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论校企合作模式下的高校健身房建设运行机制研究

刘国纯

重庆医科大学  体育医学学院　重庆　400041

【摘　要】新时代最鲜明的特色就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高校学生对于体育的需求随着时代的变化

发生了本质变革，不仅仅是强身健体的基本面的需求，高校提供广大学生优质的体育公共服务是满足学生体质增长需要，

促进学生多层面参与体育运动，丰富校园体育文化，构建和谐、美好、优质、时尚、多元的体育服务是内在现实需要，探

索改革新模式，校内外一体化，校企合作模式是重要的创新举措，探索商业俱乐部在校园内的建设和运行将会为学校体育

发展注入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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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也成

为指引社会各方面工作的行动指南，学校体育工作怎样更好

围绕其自身矛盾解决其中的问题成为了我们需要面对的现

实问题。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学校硬件设施，学生家庭条件

的不断改善，但是学校体育任然面临学生体质下降的原因。

慢性疾病和心理疾病也成为困扰广大青少年的风险因素。然

而学生对于体育的需求以及早早的冲破了对于健康这一基

准线的束缚，对于多元体育文化的需要成为学校体育健身活

动的新方向。怎样提供多元化优质的体育公共服务成为了学

校体育发展的重要工作，建立在相对成熟的健身俱乐部基础

上探索校企合作的方式在校园内开展健身俱乐部，是一个重

要改革举措。

1 学校体育人口扩展的困境

随着学生健身意识的增强，学校体育硬件设施的建设

不断完善，学校体育参与的人口数量得到了增长，但是还是

有一部分学生对于体育参与的热情不高，而具有体育健身行

为意识的学生群体不多，而健身房健身人群具有很好的依从

性，得益于健身房建设者是收费模式，对于自己付费的健身

服务不舍得浪费，其次健身房具有高质量的服务和健身氛

围，具有时尚的健身课程和设备，能够很好的满足年轻人的

健身需求。对于不经常参与健身的学生具有很好的吸引力，

以一种时尚现代感的健身方式来提高学生从事健身的依从

性，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能够很好的扩充体育人口数量。

2 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方面

学校体育不仅仅是满足学生体质的需求，大学生对于

体育的需求已经趋于多元化，具有健身习惯的学生可能需要

优质的体育服务，有的学生可能希望获得更好的形体，有的

学生可能希望获得社交环境，有的可能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生

活或学习的质量。而简单的体育课程不足以满在此类学生的

健身需要，所以也就出现了学生区商业健身俱乐部健身的情

况，但是又由于路途遥远，加上费用昂贵导致学生参与的次

数不多。建设校企合作模式的建设俱乐部有利于学生更好的

从事体育锻炼。

3 校企合作减轻办学负担，带来专业公共服务

校企合作是丰富学校建设环境，丰富学生健身选择，

促进群众体育开展的重要举措，小高校建设商业化的俱乐

部，可以是商业推广公司负责建设和托管运行，达到一定的

年限之后再交给学校管理，也可以学校部分出资共同建设。

在此基础上不断的加大学校体育健身房的运行管理。促进学

生健身的需要。采取校企合作的模式也能够减轻学校健身设

施的财政之处，也可以满足学生健身的需要，不如此在促进

学生健身的基础上还能够给学校带来经济收入。为学校其他

体育赛事体育公共支出提供一定的经费来源。

4 为其他专业项目的开展运行提供先导探索

校企合作模式的健身房建设是一种具有可行性的操作

模式，市场前景相对较好，参与人群相对较好学生参与意识

强，且具有很好的，除此之外健身房的建设运行过程中不断

的总结经验，不断的实践，为其他项目的运行建立良好的基

础。以此来推动学校体育的发展，可以在健身房模式成功的

基础上选择其他具有良好市场前景，和群众基础的体育项目

进行非盈利性质或者半盈利性质的运行。

5 为广大教职工提供健身场所

学校体育设施出来满足广大学生的健身需要，也是为

广大教职工提供体育服务的场所，教师具有较好的体育消费

能力，参与学校体育俱乐部健身能够支付一定的费用。同时

教师健身行为的加强也能够促进教学效率和效果的提高，能

够更好的引导和推动学生健身行为的培养和教育。设想教师

队伍都不重视或者不知道健身的益处，在工作中很难指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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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队伍积极的鼓励学生参与到更多的体育锻炼中去。

6 校企合作健身房健身的策略

6.1 硬件设施的供给

校企合作的应激设施主要是健身房的场地，设备器材

等，可以由学校提供合适的场地设施，由商业运行工作购买

一定数量的健身设施，有可以采取比例分配的模式，进行硬

件设备的完善。场地设施建设可以在学生活动中心，或者体

育运动场，也可以在适合建设的场所。能够很好的带动和形

成校园建设分为的地方，具有一定的人流量和地方。以此形

成和学校其他建设群体的互动。合适的建设场所来带动校园

体育健身氛围的整体的提升。

6.2 人员的培训和分工

在人员的培训和分工上，可以实行专业商业健身工作

主导，健身俱乐部健身课程，器械健身教练，操课健身教练，

瑜伽健身教练，舞蹈健身教练等。在其他服务上可以运用学

生志愿者，培养学生骨干，甚至在管理运行中让体育主观部

门的教师参与执行。也可以在健身教练的培养上发挥有才能

的学生体育尖子生在合作期间完成的基础上能够实现商业

俱乐部的正常运转，在有限的合作期间内培养学生志愿者，

学生健身教练，培养学校工作人员的管理能力。

6.3 保障机制的构建

学校根据管理的需要，可以设定一系列的管理规则制

度，为每位学生办理每学期面费的三次体验卡，以此来让学

生更好的参与到健身房的课程体验中，有可以结合健身俱乐

部开设健身健美课程，将健身房运行于课程开展结合，建立

校内外一体化的运行保障机制。建立健身俱乐部的管理规

定，结合人员的多少来限制校外人员的购买情况，如果学生

健身人数多则限制校外人员的购买办卡。建立课外体育参与

的激励措施，以此来促进学生参与课外体育锻炼。对于每周

或者每个月能够完成或者超出完成健身运动量或者运动强

度的学生进行奖励和激励措施。以此来推动可以减少俱乐部

的健身效益提升。

6.4 学生参与的策略

对于商业俱乐部的运行由于具有一定的费用，所以不

是所有的学生都能够获得一定的优质服务，可以进行分别对

待。贫困学生的激励策略。对于贫困学生可以参与的志愿者

的工作中给予一定的补贴，在办卡健身的时候可以结合学校

评选出来的助学金等级进行一定程度的减免优惠或者直接

给与一定次数的健身卡。对于具有良好健身习惯的学生激励

策略。对于平均每周达到四次或者五次以上的学生进行购卡

折扣优惠，或者给于赠送其他课程的优惠，以此来维持健身

房的固有人群的数量。以此来促进贫困学生的体育参与，又

能够进一步巩固以后的健身房健身人员数量，保障健身房的

正常运转。

7 结束语

高校开展健身俱乐部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也存

在专业运行团队不够，健身房管理和教练人员缺乏的不足，

以校企合作的方式进行合作能够将优势发挥出来，引进商业

运行团队也能够取长补短。以此来促进学校体育的发展，满

足多元化的学生健身需要，不断的扩展体育人口，营造良好

的健身氛围，服务广大师生的健身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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