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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院校学生体育类社团设置情况及发展制约因素
赵泽顺　周邦伦　李　奎

（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实地调查等方法对云南师范大

学体育学院学生体育类社团的设置情况及发展制约因素进行调查

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学生体育类社团布

局丰富，有特色，能够较好地结合学院的学科专业优势、培养方

向和学生的就业及职业技能要求组建学生社团。但基于各社团活

动开展的时间冲突，社团经费的支持、资源条件等支持不足；社

团项目设置比较传统，活动组织方式比较单一，部分社团成员目

标不明确等各种问题，体育类社团设置和发展还需要持续改革和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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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文以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学生体育类社团为研究对象，

通过实地调查、访谈等研究方法对体育学院的学生体育类社团的

基本情况及制约发展的因素展开调查与分析。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学生体育类社团的基本情况

1. 学生体育类社团项目的设置

云师大体院团委和学生会积极响应学校要求，非常重视学生

体育类社团的组建与发展。学生可以通过加入到学生体育类社团

中找到志同道合的学习共同体，在社团中感受某一运动的浓郁氛

围，了解和学习某类运动项目的最新发展态势、最新资讯和赛事等。

表 1　体育学院学生体育类社团项目设置情况统计表

社团 项目设置

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学生

体育类社团

大球类（篮球、足球、排球）

小球类（羽毛球、乒乓球、网球）

威风锣鼓、舞龙舞狮

体育舞蹈、啦啦操、健美操

通过对体育学院学生体育类社团管理者的调查了解到：学生

体育类社团开展的项目中主要是以球类（三大球、三小球）为主，

重点聚焦各类比赛活动的策划、组织，裁判培训以及社员自身球

类比赛能力的增强。另外还开设了一些大学生民族化、特色化的

运动项目，如：威风锣鼓、舞龙舞狮等，其目的是挖掘和开发民

族体育资源，提高学生加入到学生体育类社团的积极性。有假日

庆典的表演类活动如：体育舞蹈、啦啦操和健美操社团，努力聚

合各方面的爱好者和特长生相互学习和促进，也能在相关活动中

彰显体育专业学生的高超技艺和精神风貌。在调查过程中得知，

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学生体育类社团在一些新兴体育运动项目

的开展涉足较少，只有零星的教师和学生有所认知和参与，主要

是因为体育学院学生对这些新兴的运动基础不足，参与人数较少，

也与学院课程体系中缺失一些新兴运动项目的设置有关。

2. 学生体育类社团的管理情况

学生体育类社团想得到良好的发展，需要各个方面的组织机

构进行合理规范的管理。在调查中获悉：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学生体育类社团的管理形式主要包括有外部管理以及内部管理两

种形式，其具体的管理方式如表 2 所示：

表 2　体育学院学生体育类社团管理情况统计表

社团 管理情况 管理组织

云南师范大学体

育学院学生体育

类社团

外部管理 校党委、院系党委

内部管理 学生体育类社团主席、副主席以

及各管理部门负责人

体育学院学生体育类社团的外部管理主要是由校党委及院党

委领导下的团委进行宏观管理，其主要是针对社团的管理人员进

行管理，提高管理者的办事效率，推动学生体育类社团的健康运转。

内部管理则主要是由学生体育类社团主席、副主席以及各管理部

门负责人进行对学生体育类社团内部的一些管理，比如制定社团

的管理制度、运行机制、决定社团的换届方式、社团的财务管理

以及社团的招新等。在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学生体育类社团的

管理情况良好，内部和外部进行有机的结合，可以更大限度地保

证学生体育类社团的有序开展。

3. 学生体育类社团的活动方式

表 3　学生体育类社团活动组织和开展情况统计表

社团 活动方式 百分比

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学生体

育类社团

自由活动 20%

社团内部比赛 25%

培训、辅导 50%

联谊活动 5%

由表 3 调查结果显示：体育学院学生体育类社团中活动的组

织方式主要有自由活动、社团内部比赛、培训、辅导以及联谊活动。

其中培训、辅导是最主要的活动方式，这也是体育学院学生体育

类社团的核心内容，通过一定的培训、辅导提高和满足学生对体

育相关知识、技能和方法的认识和需求，逐渐提高某一运动项目

的综合能力；其次是社团的内部比赛，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社

员之间的交流、分享，找到某一运动项目中兴趣爱好趋同，能力

层次接近的学习伙伴；然后是自由活动，自由活动在体育学院学

生体育类社团活动组织中所占比例也达 1/5，可见学生体育类社团

在制度的建立上还不是很健全，这会影响社员加入到学生体育类

社团的目的以及社团活动对社员的感召力，最终离散或疏远了社

团，出现先热好冷的现象；最后是联谊活动，这种活动的组织方

式可以有效的提高社团之间的交流，提高本社团的知名度，但是

其所占比例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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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生体育类社团的活动场所和经费情况

体育学院学生体育类社团开展活动时主要是在学校的体育场

馆进行，需要展开有关体育知识培训时或比赛观摩时会临时向学

校申请教室。从整体情况来看，体育学院学生体育类社团开展体

育活动以及相关体育知识的培训、辅导时没有固定的场所，不利

于活动的有效组织，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体育学院学生体育类社团

的顺利开展。

本文针对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学生体育类社团经费的情况

进行调查，其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 1　体育学院学生体育类社团经费来源情况统计图

我们了解到学生体育类社团的经费主要是以社员的会费为

主，占到了学生体育类社团总费用的近 40%，学校支持的经费占

比（20%），学校所提供的经费不足以保证社团的有序开展。学

生体育类社团还会通过社会赞助（占比 30%）、活动盈利（10%）

等方式获得一定的经费。体育学院学生体育类社团的经费是制约

社团发展的关键要素，这既需要学生体育类社团的管理人员向相

关部门说明情况，申请相关资助，并进行合理的社团运行经费预算、

管理等；同时社团也需要拓宽生存渠道，与相关中小学或培训机

构提供教练指导、裁判工作等逐渐获取相应酬金，找寻社团持续

发展的生命力。

（二）制约学生体育类社团发展的因素

1. 学校和学院层面

学生体育类社团设置和发展的规划、实施、评估过程不够合理，

没有形成较为严谨的社团管理章程和实施办法。学校和学院审核

或评估某一学生体育类社团的标准不明晰或门槛太低，导致社团

设置得凌乱无序，过多过散，在经费和场地器材的配置中出现曾

多粥少的情况。同时可能因为学校或学院没有制定严谨社团管理

指导意见或没有选派相应的指导教师，导致学生管理者管理不利

或社团发展缺乏系统规划，部分社员可能没有在活动中获得实质

性的进步，缺乏归属感，最终往往导致社员充满期待而来，抱着

失望而归。

2. 社团组织层面

体育学院学生体育类社团在活动项目的设置上以球类的竞赛

和裁判法学习和培训为主，对于体育学科的其他运用项目以及新

兴的体育运动项目设置较少，不能很好地吸引学生加入到社团中

的积极性和坚持性。另外，我们认为可能在活动的组织和实施方面，

社团活动发展的目标定位不准不全；活动内容的选择较为单一；

不能及时查找各社团健康持续发展的阻滞因素和原因分析，不能

及时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等。

3. 社团成员层面

我们了解到：一方面，体育学院学生体育类社团中部分社员

加入到社团中的目的不明确，随意性强，进而影响了其在学生体

育类社团中的学习、进步效果不明显；社员需要努力融入社团集

体和氛围，并主动为社团发展建言献策，成为社团学习大家庭的

有力建设者。另一方面，学生体育类社团缺乏专业指导教师领航、

参与顶层设计和运营指导，而社团的学生负责人还不具备独立管

理、组织和协调各类社团事务的能力等。

三、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 学生体育类社团的设置与实施 

学生体育类社团置不够全面，虽然能体现学院的专业特色和

云南的地域性特征，还需要增加基础性运动项目相关社团如：田径、

体操、武术、游泳等，以及新兴体育类的社团以满足学生的多样

化需求；研究表明学生体育类社团加强社团建设的规范性好有待

改进，组织形式比较传统；学生一人参加多个社团，各社团活动

开展在时间方面存在一定冲突；在社团活动的场地器材等物质条

件及经费的支持方面还有较多问题。

2. 学生体育类社团的管理

学生体育社团发展中受到了学校和学院、社团组织和社员三

个方面的制约因素。学校和学院层面受制于合理性管理和经费支

持；社团组织方面受制于系统组织社团活动的规划、落实和评价；

社员方面受制于学生的兴趣动机、参与过程的努力、坚守和成长。

（二）建议

1. 学校和学院的管理

学校和学院应该提高对学生体育类社团的关注度，提高经费

等的帮助；引导学生建立与专业发展相适应的，旨在夯实学生专

业能力、特色化及时代感强的社团，并宏观正确引导学生体育类

社团的健康发展；社团组织和社员应在老师的指导下逐渐形成社

团科学的管理制度和实施方案。

2. 学生体育社团的自我成长

学生体育类社团应在社团建设内涵、组织方式、科学健康发

展等方面不断创新，激发学生参与兴趣、动机和坚持力；提高社

员对学生体育类社团的认识和归属感，并能长期积极地加入到学

生体育类社团活动中，让学生体育类社团为学员的持续进步提供

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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