的在校大学生对于体育竞赛规则的基本知识和体育法律法规知识知之甚少。学校在这一层上有所忽视，没有提出相应的措施

方法，宣传教育力度不够，在购买体育保险等实施上不够完善。 

其二，场馆设施比较落后，有待提高。体育场馆设施是学生运动健身的载体。体育设施落后是阻碍重庆市高校校园体育文

化的又一重要因素。本次调查发现，重庆市各高校学生对体育场馆的开放情况普遍反映比较满意。但有部分学校的体育建设还

有待提高，篮球场、足球场等建设不太合理。场馆设施建设方面的问题限制了大型体育运动竞赛的组织开展，致使各高校无力

承办较大型的体育比赛，制约了体育运动水平的提高，失去提高宣传体育文化的良好机会。甚至有的高校还没有标准的体育场

馆等。 

其三，学生的运动知识缺乏，参与意识较低。在体育行为文化几道选题中，对体育卫生常识的几个问题能答对的学生都不

足三分之一。大多数人在遇到常见的运动损伤时不懂得如何进行处理，不懂得运动后如何进行补充水分，不懂得运动前如何进

行准备活动。另一方面，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意识比较淡薄。调查中，有近一半的学生没有参加过学校组织的体育活动，60.62%

的学生认为自己有必要花时间、精力参加体育锻炼。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热情并不高。学校体育运动氛围不够浓郁。 

2.关于加强高校体育文化的建议 

首先要加强校园体育文化环境建设。环境本身就具有教育的作用，建设一个良好的校园体育文化环境，是校园文化环境建

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良好校风的形成。 

其次要加强校园体育文化设施的建设，就是要在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上，提供充分可靠的保证，努力确保各类体育设

施齐全、先进，为体育教学、运动训练、学生身体锻炼、开展体育文化娱乐活动和体育文化的传播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要在

加大学校教育投入的同时，通过联办、共建等多种形式，积极争取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并努力促进国家和地方的大型体育

场馆设施能够建在校园和园区。 

最后还要积极开展多层次、丰富多彩的课外体育活动。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切实可行的体育活动制度，是课外体育活

动开展的可靠保证。我们要尽量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切实加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科学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力求所

开展的体育活动内容新，涉及面广、质量高。必须注意校园体育文化的层次性、多样性，处理好学校代表队的训练与校园体育

活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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