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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山县城区居民体育锻炼现状调查与分析 
李仕飞 

（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云南昆明  650500） 

摘要：本文应用文献资料法、数据统计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对砚山县城区居民体育锻炼现状进行调查分析，从不同角度找

出砚山县城区居民体育锻炼中的积极因素以及限制条件。调查结果发现当地居民参与最多的锻炼项目是广场舞，六十岁以上的老年

人是参与锻炼最多的人群，晚间时段参与体育活动的人最多，和他人一起锻炼的锻炼方式占大多数，大多数还倾向于在不收费的体

育场所进行体育活动。砚山县城区居民参与体育锻炼受个人经济条件受限制，个人身体对参与体育锻炼的影响，社区对体育锻炼的

重视程度，体育场地设施不足等方面的影响。因而，提出砚山县城区居民体育锻炼的建议，社区应该在推广和宣传居民身体锻炼方

面，加大力度；同时，应该根据自身的条件，添置适当的器材实施，以便居民们体育锻炼，本研究希望对城区居民体育锻炼有所帮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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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全民健身运动的不断开展进

行，居民体育锻炼的意识的巩固加强，居民逐渐投入到体育锻炼中
[1]。然而，人们的生活节奏也在不断提高，许多人忙于工作而忽视

了体育锻炼，造成体质处于持续下降状态。而身体作为日常生活的

基础，注重参与体育锻炼能让人们拥有一个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

对生活以及工作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通过初步的调查和了解，

近几年砚山县居民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和参与性较之前都有了一些

提高，但同时也伴随着很多的问题[2]。因此，通过对于砚山县城区

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现状以及影响因素的调查和分析，并对影响因

素进行一个深入了解和全面的剖析，针对影响因素提出改进的意见

和建议。不仅能了解到砚山县体育事业发展的不足，同时也能够让

居民更加全面地了解参与体育锻炼的益处，提高当地居民参与体育

锻炼的积极性，从而促进砚山县体育事业的持续发展。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文以砚山县城区居民体育锻炼为研究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根据研究内容的关键词，在知网查找论文的相关文献资料，把

关系密切的资料进行整理分类，从而为砚山县城区居民体育锻炼分

析服务。 

1.2.2 问卷调查法 

根据研究的主要内容，针对砚山县城区居民体育锻炼现状及影

响因素，设计关于《砚山县城区居民体育锻炼现状调查问卷》，共

发放问卷 210 份,回收问卷 202 份,回收率 96%,其中有效问卷 200 份,

有效回收率 99%。 

1.2.3 数据统计法 

对回收的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运用常规统计法对问卷的数

据进行统计整理。把各种信息进行对比研究，深入探讨论证，得出

结论与对策。 

1.2.4 访谈法 

对砚山县城区部分居民进行访谈，了解他们体质现状与参与体

育活动的情况，记录他们的谈话要点，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一手资料。 

1.2.5 实地考察法 

笔者对砚山县城区居民体育锻炼的现状进行实地考察，并对居

民的体质情况进行实地考察，记录发现的情况，为本文探索其现状、

问题提出对策提供依据。 

2 研究的结果与分析 

2.1 砚山县城区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现状 

2.1.1 砚山县城区参与体育锻炼居民基本情况 

砚山县城区参与体育锻炼居民基本情况主要从性别、年龄和职

业三个方面来调查[3]。从性别上看，女性多于男性，此外，年龄在

60 岁以上锻炼人群的居多，职业项目退休人员居多。其主要是因为

退休人员空闲时间较多，占到 40%的比例。中老年人群体是主要群

体，生活压力减小，更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 

2.1.2 砚山县城区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方式情况 

砚山县城区体育居民参与体育活动方式的类型也不同，有氧运

动选择人数是 128 人，比例是 64.0%，其中，参与最多是广场舞，

三步弦，爬山，慢跑，城区居民参与体育项目情况中广场舞项目是

最受欢迎，由于在专业的技术人员带领下，广场舞的氛围更好，其

趣味性，表演性，运动负荷更符合大众需求和心理特点；散步居第

二位，散步轻松愉快，技术含量不高，任何人都可以参与，是最方

便的运动项目，同时也是居民参与较多的一项。无氧运动 46 人选

择，比例是 23.0%，例如俯卧撑，引体向上等。混合运动参与人数

最多，130 人选择，比例是 65%，列如打篮球，踢足球，羽毛球，

网球等竞技性较强的运动。 

2.1.3 砚山县城区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动机 

砚山县城区居民参与体育锻炼活动的动机，根据笔者的调查主

要是以下几种情况，具体如下。 

根据调查，强身健体的占比例为 65%，居民主要是以体育锻炼

运动为一种健身方式而参与，由于多数都为老年人，所以健身成为

他们的主要动机；其次，缓解压力调节情绪达到 30%，通过体育锻

炼运动，达到对压力的缓解与情绪调节；对体育锻炼运动的热爱达

到 19%，主要是对于体育活动中热爱程度；缓解压力调节情绪占比

例为 30%，达到了 60 人，主要原因是现代生活的压力较大，更多

的年轻人选择通过锻炼的方式，消除自己的疲劳和缓解压力，从而

达到自己心情上的愉悦。 

2.1.4 砚山县城区居民体育锻炼的消费情况 

砚山县城区居民体育锻炼的消费情况也是衡量他们体育活动

参与的标准之一。砚山县城区居民体育锻炼的月消费支出不高。砚

山县城区居民体育锻炼的月消费支出在 100 元以下的为 50.0%，在

100-300 元的为 8.0%,300-500 元有 7.0%，无体育消费支出的为

30.0%。居民有意识的体育消费还比较少，体育消费水平还比较低，

很多的居民还倾向于在不收费的公共体育场所进行体育活动，这与

城区居民的经济收入总体水平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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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砚山县城区居民参与体育锻炼活动的时间 

砚山县城区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时间，可以有效的分析出城区

居民锻炼的实际情况，更能反映人民的生活水平[4]。 

通过对砚山县城区居民每天参与体育活动的时间调查分析可

以看出，半小时左右的有 60 人选择，所占比例是 30.0%，主要是工

作或家庭等因素的限制。1-2 小时的有 85 人选择，所占比例是

42.5%，主要原因还是晚间出来活动的人较多，简单的散散步，跳

跳舞就回家。2 小时以上的有 45 人选择，所占比例是 22.5%，主要

是受到场地器材的显示，比如打篮球或踢足球，不能持续的进行锻

炼活动。3 小时及以上的有 10 人，所占比例是 10%。主要反应的是

专业的体育活动，比如想通过长时间的慢跑得到减分和促进身体健

康的作用，其次大部分是在健身房进行锻炼，要经过热身活动、练

习、放松等环节，所以时间较长。 

2.1.6 砚山县城区居民体育锻炼的组织参与形式 

砚山县城区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形式主要分为个人项目，团体

项目，其它等[5]。 

从收集到的数据分析看出，团体达到 50 频次选择，所占百分

比是 25.0%，团体项目由于受到场地，场地器械，难以组织等因素

关系，导致参与的人数和频次不是特别多。 

个人项目 130 人，比例是 65.0%。其他有 20 人选择，所占百分

比是 10.0%。其中，个人项目占比最高，主要是由于锻炼者在单独

进行体育活动中，能对自己的主观性具有良好的发挥，根据自己的

爱好与特长以及身体需求按自己的意愿选择项目以及运动负荷。 

2.1.7 砚山县城区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间段 

从调查获得的数据看，大部分居民参加体育健身的时间段在早

晨与晚上，分别是 28%和 51%。 

早间体育锻炼的有 78 人，所占比例是 39%，早上锻炼的人主

要以老年人为主，由于其不像年轻人一样要工作，以及生活习惯的

因素让老年人更多地选择早上起来锻炼，对保持身体健康有着积极

的作用[6]。此外，选择晚间锻炼的有 102 人，比例是 51%。一天忙

碌的工作结束，和吃饱喝足以后，有更多的人选择晚上出来锻炼，

结束一天的疲惫以及更好地促进身体的康复，且晚上锻炼对睡眠特

别有帮助，能够让人进入一种相对轻松舒适的状态。 

2.2 砚山县城区体育场地器材设施 

砚山县城区场地及器械设施严重缺乏，经过调查中可知，尽管

经济发展较好但是场地设施还是不齐全。有篮球场以及足球场地，

但是这些设施还是不能满足居民健身的需求，且公共的体育场地很

少，多数的体育场地由于受到管理的限制，只对本单位的人员开放。

这就反应出砚山县城区场地的设施问题，值得社区管理对场地设施

问题高度重视，这个因素也是影响居民参加体育活动之一。 

由调查得知，公共篮球 19 块，休闲广场 3 块，公共田径场 1

块（基本不对外开放），健身器材场地 3 块，乒乓球桌 6 块，网球

场 4 块。砚山县城区居民体育场地设施情况，并不能满足居民的需

求。 

2.3 砚山县城区对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重视情况 

砚山县城区对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重视情况，居民参与体育锻

炼的积极性，参与到体育锻炼活动的意向也具有至关重要的因素[7]。 

非常重视的 20 人选择，主要为单位退休老年团体和从事体育

运动的专业人员，能积极的去参与到体育活动中；重视程度一般的

130 人选择，大部分为人忙于工作，生活压力较大没有充裕的时间

进行锻炼，比例是 65%；不重视的 50 人选择，很少参与城区体育

锻炼活动，比例是 25%。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通过对砚山县城区居民的体育锻炼开展现状调查发现： 

3.1.1 居民参与最多的是混合运动；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动

机是为了健康身体和减少压力且居民的体育锻炼消费水平不高，半

小时左右是大部分人锻炼的时间，主要以个人项目是居民体育锻炼

的主要参与方式为主。 

3.1.2 体育场地设施的匮乏对砚山县城区居民的体育锻炼有一

定的影响，特大多数体育设施被弃用，如篮球场大多数被安排为停

车场，浪费了公共资源。公共开体育器材设施也较少不能很好的满

足城区居民锻炼的需求，不能很好的满足居民的需求。 

3.1.3 砚山县城区居民对参与体育锻炼的重视情况一般，主要是

由于居民的收入水平不是很高，生活压力较大。 

3.2 建议 

3.2.1 提高居民体育锻炼意识。 

加强居民对体育锻炼的认识，激发其运动兴趣和动机如拉横

幅、广告宣传、开健康生活讲座、贴标语、相关领导组织带头的措

施。 

3.2.2 相关部门以及社区加大对于公共体育赛事的举办力度。 

相关领导部门以及社区也需要积极开展团体体育锻炼活动，如

开展全民健身跑、环城市跑马拉松、组织开展篮球杯、足球杯、排

球杯等体育赛事，让更多的人参与进去，营造更好的体育锻炼氛围，

使得全民健身运动的方案得到更好地落实。 

3.2.3 加强基础体育场地器材的建设与管理。 

体育设施对于开展城区居民社区体育活动非常必要，是首要的

必备的物质要素。政府部门应该加大对体育器材设施的资金投入力

度，也可以号召鼓励当地企业出资建设体育设施并给予奖励和称

号，鼓励更多的企业部门参与到体育器材建设中，部门单位取消对

体育设施的封锁状态，实行对外开放让体育场地、设施不在是本部

门人员专用，其次可以号召砚山县居民号召投资体育设施，为砚山

县体育设施出财出力，缓解政府部门的压力让居民参与到城市体育

设施的建设之中，为砚山县体育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并聘请专业

的人才来规范体育器材的管理。 

3.2.4 积极运用竞技体育运动以及传统体育项目的优势。 

竞技体育项目的优势和丰富的民间传统健身方法需要在砚山

县城区不断发挥其优势，如彝族的三步弦等少数民族体育活动，安

排适合的场地并鼓励老一辈人起带头作用。多开展篮球、足球、排

球等竞技性、观赏性较强的体育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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