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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体育指导员是指除学校、军队、竞技体育外，

在社会公民体育运动活动中从事传授、指导、组织管理

等专业人员，是激起全民健身热潮的重要力量，是推动

我国公民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柱，社会体育指导员在

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新时代背景下，国家愈发重视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

工作，明确提出，应加快基层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

创新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方案，构建科学、合理的社会

主义指导员管理指标体系。1

一、江西省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工作面临问题

笔者深入江西省并分析江西省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

现状，明确江西省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工作主要由江西

省体育局、江西省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协会共同负责。

明确不同级别社会体育指导员由不同部门负责，江西省

社会体育指导员级别分为四级，即国家级、一级、二级

和三级。其中国家级和一级由江西省体育局负责开展管

理工作，江西省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协会负责开展培训、

赛事等相关事宜。二级由江西省下属各地市体育局、管

理协会共同负责，三级由各地市下属县、镇体育局、管

理协会共同负责。

通过分析江西省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工作现状，笔

者总结现阶段，江西省体育指导员管理工作面临的主要

问题，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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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江西省社会体育指导员与管理人员构成存在

较大问题。从指导员角度来看人员构成，江西省社会体

育指导员人群年龄较大，青年人较少，致使江西省社会

体育指导员呈现严重的老龄化趋势。同时，存在学历普

遍较低，专科学历占有较大比重，本科、硕士研究生较

少。此外，还存在严重的性别比例不协调、指导效率低

等问题。从管理者角度来看人员构成，江西省社会体育

指导员管理存在管理者较少、岗位调动频繁，各岗位职

责分工不明确等问题。

其次，江西省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工作中组织管理

存在严重问题。现阶段，江西省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工

作在信息采集、活动宣传、培训指导、监督建立机制等

仍存在管理力度小，工作进展难等问题。

最后，江西省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工作中指导培训

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如培训形式、内容单一、培训时间、

地点不合理、培训周期短、负责培训人员专业水平低等。

此外，江西省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工作还存在资金投入

少、设备不齐全、信息化水平低等问题。

二、江西省社会体育指导员创新管理方案指标体系

构建

（一）江西省社会体育指导员创新管理方案指标体系

构建原则

笔者深入分析江西省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工作现状

及存在问题，明确应大力开展创新管理方案工作，构建

科学、合理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指标体系。在构建创

新管理指标体系前，应明确构建创新管理指标体系应遵

循的原则，具体如下：

1. 科学性原则 [1]

为解决江西省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中存在的管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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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缺失、管理流程不规范等问题，在构建创新管理指标

构建时应遵循科学性原则，利用科学理论指导，制定科

学的指导员管理制度、方案、规范指导员管理工作流程，

确保最终所构建的创新管理指标体系具有科学性。

2. 高效性原则 [2]

构建江西省社会体育指导员创新管理指标体系的最

终目的是指导江西省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工作，推动指

导员管理工作高效且顺利开展，加快全面健身事业建设

进程。因此，构建创新管理方案指标体系应遵循高效性

原则。

3. 可行性原则 [3]

为解决江西省社会体育指导员人员构成问题，在构

建创新管理指标体系时应遵循可行性原则，广泛召集社

会各行各业精英人士，通过开展技术交流等工作，激发

全面体育健身热情，呼吁更多精英人士参与到江西省社

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工作中。

（二）江西省社会体育指导员创新管理方案指标体系

构建依据

江西省社会体育指导员创新管理方案指标体系构建

主要分为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其中理论依据主要来源

是创新管理、系统管理及绩效管理理论，现实依据主要

是根据江西省现阶段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现状及问题解

决措施。

1. 理论依据

创新管理理论主要是指通过技术、制度、思想、结

构等创新，提高管理水平、管理效率 [4]。系统管理理论

主要是利用系统论、信息论进而将管理视为一个系统，

进而实现系统性目标。绩效管理理论主要是指利用成绩、

效益对管理者、人员实施管理，绩效管理应从多方面开

展，如信息收集、绩效衡量等 [5]。

2. 现实依据

依据现阶段江西省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存在问题，

并提出相应解决办法。如：优化江西省社会体育指导员

人员架构，引进高质量体育指导人才，注重人员男女比

例等。同时，应加强信息化管理水平，建设信息化管理

平台，提高江西省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水平。此外，江

西省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工作者应重视管理效率问题，

不断完善指导员管理中的激励制度，激发社会体育指导

员工作热情，提高江西省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工作效率。

（三）江西省社会体育指导员创新管理方案指标体系

构建设计成果

笔者深入探究江西省社会体育指导员创新管方案指

标体系构建，应由三部分构成。其中应包括 2 个一级指

标，12 个二级指标和 36 个三级指标，具体内容如下：

1.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构建应分为线上、线下两种形式，即线上

管理、线下管理。

2. 二级指标

依据一级指标建设二级指标，每个一级指标下应包

括 6 个二级指标。

（1）线上管理：该一级指标下应包括线上安全管理、

线上宣传管理、线上指导监督管理、线上级别管理、线

上课程管理与线上指导员信息管理 .

（2）线下管理：该一级指标下应包括线下场地管理、

线下宣传管理、线下队伍建设管理、线下级别管理、线

下培训管理、线下分层组织管理。

3. 三级指标

依据二级指标建设三级指标，每个二级指标下应包

括 3 各三级指标，共 36 各三级指标，线上管理二级指标

下三级指标具体如下：

（1）线上安全管理：该二级指标下应包括开展网络

杀毒工作、建立网络维护系统、建立网络安全预警机制。

（2）线上宣传管理：该二级指标下应包括媒体途径

宣传、赞助商宣传、官网宣传。

（3）线上指导监督管理：该二级指标下应包括监督

指导时间、监督指导地点、监督指导内容。

（4）线上级别管理：该二级指标下应包括等级、越

级晋升管理；等系考核管理、等级年限管理。

（5）线上课程管理：该二级指标下应包括课程通知、

报名；课程学习；课程考核。

（6）线上指导员信息管理：该二级指标下应包括江

西省体育局指导员信息管理、各地市、乡镇指导员信息

管理、指导员个人信息管理。

线下管理二级指标下三级指标具体如下：

（1）线下场地管理：该二级指标下应包括赞助商场

地管理、公共场地管理、指导员专用场地管理。

（2）线下宣传管理：该二级指标下应包括赞助商活

动宣传、公益活动宣传、赛事活动宣传。

（3）线下队伍建设管理：该二级指标下应包括完善

各地市及下属县区社会体育指导协会、吸纳相关社会组

织、建立指导员培训导师团队。

（4）线下级别管理：该二级指标下应包括指导员资

格管理、赛事评定管理、指导员各级别技术考核管理。

（5）线下培训管理：该二级指标下包括完善培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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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改革培训形式、引进新培训项目。

（6）线下分层组织管理：该二级指标下包括江西省

体育局职责划分、江西省各地市、县区指导员协会职责

划分、指导员各级别职责划分。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笔者通过分析江西省社会体育指导员

管理现状，明确现阶段江西省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工

作仍存在人员构成不合理，组织管理效率低、信息化水

平低、资金投入力度小等问题。基于此，笔者认为，应

创新江西省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方案，优化江西省社会

体育指导员管理指标体系。进一步细分江西省社会体育

指导员管理指标，建立全方位指标体系。通过建立 2 个

一级指标、12 个二级指标和 36 个三级指标，创新江西

省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指标体系，以此来推动江西省全

民体育健身事业发展，提高江西省全民体育健身管理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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