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72020 年第 3 卷第 3期 高等教育前沿

探索与创新

健康老龄化背景下对慈溪市桥头镇
老年人发展体育的调查研究

陈俊吉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摘要：国际统计局的相关资料显示，我国已经正式进入到人口

老龄化时代中。而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发展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就是老

年人的健康，通过发展老年人体育满足了健康老龄化背景的需求，

对构建和谐社会、促进老年人体魄健康产生重要的意义。本论文通

过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据统计法等方式进行研究，分析出

老年人适应的体育运动和现阶段老年人对体育的需求，并通过老年

人对体育的需求分析来加强公共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健康体魄

来减少老年身体老龄化的状态。寻求正确且适合老年人的体育运动

对促进老年健康有积极作用，完善体育基础设施对促进构建和谐社

会主义起重大意义，建立老年体育辅导站可以改善老年人身心健康，

也可促进老年对体育的好感度和主观幸福感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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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老年人体育的发展目前存在着丰富的科学资料，于英，

洪宗鹏在《新时代中老年人体育需求与服务的研究》中建议“我

国应尽快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改变中老年人的体育思想，加大

对中老年体育设施的投入，完善中老年体育人才市场的发展，以

促进中老年人体育的良好健康发展”，从这一文献可知，中老年

人体育是我国社会体育的主体，体育活动在中老年人的日常生活

中的重要程度，体育公共服务的改革与完善，老年人体育事业的

改革与发展对社会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在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

的大环境下，如何在增长老年人寿命的基础上，提升老年人的身

体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一、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一）研究对象

本文以向慈溪市桥头镇老年人体育发展为研究对象，从中随

机发放 300 人进行调查研究。

（二）研究方法

1. 文献资料法

本文通过查阅及中国期刊网进行检索，全面了解本领域的国

内外研究现状，并从中归纳整理出对本研究有价值的信息。

2. 问卷调查法

调查法就是通过直接接触、询问研究对象或现场观察等手段

来获得事实材料的一种科学方法。

3. 数理统计法

结合问卷调查结果，总结出在健康老龄化背景下还存在着锻

炼理念不强、缺乏专业人员指导、场地基础设施不完善等的问题

4. 逻辑分析法

通过对比问卷调查及数理统计进行归纳、对比、逻辑分析等

方法，对所搜集到的数据进行整理并统计，进行对比和分析。

二、健康老龄化背景下对慈溪市桥头镇老年人发展体育的

现状

（一）老年人锻炼理念的现状分析

在健康老龄化背景下树立科学的体育锻炼理念并强化运动思

想，有助于促进老年人体育锻炼积极性的提升，并对优化老年人

体育发展体系产生关键性的价值。就健康老龄化背景下我国老年

人体育发展的情况来看，还有很大一部分老年人缺乏良好的锻炼

理念，不愿意积极参与一些体育运动项目。在本次问卷调查中对

慈溪市桥头镇健康老龄化背景下的老年人体育发展现状进行分析，

首先对老年人体育锻炼的时间长短进行了调查，具体问卷调查结

果如下。

图 1 　对健康老龄化背景下慈溪市桥头镇老年人年龄分布调查

图 2　对健康老龄化背景下慈溪市桥头镇老年人

体育运动项目的调查

图 3　对健康老龄化背景下宁波市老年人体育基础设施的调查

数据来源：来源于问卷调查的结果

综合上述问卷调查结果可以得出，有 59％的老年人年龄在该

阶段属于年轻阶段；有 29％的老年人的年龄属于该阶段的中层次

阶段；有 12％的老年人的年龄在该阶段的高层次年龄阶段。结合

这些数据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该步入老年人阶段的老年人体育活

动占大多数，随着年龄的递增，参与体育项目活动的老年人人数

逐半减少，这说明了老年人的身体机能衰退，新陈代谢越慢，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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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逐速萎缩，骨质疏松越发严重，不敢轻易参与运动。

（一）专业人员指导的现状分析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发展和推进，关于老年人体

育发展问题已经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然而在老年人体育的

发展中还需要获得专业人员的指导，这是因为除了那些具备专业

技能的老年人之外，大多数老年人对于体育锻炼知识的认识相对

比较滞后。在本次问卷调查中对健康老龄化背景下宁波市老年人

体育发展的专业人员指导现状进行了分析，相应的问卷调查结果

如下：

表 1 对健康老龄化背景下慈溪市桥头镇老年人长久参与体育活动

的意愿调查表

长久参与体育活动 人数 百分比

是 187 74.8％

否 63 25.2％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慈溪市桥头镇老年人愿意长久参与体育

活动的人数高达 74.8％，而不愿意长久参与体育活动的人数占总

人数的三分之一。这说明了该镇部分老年人对长久参与体育活动

的锻炼理念意识还有待加强之外，对自身的体育活动中得不到专

业指导，导致不愿长久参与体育活动。

表 2 对健康老龄化背景下慈溪市桥头镇老年人尝试各种体育项目

的意愿调查表

尝试各种项目 人数 百分比

愿意 89 35.6％

还行 133 53.2％

不愿意 28 11.2％

在问卷调查中设置了问题“在体育运动中，您愿意尝试各种

项目吗？”其中，有 35.6％的老年人表示愿意，不愿意的占 11。

2％，占最大比例 53.2％的是对于尝试各种项目持中间态度的老年

人。这说明了老年人对其他体育项目的不了解，缺乏专业指导，

从而对自身运动项目固定化，难以突破尝试新项目。

（三）场地设施基本现状分析

场地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否对健康老龄化背景下慈溪市桥头镇

老年人体育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通常情况下不断完善场地基础

设施有助于促进慈溪市桥头镇老年人体育锻炼水平的提升，且可

以为广大老年人提供更加丰富的运动项目。在本次问卷调查中为

充分了解健康老龄化背景下慈溪市桥头镇老年人体育基础设施的

发展现状，首先对老年人体育运动项目进行了调查，具体的问卷

调查结果如下：

其中，有 35.8％为太极拳；有 30.6％为慢跑；有 27.5％为羽毛球；

有 10.5％为篮球；有 15.7％为快走。由此可见，在宁波市老年人

体育运动项目的发展中，大多数老年人经常参与的体育运动项目

为太极拳，其次为慢跑和羽毛球。老年人体育运动项目的类别相

对比较少，体育运动生活还不是非常的充实，体育运动项目不丰

富的根本性原因为体育基础设施相对滞后。

根 据 上 述 问 卷 调 查 结 果 可 以 得 出， 有 15.6 ％ 认 为 相 对 完

善；有 20.4％为完善；有 37.2％为一般；有 10.4％为不完善；有

16.8％为相对不完善。由此可见，在健康老龄化背景下宁波市老

年人体育基础设施的发展中还存在着相对不完善的重要问题，该

问题对于宁波市老年人体育的发展产生诸多负面影响。

三、健康老龄化背景下对慈溪市桥头镇老年人发展体育存在

的问题

（一）老年人锻炼理念不强

老年人自身体育锻炼理念的不强会导致其对于体育运动项目

缺乏积极性和热情，且不愿意参与到这些体育运动项目的开展中。

在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推进下，老年人健康问题已经成为我国人

口发展的核心。然而还有很大一部分老年人缺乏良好的体育锻炼

理念，自身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体育锻炼的重要性。

（二）缺乏专业人员的指导

专业人员作为健康老龄化背景下慈溪市桥头镇老年人体育发

展的关键性内容与课题，在健康老龄化背景下的慈溪市桥头镇老

年人体育发展中不断加强专业人员的指导可以为老年人参与各类

运动项目提供科学的辅助，且可以让老年人对体育运动项目的认

识更为全面和突出。如何加强专业人员的指导已经成为慈溪市桥

头镇老年人体育发展的重中之重，需要相关部门给予高度的关注。

（三）场地设施发展不完善

一直以来，场地基础设施完善与否都是我国各类体育产业发

展中的关键性问题。在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快和

推进，关于建设适合于广大老年人的体育运动基础设施已经成为

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核心。因此在健康老龄化背景下如何加强慈

溪市桥头镇老年人体育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成为老年人体育发

展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该镇老年人体育的发展中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提升，为老年

人提供更多的锻炼机会，对促进老年人健康水平的提升产生重要

意义。近年来，关于老年人体育发展的问题也引起了我国相关部

门的高度关注和重视。为促进健康老龄化背景下慈溪市桥头镇老

年人体育的不断发展要加强体育锻炼知识宣传以树立科学的体育

运动理念，要积极加强专业人员的老年人体育指导，且要完善当

下桥头镇老年人体育相关基础设施。将老年人体育发展放在该镇

经济建设的重要范畴，特别是在肺炎病毒肆虐的背景下加强老年

人体育锻炼并促进其机体免疫功能的提升，势在必行。

（二）建议

在现如今健康老龄化背景下慈溪市桥头镇老年人体育的发展

过程中还存在着缺乏专业人员指导的问题，那么可以由一些体育

高校培养出的当地人才可以由师生组织形成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志

愿者。根据每一位老年人当前的身体健康情况、个人运动偏好、

运动时间的长短、疾病情况等提供个性化的专业指导，这可以让

广大老年人迅速掌握一些最基本的体育运动项目知识，对于老年

人体育的可持续及良性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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