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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开展定向越野的可行性研究
徐佳佳　杨　彪

（中国矿业大学，江苏 徐州 221000）

摘要：疫情之下，学生久居宿舍当中，长时间参与网课学习，积极运动的时间大幅度减少，随之而来的是学生的身体素质不断下降，

运动能力的发展停滞不前，也给学生的心理健康造成严重的影响。而今各地逐步放开，为了促进青年大学生的身心健康与全面发展，本

文针对在高校中开展定向越野进行深入探究。

关键词：高校；定向越野；可行性

在大部分高校的体育教学中，课程结构较为单一，内容单薄，

以学生体能测试为前提的课程内容缺乏了一定的趣味性，导致学

生难以对运动产生兴趣。

当前定向越野运动在国内越来越常见，受众也越来越广，许

多定向越野协会、俱乐部迅速发展起来，经常举办各类比赛，定

向越野运动本身具有较强的趣味性与娱乐性，不限制与专业的场

地，还是一项非常适合走进高校的体育运动。

一、研究方法 

（一）文献资料法

通过中国知网，查询到近年来有关定向越野的文献资料 50 余

篇，对具体内容进行了归纳总结，分析近几年来定向越野在高校

中的发展情况。

（二）问卷调查法

制作调查问卷，向多所高校的大学生发放关于定向越野运动

的问卷，尽量涉及更多的专业与不同的年级，最终总共收回 714

份有效问卷。

三、定向越野运动的介绍

（一）概念

定向越野运动起源于瑞士，原是一项军事体育活动，运动员

需要利用地图中提供的各种地形、地势、方向的信息，再利用手

中的指北针判断方向，穿越陌生的区域，独立地依次寻找图中所

给出的检查点，以时间最短到达终点者为胜。

（二）特点

1. 趣味性

定向越野项目的趣味性极强，参赛者将在未知地区域短时间

内做出方向地判断，有探险的性质，参赛者需要在复杂地地形中

自己判断并找到最佳路线前往下一个目标检查点，集健康与智慧

于一体，在比赛中几乎没有身体对抗，活动过程中，还能走近大

自然，舒缓压力，是一项大众均可参与的轻松有趣的体育活动。

2. 易行性

定向越野的开展并不限制于专业的场地，可以在森林、公园、

校园、山地等区域中进行，不需要参赛者有很强的技术，比赛时

地图和指北针携带轻便，仅需要一套指卡、检查点打卡器就可供

大量的参赛者比赛，且同样的一片区域中，即使地图不变，这些

条件均可稍加改变再重复利用。

3. 健身性

比赛中，多运用走和跑的形式，需要爬坡，跨越障碍物，也

需要一定的速度，且过程中需要进行方向的判断与路线的选择，

常常会进行变速，有助于锻炼参赛者的体能、心肺功能、灵敏度

与协调性，能够非常有效地提高参与者的身体素质，培养参赛者

的独立思考能力，在趣味的比赛中不知不觉地锻炼了身体。

四、大学生心理特点分析

（一）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强，具有探险精神

进入大学后，大部分学生都拥有了自己能够自由支配的休闲

时间，期待着能够接触更多新鲜的事物，由于定向越野进入高校

并不多，所以定向越野运动比较新颖。结束高中生活，脱离强压后，

大学生会出现较强的探险精神，而定向越野运动具有一定的挑战

性，考验参与者多种能力，也是一种自我挑战。

（二）放开政策实施后，大学生有强烈的欲望走出宿舍参与

运动

在疫情之下，大部分学生被迫隔离在校园中、家中，运动场

地受限，如今国家实行放开政策，大学生终于得以走出宿舍，对

体育运动也产生了强烈的欲望，趣味性强的体育运动，能够重燃

学生对体育运动的兴趣。

五、定向越野在大学中开展的价值与意义

（一）唤醒学生运动兴趣，提高锻炼意识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强大的内驱力，在疫情的严峻形势下，

大部分学生都忽视了运动的重要性，导致身体素质急速下降，在

放开后虽然有运动的欲望，但在运动的选择上也单一无趣，身体

也不适合太大强度的锻炼，但在定向越野运动中，慢跑或步行也

可以完成比赛，学生们的选择相对自由，且新颖、趣味性强的定

向越野运动能够大大提升学生参与运动的兴趣，提高学生自觉锻

炼的意识。

（二）推动学生走近自然，促进身心健康发展

疫情期间，许多高校中出现学生无法调节情绪问题、无处释

放压力的情况，如今实施放开政策，定向越野运动能够促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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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走出宿舍，脱离封锁，走近大自然，一定时间的奔跑，也能够

增强学生的新陈代谢，促进学生的身心发展。

（三）加强学生识图用图、辨别方向能力，锻炼学意志力与

抗挫折能力

校园定向越野比赛中，需要根据地图来判断地形、地势、地貌，

需要学生快速地获取地图中所提供的各种信息，考验随机应变的

能力，若能够在定向越野运动中训练好识图用图，辨别方向的技能，

即使在实际生活中遇到意外情况，也能够快速定位，寻找最佳路线，

降低迷路的风险。在比赛中也会出现一些意外或失误或者在比赛

中遇到难以跨越的障碍物，这时必须调整心态，这能够锻炼学生

的意志力与抗挫折能力，现实生活中也能有决心有毅力地面对各

种困难。

六、定向越野在高校中开展得可行性分析

（一）政策分析

中国的首部《体育法》于 1995 年获得通过，同年国务院颁布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此后又有一系列体育法规和规章相继出台。

旨在全面提高国民体质和健康水平的“全民健身计划”，且以青

少年和儿童为重点。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

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

加快建设体育强国”，而大学正是青年高度聚集的场所，所以在

大学内开展集趣味性与健身性为一体的定向越野运动，可以在大

环境中获得一定支持的。

（二）学生意愿

在研究初期，我们向中国矿业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中

农业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大学生发放了调查问卷，经过两周的填写

与收集，最终参与调查的大学生有 714 人，其中有 483 位男同学，

231 位女同学。

经过对数据的整理与研究，对于“是否了解过定向越野”问题，

有 63％的同学从未了解过定向越野，20％的同学浅显地了解过，

只有 17％的同学非常了解，说明定向越野在高校中并未大范围地

普及，定向越野活动非常新颖。

对于“如果在校内展开定向越野活动，是否愿意参与”，

有 86％的同学对于如果校内开展定向越野表示愿意尝试参加，有

14％的同学对于如果校内开展定向越野表示不愿意尝试参加，多

数的学生是愿意接受定向越野这项运动的。

（三）环境条件

场地条件方面，定向越野对竞赛场地并没有过于专业的限制

与要求，大学校园面积普遍较大，道路也比较平整开阔，大部分

区域都具有标志性的建筑物，方便检查点的设置，建筑物之间的

草地、广场、小道也便于作为学生穿越的路径选择。安全方面，

校内道路平整宽阔，除上课高峰期外，车辆流动不大，车速较慢，

也有本身为学生安全所设置的各种保障措施，有较强的安全基础

设施，校内有专门为学生设置的校园医院，如若出现受伤的情况，

可以即可送往治疗。

（四）人力条件

从竞赛主办方来说，各高校内基本上都设置了体育专业，可

以由学校和体育专业的师生一同策划组织定向越野竞赛，体育专

业的师生具有一定的体育赛事管理经验，在竞赛中的协助更加专

业、高效。同时，高校中普遍展开志愿者活动，并奖励相应的志

愿时长，可以利用该条件召集一些学生在标志点处进行简单的看

守或者作为后勤人员，防止检查点因为自然因素或人为因素而出

现意外情况。以上人力条件能够在成本较小的情况下避免很多意

外情况的发生。从参赛方来说，参赛者均为校内学生，关于比赛

的信息传播快，周期短，不会与校内其他时间举办的活动产生冲突，

比赛前的赛程通知也更为方便，参赛者接收信息的能力比较强，

赛前工作效率能够大大提高。

（五）物力条件

地图是运动员参赛的必需品，主要是为运动员提供竞赛场地

的范围、地形地势、道路、障碍、起点、终点、途经检查点及顺序、

比例尺、图例、方向等信息，在校园内举行比赛，地图简洁明了即可，

再通过简单的实地考察，在地图中设置距离相对合理的检查点并

标注，图例与检查点说明可对照官方参考。检查点实际上是比赛

中的一个标志，可以运用比较显眼的物品充当检查点，比如红旗、

气球、颜色较为鲜明的布条等，只要能够明确示意点所在的位置

即可。指卡由运动员随身携带，到达每一个检查点时需要触碰打

卡器进行打卡，主要是用于记录运动员打卡顺序和竞赛时长的工

具，在校园中，可以利用地图的背面，出发时在起点记录时间，

到终点时记录时间，运用异形打孔器按压作为到达检查点的标志，

可在网上购买，价格便宜，由点位负责人按压，必须紧随上一个

记录标志之后，最后按照对应检查点和标志形状判断参赛者是否

顺序错误。

七、小结

综上所述，定向越野运动在高校中开展不仅能够激发在校大

学生参与运动的积极性，还能够加强大学生参与运动的兴趣，同

时提高大学生各项综合素质，促进全方面协调发展，基于此，在

高校中开展定向越野活动是可行且益处良多的，但具体实施方案，

还需继 续探索，从而更有益于高校大学生的成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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