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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口健身需求调查研究 

——以宿迁龙门村为例 

云月
1
 

（南京体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摘 要】：当前，农村人口健身问题突出。以宿迁龙门村为例，运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文献分析法和数理

统计法,分析目前农村人口的健身需求，并就研究结果给出解决方案，从而丰富我国农村人口健身方面的研究，为

农村人口健身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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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人口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例超过 50%。国务院颁布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实施以来，我国群众体育废:

展迅速，农村健身活动正在蓬勃开展。在全民健身的大背景下，全民健康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只

有人民群众的身体强健，国家才能更好更快的发展，所以全民健身计划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农村地区，由于政治、经济等

发展不平衡问题导致农村人口健身是全民健身的薄弱点。农村体育成为建设全民健身的重要领域，全民健身计划也为农村体育

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全民健身计划》,加快农村人口健身情况发展势在必行。只有农

村人口的健身需求得到满足，才能更好在推动全民健身的实现。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宿迁市龙门村村民。 

1.2研究方法 

1.2.1 问卷调查法。本研究对江苏省龙门村居民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对龙门村 100 位居民发放问卷，男女各 50 名，其中又

平均分为老年人群、中老年人群、中年人群和者年人群四个人群。问卷调查内容包含农村健身设施数量、农村健身设施破损程

度、农村健身指导员数量、健身设施开放程度、居民健身方式、居民健身时间、居民健身魏情、居民健身需求等。 

调查问卷发放给居民，当面填写，然后立即收回。共发放问卷 150份，问卷全部收回，回收率为 100%,其中有效问卷为 142

份，有效率为 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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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访谈法。对龙门村进行实地考察时，与村党支部书记进行面对面交流。另外，随机对一些居民进行访谈，从而对龙门

村的健身设施和居民的健身习惯、健身需求等方面有一定了解。 

1.2.3文献分析法。在图书馆中大量查阅并阅读有关农村人口健身需求方面的书籍，并对相关论述进行梳理。并在江苏省体

育部门、宿迁市体育部门搜集必要的资料。除此之外，在知网上以“农村体育健身”为关键词查找相关文献并进行阅读整理。 

1.2.4数理统计法。通过对回收的调查问卷，以及用其他方法收集到的相关资料和数据进行统计和整理，分析当前龙门村农

村人口健身发展现状以及需求，进而可以提供合理的对策来解决这些需求。 

2 龙门村村民健身需求 

2.1对健身器材和场地的需求 

健身场地设施是健身的核心。根据龙门村居民对问卷的实际填写，有 84.2%的居民认为需要健身器材和场地，有 5.3%村民

认为不需要，而有 10.5%的居民对健身器材和场地的存在与否持无所谓的态度（见图 1）。大多数的龙门村居民对健身器材和场

地有需求，但是农村配备的健身器材相对缺乏，在健身器材相对较少的同时，其中还有部分因为被破坏和年久失修而不能使用，

这就使得农村居民仅有的健身方式也不能有序进行。其次，一些空地、广场被居民晾晒和堆放庄稼，这就使得很多的中老年人

没有跳广场舞的场地。 

 

图 1龙门村居民对健身器材和场地的需求占比 

2.2对组织健身活动的需求 

除了需要健身场地设施外，组织体育活动也是村民进行体育健身的一部分。在对龙门村居民健身方式的调查研究中，小部

分村民认为，农作物劳动可以代替健身锻炼，尤其在农作物的播种和收获季节，大量的体力劳动使得村民不会再进行健身运动。

而大部分有健身习惯的居民一般集中在清晨或傍晚进行锻炼，而且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的健身方式都比较单一，因为可供选择

的场地设施较少，不够满足村民基本所需。因此，居民更多的倾向于散步、广场舞、踏步机等这些健身项目。对问卷的统计得

知，居民选择散步（跑步）和广场舞作为健身方式的分别占到 52.6%和 31.6%,此外选择使用健身器材的占到 10.5%,还有 5.3%的

居民选择其他健身方式（见图 2）。健身路径相对较少，且没有专业的管理人员组织他们进行广泛而有趣的体育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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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对健身指导人员的需求 

农村居民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对正确的健身方式没有太多的认知。在被调查的居民中，有 82.1%的居民认为村里需要健身指

导人员为他们进行健身器材使用讲解和实地健身指导，这样既可以减少错误的健身方式，增强健身效果，也可以提高村民强身

健体的积极性，但是龙门村现在没有配备专业的健身指导人员。由于缺乏专业的健身指导人员，使得居民不能根据自己的身体

状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健身方式。 

3 对策 

3.1增加基础设施 

农村露天健身器材的破坏和腐朽，使得居民可用的健身设施更加减少，从而对健身失去兴趣。政府应该增加健身器材的投

入并定期维修，以延长健身器材使用周期。当前，在政府主导供给下，没有健全的筹资机制，只是依靠单一的政府拨款和村里

自己出资，能给予的体育健身资金保障较弱。因此地方政府可以向集体企业、社会团体筹集资金，构建一个多角度、多方位的

公共健身服务供给体系，通过共同的利益或目标发展多元合作，从而增加运动场所和体育设施。比如每个村或镇建一个健身中

心，涵盖多方位的健身方式和运动项目，对居民免费开放，从而提高他们健身运动的积极性。另外，要鼓励居民充分利用绿地、

公园等公共空间来开辟新的健身锻炼场所。 

3.2倡导全民健身活动 

农村人口缺乏健身设施和场地，使得居民的健身方式单一。虽然农村健身水平比不上城市的健身水平，但是农村可以根据

自己得天独厚的固有文化氛围，发展比较具有特色的健身方式，比如，村里定期组织村民进行拔河比赛、舞狮比赛等。突出农

村健身方式的多样化与特色性，使更多的村民加入到健身的行列中。另外，可以以当地企业名义举办多样体育健身活动，在提

高企业知名度的同时不断提高龙门村村民们的健身参与度。地方政府要不断的组织农民体育活动，加快农村体育事业的发展，

积极开展“体育进社区”和“体育下乡”活动。 

3.3配备健身指导人员 

健身指导人员主要职责是参与场地设施和器材选用的策划，进行健身锻炼指导，开设运劫处方，体质监测、健身与健康咨

询，提供健身信息，组织健身活动等。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水平，宿迁市计划指出，到 2020年，获

得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证书的人数达到 2万人以上，每个乡镇(街道)配备 1名以上社会体育管理员。健身指导人员的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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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先对居民的体质情况进行检查，有序地组织和指导农村人口健康健身。身体素质的提高可以增强村民的健身意识，从而带

动更多的农村人口进行体育锻炼。 

4 结语 

目前，我国农村人口存在多方面的健身需求。能否满足农村人口的健身需求，决定着农村人口健身的发展方向。政府应当

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农村的健身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的健身条件，发展多样化、有特色的健身方式，组织更多的村民进行

健身锻炼，为农村配备专业的健身指导人员，引导农村人口进行健康有序的健身活动。农村人口健身的健康发展，丰富了农村

人口的文化生活，推动着全民健身目标的尽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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