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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高校建设背景下综合楼大型体育馆修建的
多元价值探究

——以重庆医科大学为例

刘国纯

重庆医科大学  体育医学学院  重庆  400041

【摘要】新时代“双一流”大学建设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高等教育建设上的具体现。新时

达的高等教育需要我们早高等教育做大的基础上做强高等教育，建设具有全国甚至世界一流的高等学府，在这中间

无论是师资力量、办学条件、学生质量、科研成果、国际话语权都是至关重要的。而西部地区高校发展收到经济条

件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办学条件距离双一流建设还有差距，本研究以重庆医科大学为例来探究双一流建设背景建设综

合体育馆对于一个双一流大学建设的多元价值体现以及促进作用。以期为其他高校做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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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们西部高等教育，尤其是重

庆市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了卓越的成果，但是和东部等发

达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先比较差距仍然明显，在双一流

高校建设背景下西部地区高校无论是集团还是单体都存

在一定的劣势，这些差距体现在各个方面，其中硬件设

施的建设相比较是最为能够表现出来的特征。民国时期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

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

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

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新时

代的变化不得不说和当时的国际局势，国家实力，办学

条件，物质经济背景都优越太多。已经过了那个将优势

资源由于教授和大师的培养之上，在可行的条件是，大

学之问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双一流”

建设就是对大学之问的更新，新时代的大学应该是有大

师，有大学问，有大楼，有大学生，大文化。一体化的

发展。而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大大地区相比较大楼的差距

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限制的大师和大学问的发展。其中综

合性体育馆的建设相比较发达地区就具有明显的差距，

在体育馆多元价值作用下探究这个问题具有一定的时代

价值。重庆医科大学作为医科类专业学校，省部共建高

校，具有全国前列的学科优势，在建设双一流高校上具

有一定的可行性，而和高等教育地区比较还具有明显差

距，其中硬件设施的建设上具有一定的差距。需要我们

进一步立据来论证。

1 双一流高校建设的可行性分析
双一流建设具有筛选的标准、工具、区域布局、

价值定位、办学价值等。面向的世界一流教育体系，建

设中国一流标准。地方高校在服务地方，辐射全国的基

础上要具有一定的世界级别的学科话语权和科学研究实

力。重庆医科大学作为前上海医学院现复旦大学医学院

西迁入渝具有坚实的办学根据，作为重庆乃至西部地区

老牌的大学，具有一定的基础成为西部地区建设双一流

高校的排头兵。是西部地区的省部共建高校，具有国家

级实验室，升级实验室，排名靠前的三甲医院多所，具

有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多人。以儿科、临床、检验、神经

科学等为主要代表，在全国具有明显的学科优势。

2 双一流建设的不足
作为西部高校在办学上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其中以

硬件差距相对明显，虽然近年来作为地方高校以及在诸

多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作为基本办学条件的补充，

没有实现于“双一流”高校建设的对接，且缺乏整体布局，

广大师生获得感有待进一步加强。和东部高校相比较进

步的速度慢于东部高校就是一种落后。其中学校综合性

基础设施建设是体现一个校园办学条件的主要基础，综

合性体育馆是其中重要的标志。但是重庆医科大学在大

学城校区土地和资金充足的基础上未能修建。当然有循

序渐进的办学要求，但以及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的“双一

流”建设的推进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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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综合体育馆建设的现实困境
双一流建设推动我国高校办学的思路的改变，办学

格局和定位要求更高，也打破了只进不出的筛选机制，

形成了我国高校的良性竞争。推行大学内涵式发展，扩

展学校人才引进，保障重大项目的成果实现，成就了国

内高校人才竞争的序幕。将有限的资源运用到人才引进

和成果的孵化上更能够提升办学的影响力，更能够符合

双一流高校建设的需要。但是在顺应和推动双一流建设

的基础上也不能忽略硬件设备对于学校软实力的促进和

推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硬件设施的作用将会成为引进

人才的限制性条件。

4 双一流建设的多元价值分析

4.1 建设体育强国实现中国梦的需求

体育强国是是实现伟大中国梦在体育方面的具体体

现，在健康中国建设的背景下，建设美好幸福生活的前

提是健康，而实现双一流大学也一样是要让民众有更多

的获得感，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当学校体育硬件设施

不足以满足学校体育开展的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学校体育的发展，与我国解决当前社会主义矛盾的发

展背道而驰。体育强国的美好蓝图应该是竞技体育、学

校体育、群众体育齐头并进，百花齐放相互促进的盛世。

一流的体育硬件设施尤其是综合体育馆作为最能够体现

体育硬件设施和最标志性的建筑。在具备一定经济实力

的办学条件下推动和论证建设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尤

其是在东部地区几乎普及的前提下，西部地区高校的综

合体育馆建设更需要加强。

4.2 学校体育蓬勃发展的现实需要

学校综合体育馆在日常的使用中是发展学校康体育

教学、竞技体育、群众体育的重要场所。

学校体育教学的重要保障。建设体育强国，实现大

健康的国家战略，就需要夯实学校体育基线，而学校体

育基础在于学校体育课程。受天气和气候的影响，学校

体育课成为最受影响的一门课程甚至是唯一一门课程。

而者主要是天气影响，而解决的最好途经就是综合体育

馆的修建。能够很好的保障大部分体育课程的开设，尤

其是南方多雨因与季节较多，夏天又以炎热天气为主。

竞技体育突破的重要保障。不仅仅学校体育课程收

到影响，竞技体育训练也必然收到天气的影响，而竞技

体育对于硬件设施的需求更好，对于综合性体育馆的需

求更加强烈，无论是高水平的专业队，还是校代表队，

还是学院代表队。除了保障日常训练，对于交流比赛，

和承接地区甚至全国性的体育比赛都显得尤为重要。

群众体育活动开展的需要。大学校园不仅仅是做学

问的地方也是广大师生生活和交流的地方，工作生活学

习融为一体，尤其是大学校园具有极好的教学环境，生

活环境成为了师生共享的重要场所，而大学体育综合场

馆的建设更加有利于工会活动的开展，师生课余健身活

动的开展，配备的舞蹈室，有游泳池，室内排球馆，羽

毛球馆，武术馆，乒乓球室，篮球馆，健身房等，都是

丰富师生课余活动的重要设施，因此综合体育管建设是

学校满足师生活动的重要硬件设施基础。

4.3 供给侧改革推进学校综合软实力的发展

建设双一流高校就是从供给侧出发提供一流的学校

公共服务供给，办一流的各级文化活动，推动学校影响

力和文化软实力的发展，不仅仅是满足学校体育的发展，

可以说综合体育馆的建设是满足学校各类活动的重要基

础。

举办全国性学术和科技类活动的需要。提升学校影

响力，发挥优势学科的话语权，举办全国性的学术会议

成为大学的重要学科建设的内容，综合体育管是融合了

会场，休息室，灯光，和仪式感的综合性场馆，此时的

体育馆发挥的是展览馆，会议厅的重要作用，而已经突

破了体育的价值束缚。

举办全国性的科技活动的需要。作为医学类的高校，

全面的医学医师技能大赛在各个学科都会进行，综合体

育馆成为能否承办此类活动的重要标志，长期以来以此

活动来提高影响力，获得话语权的机会收到硬件设施的

限制不能够得到最大化。成为限制学校成果和人文交流

的重要机会。

4.4 校内综合活动开展的迫切需要

除了对外的学术、科技、文化活动具有深刻影响之

外，综合体育对于校内活动的开展也是极大的提升。其

中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综合校内的文化活动等。

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的需要。大学尤其是本科阶段

作为绝大多数学术的高等教育学习的机会，人生最美好

的时光，从开学典礼实现身份的归宿，到毕业典礼的加

冕放飞。承载着一个大学的开始和结束，也是大学带给

学术人文教育的一个起点和一个阶段性终点。综合体育

馆成为全校性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近乎唯一的场所，

受限于条件的不足，很多学校在田径场或者球场举办开

学典礼，甚至取消了毕业典礼，或者化整为零，将毕业

典礼学院化，专业化，在礼堂或者教室进行。这都极大

的忽略了学校文化育人的作用。

综合性的文艺活动举办的重要支撑。高校是文化育

人，而重要的具有特殊的文化活动成为发展学生身心的

重要基础，而大型的尤其是全校性的文化活动是极具影

响力的推动。这就需要综合体育场馆作为强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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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元旦晚会和迎新晚会为例，这都是大学不可或缺，必

须开展的活动，其他学院班里为单位的晚会也是其中的

补充。但是能够承接这种大型的文艺活动的场地设施。

4.5 社会职能与大学办学定位的连结

无论是汶川抗震救灾还是新冠“疫情”影响下，对

于社会应激作用的的发挥必须依托大型公共设施。这时

大学的社会职能得到很明显的发挥，这是极限状态下的

多元价值的发挥，而不同地区合理的大学体育常规的建

设不仅仅是承接学校体育开展，综合会议的重要场所，

大学的职能尤其是地方院校的社会职能的发挥越来越起

到重要的作用。要举办全国性的全运会，军运会，青年

运动会都需要依托大学的场地设施，使其社会职能的发

挥最大化， 也是节约社会资源，服务地方社会的重要

表现。

5 结束语
构建双一流大学硬件设施的保障不仅仅能够满足学

校师生学习，工作，生活的需要，也是提高学习文化软

实力，扩大学校地区，全国，甚至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基

础。对于双一流建设注重的科技实力，成果转换，人才

振兴也是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对于具有一定经济

基础和现实需要的大学建设综合性的体育馆具有一定的

多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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