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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体育设施建设现状调查与研究 

——基于淮阴工学院现状分析 

赵纯 

(淮阴工学院体育教学部，江苏 淮安 223003) 

【摘 要】：体育是人的一切素质的前提，没有一个健康的体魄，人的一切素质都无法体现，与高等教育规模不

断扩大的同时，大学生身体素质不断下降，体育设施是大学生体育活动的场所，其建设与大学生身体素质息息相关，

作为一个地方本科高校淮阴工学院体育设施建设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布局呈现出校区差异，但是存在下列问题，

体育设施因校区分布不平衡的问题；体育设施开放程度不够，利用率不高；体育设施服务于全民健身的体育场馆缺

乏；体育场地设施不能满足大学生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体育设施资金投入主体单一，体育设施建设融资渠道单一；

体育设施存在不同程度损坏。因此，淮阴工学院体育设施建设要以学生和全民健身需求为中心规划建设，做好体育

设施对外开放的管理工作，体育设施的建设和经营须打破旧有体制，改变旧有观念，实行市场化运营，充分利用地

方资源促进体育设施建设，提高现有体育设施的开放率与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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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立德树人目标的实现事关高等教育的兴衰成败，但是德智体美劳中，体育是基础，没有一个健全健康的身体，人的一切

素质都是无用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了高校生数的不断增加，截至 2018 年底全国高校各类在校学生总数多达 3833 万人，但

是据北京体育大学进行的一项高校体育设施建设现状调查显示，全国高校的体育设施建设出现了严重的滞后状况，按照国家规

定的生均体育设施面积标准，达到国家规定标准的高校不到 10%,笔者就职的淮阴工学院是隶属于江苏省人民政府的地方本科高

校，体育设施建设也未能达到国家规定标准，鉴于此，笔者对淮阴工学院的体育设施建设现状进行一个调查，目的不在于揭示问

题，给相关部门对于学校未来体育设施建设提供一个参考。 

1 淮阴工学院体育设施建设现状 

1.1淮阴工学院体育设施建设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 

淮阴工学院是隶属于江苏省人民政府的地方高校，目前各类在校学生两万多人，教职员工 1500多人，学校拥有北京路校区、

枚乘路校区和萧湖校区三个校区，自 2001年升本以来，学校事业不断发展，体育设施建设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截至 2019年

8 月，学校拥有综合性室内体育馆一座，面积 10000 多平方米，单体建设的室内篮球和羽毛球混合球馆一座，面积 2000 多平方

米，塑胶跑道四百米标准室外体育场 3 个，室外篮球广场 4 个，拥有标准篮球场 38 片，室外标准排球场 15 片，室外标准网球

场 12 片，室内标准羽毛球场 20 片，足球场 3 片，这些体育设施的建设拓展了学生体育运动的空间，数量和规模相对于此前有

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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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淮阴工学院体育设施布局现状 

淮阴工学院分三个校区办学，体育设施分布大体如下，清江浦区校区坐落在北京北路 89号，目前在校生数 6000多人，拥有

一个 400 米跑道的室外操场，临时搭建的永久性室内羽毛球和篮球综合体育馆一座，标准室外篮球场 12 片，标准室外排球场 4

片，网球场 2片，足球场 1片。经济开发区校区坐落在枚乘东路 1号，目前在校生数 11000多人，拥有一座室内综合体育馆，室

外四百米标准跑道操场两个，室外篮球场 22片，室外网球场 8片，室外标准排球场 6片，室外标准网球场 10片，足球场 2片。

萧湖校区坐落在淮安市淮安区河下古镇附近，拥有室外篮球场 4片，室外标准排球场 2片。 

1.3淮阴工学院体育设施运营现状 

笔者是淮阴工学院体育设施建设的见证者，有幸成为淮阴工学院体育设施的管理者，笔者在工作过程中对这些设施的运营

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统计，北京路校区，临时搭建但作为永久性使用的室内篮球与羽毛球混合球馆，早年对外商业性出租使

用，学生偶尔上课使用一下，近些年随着学校扩招，这座简易球馆主要作为教师教学和学生活动中心使用，每天下午使用率比较

高，所有室外篮球场每天下午利用率比较高，400米标准跑道的操场，足球场每天也都有学生踢足球，排球场利用率不高。枚乘

东路校区，两片足球场基本每天满负荷运营，但是大型综合性室内体育场利用率不高，篮球场每天下午满负荷运行，排球场利用

率不高，网球场利用率也不高。羽毛球场地一个，是大学城学生和教职工分时段活动场馆，还承担全校师生体育课，萧湖校区只

有几片篮球场，每天下午基本满负荷运行，室外排球场地也鲜见有学生活动。 

2 淮阴工学院体育设施建设存在的问题 

2.1淮阴工学院体育设施因校区分布不平衡 

淮阴工学院体育设施在数量和规模上的增加不能掩盖其布局上的问题，由于学校分三个校区办学，淮阴工学院体育设施的

布局不尽合理，北京路校区坐落在淮安市清江浦区，是淮阴工学院老校区，地理空间狭窄，面积不大，目前只有一片 400米标准

跑道的操场，篮球场 12 片，排球场 4 片，临时搭建的室内羽毛球和篮球混合球馆一座，足球场 1 片，北京路校区学生 6000 多

人，活动场地和活动空间严重不足。主要体育设施基本都坐落于枚乘东路校区，大型室内综合体育馆坐落于此，枚乘东路校区又

分为南北两个校区，每个校区都有 400米标准跑道的操场和足球场，篮球场也很多，室内室外都有。与之形成较大反差的是坐落

于淮安区的萧湖校区，没有 400米跑道的标准操场，这种校区间的分布不均衡现象将长期存在，笔者作为直接管理者颇感忧虑。 

2.2淮阴工学院体育设施开放程度不够，已经不能满足师生员工需求 

体育设施的建设目的在于运用，高校体育设施应该是教师和学生放松身心，锻炼身体的最佳去处，但淮阴工学院体育设施对

内开放程度不够，对本校师生的开放也是受管理成本影响，以枚乘东路校区大型综合性室内体育馆为例，笔者作为管理者，发现

这座室内体育馆开放程度不够，利用率频繁，室内篮球馆基本没有学生参与活动，乒乓球和羽毛球场地除了学生比赛训练和上

课，不能满足锻炼目的。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规定，高校体育设施应该对周边居民开放，但是淮阴工学院的体育设施对校外居民采取阻挡措

施，对社会公共体育设施没有应有的担当，也饱受周边居民质疑。 

2.3淮阴工学院体育设施服务于全民健身的体育场馆缺乏 

学校体育设施满足教师教学和学生锻炼的需求是其应有职能，但是学校体育也是国家社会体育的一部分，现在全国上下进

行的全民健身运动，需要高等学校的参与，但是据笔者了解高校对这个运动支持措施不多，淮阴工学院作为一个地方高校，坐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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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淮安市三个区，可以说社会体育运动责任责无旁贷，但是学校体育设施建设未能服务于全民健身运动的需求，既没有用于全民

建设的体育场馆，能够进行全民健身的体育设施对外呈现出封闭性。 

2.4体育场地设施不能满足大学生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 

淮阴工学院体育设施建设虽然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但是淮阴工学院三个校区，两万多学生，对于学生的健身需求来说，体

育设施数量是不足的，尤其是篮球场，淮阴工学院是工科院校，男生比较多，篮球是大学生最喜欢的项目，但是三个校区的篮球

场在下午锻炼高峰时间都不能满足学生健身的需求，足球场地更加不足，满足不了学生健身需求。 

2.5淮阴工学院体育设施资金投入主体单一，体育设施建设融资渠道单一 

淮阴工学院体育设施投入主要是学校行政事业性经费，按照国家规定体育设施投入占学校行政事业性经费比例不得低于 3%,

但是笔者调查发现，淮阴工学院体育设施投入比例不足 1.5%,也就是买点足球、排球、羽毛球和篮球设施，就这些也不能满足学

生需求。体育设施建设融资路劲狭窄，很多综合性大学以全民健身运动作为依据，吸纳社会资金参与高校体育设施建设，比如，

北京奥运会，很多大学拿出校园土地建设体育场馆，奥运会结束后，这些体育设施就为高校所有，作为学生活动场地。淮阴工学

院作为省属高校，但坐落于淮安市，体育设施建设的投资和融资渠道未能和周边政府形成联动，高校走出去办学是高校应有的举

动，体育设施建设资金渠道未能开放和多元。 

2.6淮阴工学院体育设施存在不同程度损坏 

为了以后工作管理，笔者进行了淮阴工学院体育设施损坏情况专项调研，发现淮阴工学院很多体育设施存在不同程度的损

坏，篮球架损坏率 12.3%,排球场损坏率 24.6%,仅有的几片网球场有 50%不具备基本打球条件，枚乘东路校区室内体育馆建成以

来由于利用率低，很多设施损坏。这些损坏不仅影响使用，而且有些损坏设施的使用还会给学生人身安全带来风险。 

3 淮阴工学院体育设施建设发展对策 

3.1体育设施建设要以学生和全民健身需求为中心规划建设 

高校体育设施的建设目标在于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淮阴工学院体育设施建设应该为了一切学生，这代年轻人是鼠标敲击声

中长大的，他们平时缺乏锻炼，据北京体育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在不断下降。高校在规划和建设体育设施的

时候要充分考虑学生的需求，淮阴工学院作为工科院校男生比较多，篮球和足球设施要多规划多建设，此外，作为高校也应有一

定的时候担当，体育设施建设也应该考虑全民健身需求。 

3.2做好体育设施对外开放的管理工作 

高校体育设施按照体育相关法律规定应该有限制的对外开放，在正常的教学时间以满足学生上课需求和健身需求为中心，

但是，其他时间应有一定的开放性，笔者调查发现，枚乘东路校区保安在周末和节假日都禁止校外人员进校锻炼，理由是怕不明

身份人士破坏校园治安，为此，笔者认为，应该不是堵，而是疏导，增加一定的管理人员做好高校体育场所和设施对外开放的管

理工作，这也是高校承担社会责任的应有的担当。 

3.3体育设施的建设和经营须打破旧有体制，改变旧有观念，实行市场化运营 

高校体育设施的建设和运营一直是高校体育管理工作的痛点，淮阴工学院体育设施建设受学校办学资金和办学重点方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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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资金一直不足，两万多人的高校三个校区居然没有一个游泳馆，笔者认为，可以引进校外资金建设游泳馆，满足学生教学

和健身需求之外，可以商业化对外开放，淮阴工学院北京路校区室内篮球和羽毛球混合馆曾经社会化运营，因为种种原因，现在

损坏严重，利用率低下。 

3.4充分利用地方资源促进体育设施建设 

淮阴工学院三个校区分别坐落于三个区，地方政府也有很多体育方面的资金投入，为了此次调研笔者到清江区体育局进行

了专项访谈和调研，清江浦区体育局有关领导也说他们每年也有很多体育设施资金的专项投资无处投，作为地方高校服务地方

需求，把地方资金引进来，建好的体育设施满足教学和学生健身需求的同时满足周边居民需求，一举两得。 

3.5提高现有体育设施的开放率与利用率 

淮阴工学院现有体育设施开放率与利用率不高，部分原因在于管理成本负担来源不足，但根本原因在于建设的数量不足，还

由于日常的养护不够，设施简陋不能满足学生需求和全民健身需求，为此，提高利用率就要加强日常的管理，敞开门办体育，提

高体育设施的利用率。 

3.6应用计算机提高体育器材管理效率 

计算机管理体育器材会给体育教师管理器材带来极大的便利，可以通过网络对于相关工作发布和管理及时处理。另外，将计

算机技术应用到体育器材的管理中，这无疑是对体育行政管理人员的文化要求的提升，减少其工作量。对于开展体育器材管理需

要按照一定的规章制度，在此规章制度下，努力创造一个简单使用的综合信息网络平台，使得查找信息时快速在，准确，进而提

升工作效率。 

将计算机技术应用到高校的体育器材管理系统中，符合高校的体育器材管理的新概念，加强体育器材的管理规划，提升其灵

活性，体育器材管理员可以根据体育设备信息系统来了解体育器材每天的使用情况及体育器材的损耗情况，此外还有体育器材

的预订计划。通过体育器材管理系统还可以查到体育器材的借，还、耗、损等记录，这样减少了因体育器材破损而出现的责任推

卸。与此同时将体育器材信息一体化，可以实现器材的规范化管理，并对体育器材管理何使用创造良好的工作氛围。 

3.7信息时代背景下高校体育馆器材管理思路研究 

在未来的高校体育馆体育器材管理工作改革中应确立几个基本理念，并对其有效地分析。注重强化学生对体育器材的认识

及重视程度，提升学生对于体育器材的利用兴趣，进而为体育教学效率的强化提供支撑。在体育器材管理工作的改革中应该注意

以健康为主要思想，以育人为目标，以加强学生的良好身体素质为重要内容，以体育器材为主要手段和辅助，加强学生身心健康

为主要目标，形成一个全新的体育器材管理改革方案，使体育馆及器材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不断地满足当今社会对人才需

要。 

与此同时，高校还应当充分发挥出体育器材对学生主动能力提升，培养学生的体育兴趣，学生加强体育锻炼，强化自身的身

体素质，培养他们主动锻炼身体的自觉性，最终养成了运动的良好习惯。体育馆体育器材的管理工作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包括人

才培养，锻炼身体特点，做好自身推广，使学生能以积极的心态投入到体育训练中。重视体育器材的管理工作，发挥多面性的作

用，侧重培养体育兴趣，在体育器材管理可以通过老师指引和合理的体育教学安排来实现体育器材优势以及综合性的特点，鉴于

体育器材种类丰富，器材完好，这样才能相对自由，所以才能根据培养学生兴趣，提高学生自觉性。 

总之，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学校体育管理的规范化以及科学化将会成为提高工作效率以及管理质量的重要手段，而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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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快速发展的今天，科学化以及规范化的管理完全可以依赖于计算机实现。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可以快速地通过计算机进行

数据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分析等，通过它来管理体育器材，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器材归类和查找的问题，提高管理工作效率。

随着社会各界和政府对学生体育健康的不断重视，学校的体育器材也越来越齐全，各式各样的器材管理成了学校体育部门出现

的新问题。在计算机管理技术日益成熟的今天，将两者完美结合，将大大节约体育器材管理所耗费的人力和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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