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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若想能最大化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应能制定有效手段大力推进体育强国的路径举措。基于此，相关
单位应能全面探析群众体育发展现存问题。并以此为方向，针对其发展诉求，能显著突出群众体育的大众化与社会化特征。并切实
发挥群众体育的功用与优势，真正实现全面健身、全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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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基于社会发展需求、个体需求，促使我国群众体育进入到

新的发展高度上。但从目前体育人口年龄结构质量上看，我国
体育人口中 65%以上都是老年人。基于此，也在一定程度上折
射出群众体育发展的短板与不足。因此，相关单位应能对当前
群众体育发展现状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与研究。并能正视问
题的存在，能从中汲取经验，制定有效解决问题的策略。 

一、群众体育发展现状分析 
（一）群众体育参与人员年龄结构失衡 
目前，我国群众体育发展过程中，并未真正体现出其全员

参与的特征。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相应的发展成效，但参与体
育锻炼的人数并不高。且更多的都是退休的老年人参与到体育
运动项目中，由此造成群众体育参与人员年龄结构失衡的问题，
并未真正达到全民运动、全面参与的效果。 

（二）群众体育发展目标设定不科学 
群众体育发展过程中，大多都是以养生的目的参与到相关

的运动项目中。锻炼者多半采用广场舞、太极拳、散布等方式
进行健身，但因运动负荷过低，并不能真正达到强身健体的作
用。相较西方社会大众体育锻炼中的对抗性、高强度的运动项
目的设定，我国群众体育发展明显展现出不足之处。同时，各
地方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有指导的体育活动并不多。通常
都是有锻炼意识、有需求的个体自形组织的体育锻炼活动，例
如大众熟知的广场舞。 

二、针对群众体育发展中的问题有效解决策略 
（一）显著突出群众体育的大众化与社会化特征 
群众体育发展过程中，相关人员需能对体育锻炼大众化、

社会化的特征建立正确的认知。在具体开展相关工作时，应能
最大化体现各个体育协会的优势。尤其，老年人协会、武术协
会等，应能积极的融入到群众体育发展进程中。同时，在设定
运动项目的过程中，应能结合不同年龄层次群众的喜好与成长
规律等，能基于共性吸引更对的人参与到体育锻炼中。应能摒
除既往的狭隘思维模式，即将群众体育的受众范围聚焦在老年
群体当中。这样，只能局限在老年体育发展的范畴中，而无法
真正发展群众体育。所谓的群众体育，应能包括所有具有体育
运动意识、运动能力的人群。基于此，相关单位应能积极创建
儿童体育协会、青少年体育协会、少数民族体育协会等。同时，
应将其与民间体育团体进行科学的融合，建立更加完善的群众
体育发展体系。与此同时，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相关单位应
能切实发挥城市体育运动基地、各个舞蹈工作室以及农村武术
辅导站等民间组织的作用。将与体育运动相关的一切运动进行
集成，发展更加丰富的体育竞赛。特别应能着重发挥各个舞蹈
社团、舞蹈工作室、武术辅导站的特色，利用其更具有趣味性、
参与性、娱乐性等特征，使无论是儿童、青年人、老年人等都
能积极的参与到体育锻炼中。在这个过中，以各地区的街道、
社团为单位，就近组织相关人员参与到体育运动项目中。以点

带面促进群众体育的有效发展，真正做到全面健身、全民运动，
全面提升我国民众的身体素质。 

（二）切实发挥群众体育的功用与优势 
群众体育发展过程中，若想能切实发挥其功用与优势，使

更多的民众参与到体育运动项目中，应能注重引进与培养更专
业的工作人员。相关管理人员，应能明确群众体育在整个发展
进程中是作为综合性工程进行建设的。应能深入了解群众体育
发展工作相关的关键事项与基层工作模式等，并能全面掌握业
务开展的具体手段、方法与流程。同时，还应对群众组织经验、
相关政策方针等建立正确的认识。基于此，才能制定更明确的
体育发展目标。并以目标为导向，合理化设定工作计划。群众
体育工作是造就人、成就人、考验人的社会学校，更是利国利
民、造福所有群众的体育建设项目。因此，参与这一伟大事业
的工作人员，应能具备一定的创新意识、大局观。并在不断的学
习与培训过程中，提升其管理能力、推广能力等。因此，相关人
员应能全面了解与学习国家发布相关政策方针等。并以此为方
向，积极贯彻与落实各项群众体育发展工作。在这个过程中，相
关单位应定期组织统一、专业的培训活动。并科学创建培训管理
群，能在线下与线上对重要的培训内容进行讲解与宣传。并能有
效推进群众体育发展的宣传、组织、监督等工作，动员社会所有
力量。基于此，基于理论联系实践，培养出具有一定理论基础、
管理能力、组织能力更专业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人员的科学组织
与安排下，上至领导干部，下至平民百姓，都能获得相应认可与
支持。从而，为群众体育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结语： 
总而言之，针对我国群众体育参与人员年龄结构失衡、群

众体育发展目标设定不科学等问题，相关单位应能将目前群众
体育的受众范围进行积极拓展与延伸。并能对群众体育发展工
作人员的培训工作给予一定的重视。即在不断完善体育发展硬
实力的基础上，应能培养出具有一定创新意识、组织能力、推
广能力的专业人才，融入群众体育发展事业中。从而，使各个
阶层、各个年龄结构的普通民众，都能积极的参与到体育锻炼
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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