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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促进新时代我国体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分析高校体育资源与社区体育资源各自存在的优势和不

足，探索高校体育与社区体育资源共享的有效路径。可以从政府发挥带头作用入手，通过引领高校与社区协同管理、

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发挥高校人才资源优势、积极制定多元资金保障体系等有效路径，实现高校体育与社区体育资源

的共享，解决社区体育资源匮乏的情况，促进高校体育教学的改革与发展，实现社会资源的高效整合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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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国务院印发 《全民健身计划 ( 2016 －

2020 年) 》，将落实全民健身计划纳入到我国重大

发展战略当中，要求兼顾社会不同方面的体育资源，

为我国全民健身事业的长久稳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当前，我国对高等教育越来越重视，促使高校体育

资源不断扩充，和社区体育相比，高校在人才资源、

体育场馆设施、信息资源等诸多方面存在显著优势。

因此，探索新时代高校体育与社区体育资源共享的

有效路径，有助于社会资源的高效整合与应用，同

时也有助于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一、新时代高校体育与社区体育资源共享的重

要意义

( 一) 有利于缓解当前社区体育资金不足、缺

少有效指导的情况

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社区体育费用严重短缺，基

本设施建设急需完善，指导人员处在免费服务的状

态，高校体育拥有完善的场地设施、优秀的人才资

源，能够有效弥补社区体育的不足。
( 二) 有利于进一步拓展高校体育教学

高校可以运用社区的生态环境资源，开展体育

拓展训练，培养当代大学生吃苦耐劳的良好品质;

可以将社区体育中独具特色的民间体育项目，比如

舞狮、踩高跷等融入到日常教学中，以此来深化体

育教学的文化内涵; 可以将社区俱乐部开展的瑜伽、

爵士舞等，融入到教学活动中，进一步拓展教学内

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更好地培养学生

终生体育的意识。
( 三) 有利于增强高校体育科研能力

高校体育科研工作者借助高校体育与社区体育

资源的有效共享，全面掌握社区体育在管理制度、

运行体制、场馆器械、群众健身需求等方面存在的

问题，调查并研究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主要因素，

进而从实践中发掘课题，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法，为

我国体育学术探索提供重要的资料和实证。
( 四) 有利于推动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高校体育与社区体育资源的共享可以让体育逐

步向削弱竞技运动性、提高育人性以及提高生活品

质方向迈进。高校体育与社区体育资源共享过程中，

能够产生新的资源并扩大能效，促进人们身心健康

全面发展，为各种群体的体育锻炼提供多种选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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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保障。此外，体育资源共享还会对文化产生一

定的影响，即社区融入高校、高校重归社区，从根

本上推动高校与社区体育文化的协同进步，对和谐

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二、高校体育资源的优势与不足

( 一) 优势

一是教师资源方面的优势。高校拥有优质的师资

队伍和良好的育人环境。据 2017 年《中国教育统计

年鉴》中分学科专任教师统计，全国普通高校 ( 不包

含民办的其他高等教育机构) 体育专任教师 64 733

人，中级 职 称 教 师 占 比 41%，副 高 级 职 称 占 比

31. 8%［1］，中高级职称占比过半可以得出高校以中青

年体育教师为主体。许多高校体育教师还兼任教练指

导员、社区体育辅导人员，属于双师型教师。高校体

育教师团队专业素养较高、教学经验丰富、思想政治

素养良好，是促进社区体育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二是教学资源方面的优势。依据教育部门 2002

年颁布的《全国普通高等院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大

纲》以及 2014 年颁布的 《高等院校体育工作基本

标准》文件通知精神，对普通高校的课程设置提出

具体要求，在高校中体育课程的基本形式通常以选

项班级教学为主或兼具俱乐部制度，其教学内容包

括球类、民族传统类、冬季运动项目、民间项目、

田径、操舞类以及水上项目等。虽然高校开展的体

育课程面向广大学生，且每堂课传授内容有限，但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开放化的网络教育平台

的广泛运用，给高校体育课程教育资源和社区体育

资源共享提供诸多可能性。

三是体育基础设施方面的优势。根据 2018 年

《中国社会统计年鉴》，截至 2013 年底，各大高校

在校生2 468. 1万人，拥有体育场地共计 5. 0 万个，

场地占据总面积为 0. 8 亿 m2［2］，依统计数据计算高

校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 3. 24m2。第六次全国体育场

地普查数据公报显示，2013 年末全国人均体育场地

面积仅为 1. 46m2［3］。因自身规模、环境、技术、数

量、管理以及配置等各个方面的优势，高校的体育

场地资源是社区无法比拟的。

( 二) 不足

一是载载力方面的不足。为了保障高校体育教

学事业的可持续性发展，高校体育教师资源、体育

课程、体育场地设施等通常都是按照实际教学的需

求，依据相应的规定和标准建设，虽然可以在休息

时间为社区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一定贡献，但其载

载力存在局限性。

二是体育场地设施方面的不足。由于人数、种

类、层次、地理位置以及所处环境等差异，高校体

育场地设施整体建设情况差距较大，且都受到自身

开展体育教学、体育比赛以及运动团队训练项目的

限制。此外，高校足球场、游泳池、田径场、篮球

场等都属于人工建筑，缺少草场、湖泊、森林等自

然的野外健身场地，更没有长距离的体育运动路径。

三、社区体育资源的优势与不足

( 一) 优势

一是多元化。社区体育指导人员来源相对广泛，

不仅有专业科班出身，也有许多民间体育专家，项

目种类丰富多彩，比如不同的球类、舞蹈类、拳类、

棋类等，能够满足不同爱好的人群。体育场地的类

型也多种多样，不仅有正规的篮球场、游泳场、足

球场等，也有休闲广场、健身公园，还有草地、湖

泊、山地、自然河流等。

二是免费对外开放。大部分社区体育场地都是

城乡公共设施，均全天免费对外开放，或收取较低

的费用，任何职业、任何性别、任何年龄的群体，

都能够享用社区所提供的体育设施。

( 二) 不足

一是组织与指导方面的不足。社区体育在其组

织管理、活动形式、体育场地、体育消费以及体育

人口等方面都存在局限性，大部分社区的体育组织

都比较薄弱，指导人员的管理体制尚未健全，指导

站点分布情况不合理，社区群众对健身知识了解有

限，整体工作还需进一步加强。

二是基础设施方面的不足。根据国家体育总局

2018 年发布的《中国群众体育发展报告 ( 2018) 》，

截至 2017 年底，我国体育场地已超过 195. 7 万个，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 1. 66m2［4］。虽然体育场地从新

中国成立初的 4 982 个增加到目前的 195. 7 万个，公

共体育设施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但社区体育公共场

地设施整体数量仍不足，这是阻碍全民健身活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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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重要因素。

四、新时代高校体育与社区体育资源共享的有

效路径

( 一) 政府发挥带头作用，引领高校与社区协

同管理

高校与社区协同管理的前提是拥有合理健全的

组织管理框架。健全的组织管理框架有利于调动各

个部门的工作热情，引领所有成员的行为紧密围绕

共同目标开展。为了让高校体育与社区体育更加科

学有效地进行共享，需要政府部门充分发挥带头作

用，引领高校与社区协同管理。政府部门是运作的

引导者与推动者，需要在具体的范围内引导民政部

门、教育部门、体育部门等多个职能机构，配合高

校和社区进一步完善体育资源共享的引领和协调等

各项工作。高校与社区需要在政府的指导下探索成

立体育资源共享委员会，由政府部门的领导人员担

任委员会主任，成立组织协调部门、活动策划部门、
后勤保障部门以及运营部门等，真正做到体育资源

合理统一规划、高效管理及运用。同时要设立相应

的监管机构，从政府部门、社区群众与高校师生中

选择能力较强、素养较高且具有一定责任心的人员

来组成监督机构，对体育资源共享的每个工作环节

实施评价和监管。
( 二) 重视舆论导向及信息获取，加大宣传推

广力度

在高校体育与社区体育资源共享过程中，要高

度重视舆论导向和信息获取，加大宣传及推广力度，

增强社区群众的体育锻炼意识，营造良好的锻炼氛

围，促使更多的社区群众加入到体育锻炼活动中，

树立正确的体育消费观念; 增强高校师生和社区群

众的资源共享意识及服务意识，让更多师生加入到

社区体育事业中来，组织社区群众交流、分享个人

的健身锻炼需求与经验; 可利用报纸、网络平台、
微信、广播、社区宣传栏等进行宣传，让社区群众

更加方便地获取体育健身知识，掌握各种有效的锻

炼技巧; 高校要积极运用自身信息资源以及推广能

力，通过开展知识讲座、举行会议、实施调研或组

织专题演出活动等，为社区体育提供高效信息。
( 三) 以共建、共管为核心，实现体育场地设施

共享

当前各大高校具有丰富的体育场地基础设施资

源，既能满足日常教学及课外实践活动开展的需求，

还能空出一部分资源与社区共享。可以加强高校与

社区间的合作与互动，在有度、有偿、有效、有序

的原则指导下，将体育场地设施向社区开放，促进

体育资源共享的可持续性发展; 社区也要积极鼓励

相关企业协同高校建设体育场地，让高校得到更多

建设和保养场地所需的费用，扩大场地规模，提高

体育教育、日常训练与课外实践活动的整体质量，

同时满足企业与社区对体育场地的实际需求，防止

因体育资源重复建造而导致的浪费。
( 四) 发挥高校人才资源优势，构建体育人才

共享制度

人才资源是社区体育长期健康发展的关键，社

区不仅需要高素养的体育运动辅导人员，也需要专

业的志愿者和裁判员。应积极发挥高校人才资源优

势，构建体育专业人才共享制度，促进社区体育事

业的进一步发展。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制定完善的辅导政策，

成立高校与社区体育人才资源共享服务机构，联络

和部署高校教师及大学生志愿者团队参加社区体育

工作，制定具体的工作方案、工作规定和工作内容

等，让各项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其次，高校应积极

引领和鼓励广大师生积极参加社区体育服务工作［5］，

搜集并整理思想水平高、专业能力强、愿意加入社

区体育工作的教师和学生个人信息资料，将这些资

料纳入到体育人资信息数据库当中，结合社区的实

际需求，选派符合社区需求的师资团队。此外，高

校也要重视对学生在运动咨询、活动开展和管理等

各方面的培训，逐步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操作能

力，增强他们的服务意识，真正为社区体育事业的

发展提供有效人才; 最后，社区管理人员应从思想

层面上深刻意识到体育人才对社区体育发展的重要

作用，在充分了解自身需求的前提下，利用高校丰

富的人才资源，加强对社区体育辅导专员和管理人

员的教育和培训。
( 五) 确认职责并强化防范，保障资源共享工

作安全

为有效解决高校体育与社区体育资源共享工作

中的安全问题，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其一，政府

及有关部门应制定详细的管理条例与合理的责任划

分机制，让共享工作在法律及各项政策的保障下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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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开展。公安部门、消防部门以及卫生部门也应强

化监督和管理，尽可能规避安全事故; 其二，高校

与社区应完善资源共享的各种管理规定，对大学生

和社区群众实施安全教育，开展各种运动伤害与急

救方面的培训; 其三，在体育场地显眼的地方粘贴

具体的使用规则与安全提示标识等，对体育场地设

施进行定期检修和维护，保障其整体的安全性。
( 六) 努力探索并积极实践，制定多元资金保

障体系

资金是保障高校体育和社区体育资源共享长期

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应制定多元化的资金保障体

系。一是加强政府部门的资金支持。在体育资源共

享初期，政府部门的财政投入是引领和加强体育资

源共享工作稳定发展的核心，可运用在体育场地建

设、保养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此外，还可通过工

商、税收等有关部门降低对体育场地运营的税率，

节约部分开支; 二是全面调动社会多方力量积极参

与［6］，为体育资源共享提供充足的资金。社区可调

动管辖范围内优秀企业加入到体育场馆设施的协同

建设和共享中，也可通过寻找赞助来举办丰富多彩

的体育活动和比赛，还可积极争取更多的社会捐赠;

其三是增强自身的收入能力，为体育资源共享创造

新鲜血液。高校可充分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根据

社区特征开发特色化的体育课程，由高校体育教师

实施网络教学或精心制作相应的教学视频及课件等，

有偿提供给有需求的人群; 运用体育场馆内的空白

墙面为相关企业或产品进行推广和宣传，以获得一

定的资金报酬; 在健身场所周边设置体育用品专卖

店或营销点，销售体育服装、健身器械、健身视频、
运动饮品等，以获得相应的销售利润。

总而言之，高校体育与社区体育资源的有效共

享，既能够解决目前社区体育的资源匮乏，也可以

促进高校体育教学的改革与创新发展，从而实现社

会资源分配的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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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Sharing Path of College Sports and
Community Sports Ｒesources in the New Era

JIANG Dianzai
(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Fuzhou 350012，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a’s sports in the new era，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college sports resources and community sports resources，and explores the effective way
of sharing college sports resources and community sports resourc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play a leading role in
guiding the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of universities and community，increasing the publicity and promotion，giving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college talent resources，developing multiple funds guarantee system to realize the sharing of
college sports and community sports resources，solve the shortage of community sports resources，promote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and realize the efficient 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social resources.
Key words: college sports resources; community sports resources; sharing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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