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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1 ＋ 8”城市圈普及定向运动可行性研究

嵇　恺

武汉体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定向运动是一项健康的智慧型体育运动项目 , 随着武汉城市圈的建立，在武汉城市圈中普及和发展定向运动对于

促进武汉城市圈体育运动的融合和乡村体育振兴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和实地论证，对武

汉城市圈内开展定向运动项目的可行性和相关条件进行了系列分析，主要分析了城市圈内高校和景区开展定向运动的价值

及优势，并提出了目前面临的问题和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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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概念鉴定

1. 武汉城市圈

武汉城市圈，是指以武汉为中心，以 100 公里为半径

的城市群落，包括武汉以及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

仙桃、潜江、天门等 8 个中小城市，面积达六万平方公里，

是目前武汉的七倍多。形成湖北乃至长江中游最大、最密集

的城市群。全力打造之下的“武汉城市圈”，将形成以大武

汉为核心，与周边 8 个中小城市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市场

共通、利益共有的城市圈经济一体化格局。这一格局的形成，

增强武汉城市圈内“1+8”城市在文化、科技、教育、体育、

金融、交通等方面的关联度，并且在 2008 年，教育部与湖

北省人民政府商定共建“武汉城市圈教育综合改革国家实验

区”，并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协议中将教育综合改革作为武

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的重要内容，要求

加强高等教育统筹，深化人才培养模式和教育教学改革，这

些政策无疑对湖北省体育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

作用。

2. 定向运动

定向运动是一项集健身、知识、运动竞技和军事价值

为一体的新兴体育项目。定向运动是参与者凭借对地图的识

别和使用能力 , 利用一张详细精确的地图和一个指北针 , 按

照预先设计在图上的点标 , 在野外徒步赛跑 , 在依次准确到

访地图上所指示的各个点标的前提下 , 以最短时间到达终点

者为胜的一项运动。此项运动不仅具有极大的强身价值，又

融识图、辨认方向于一体，还能培养其竞争意识和当机立断

决定选择最佳路线奔跑的能力。该项运动自 20 世纪 80 年代

初传入我国以来，发展迅速，目前已在我国部分高校和景区

开展。

二、定向运动的特点及作用

定向运动的特点是多方面的。就运动的自身方式而言，

定向运动有运动性、智能性、环境性和情趣性等自身的特性；

就该项运动作为一种社会活动而言，定向运动又具有游戏

性、竞技性、群众性和实用性等特性。

在定向运动开展的价值方面，首先最为突出的价值就

是其健身价值，在高校内开展定向运动课程，可以使大学生

强身健体，增强体质。学生大多不太注意体育锻炼 , 这也是

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学生平时锻炼积极性不是很高，但是

如果经常参加定向运动，身体会变得更加强健，走、跑、跳跃、

越过障碍等能力以及耐力、速度、力量、柔韧性、灵敏性等

身体素质都将会逐步提高。其次，定向运动能够促进大学生

的生存能力，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普遍缺乏独立处事的能

力，定向运动就可以帮助大学生锻炼自己的意志。

定向运动是以森林、公园、校园以及野外等环境作为

活动和比赛场所，大学生参加定向比赛，可以感受到大自然

的强大力量，也不可避免的要遇到危险和失望 , 在不断接近

下一个目标的同时 , 不断克服失望情绪 , 让自己安全度过危

险 , 学生当遇到困难时，有时甚至时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

就必须坚定信念，不断地鼓励自己，克服失望心理，让自己

到达胜利的彼岸，这无疑就是铸就了大学生的坚强意志。最

后，定向运动可以培养大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在定向运动

的团体赛中，需要团队内部成员的合理分工、密切配合，发

扬团队精神和集体力量，尊重同伴，相互鼓励、支持和帮助，

才能取得比赛的最后胜利，这样一种团队精神对于大学生走

入社会、适应社会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武汉城市圈高校开展定向运动的现状

武汉城市圈内有八十余所的高校，但是开展定向运动

教学的高校还不

到 15%，并且在开设定向运动教学的高校主要集中在

武汉。这与现阶段我国教育系统所制定的全国开展定向运动

的高等学校平均达到 50% 的这一目标水平相距甚远，例如

“2018-2020 年湖北省大学生定向越野赛”中仅有二十个代

表队参赛。不仅如此，目前在武汉城市圈高校中开展定向运

动的普通高校和专业体育院校基本上是以普修和选修课型

为主，把定向运动教学作为必修课的高校并不多。

不过，定向运动作为近年来传入我国的一项新兴体育

运动项目，其独特的运动形式和特点已经越来越受到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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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重视。2003 年湖北省大学生运动会上定向越野首次被

列为正式比赛项目，2006 年 4 月举行了武汉市首届定向越

野挑战赛，近年来湖北省鼓励各高校以积极推广“学生阳光

体育运动”为契机，广泛组织开展定向越野活动。

四、定向运动在高校内普及的制约因素

1. 定向运动推广力度不够

我国几十年来 , 普通高校体育课程内容绝大多数是传

统的竞技性运动项目 , 学生对于体育教学的观念已经根深蒂

固，定向运动作为一项新兴的运动项目，在进入我国之后，

在普通高校的体育教学过程中推广不够，特别是没有把它列

入学校体育课的课程内容 , 使其在一段时期内并不为人们所

认识。学生对这项运动的认知度不高，并且不了解其运动方

法和运动规则，也就更谈不上参与了。

2. 定向运动开展的场地制约

定向运动的如果能得到较好教学训练，必须要有多处

可利用、合适的地域，并制作出详细精确的地图。自己学校、

兄弟院校、附近公园等这都是最佳的练习场所。定向运动教

学最佳的练习场所最好要有相对复杂的地形地貌结构，学生

才可以不断的提高运动水平。但是目前开展定向运动的高校

进行定向教学时因为考虑安全因素基本局限于自己的校区

之内，长此以往，学生过于熟悉校内地形环境，常此以往并

不利于学生定向运动水平的提高，同样提高不了学生学习定

向运动的积极性。

五、武汉城市圈内高校普及定向运动教学的优势

政府推出武汉城市圈的发展模式就是旨在以武汉为中

心，与周边八个中小城市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因此针对

以上定向运动课程开展的制约因素，武汉城市圈的特定优

势对于在城市圈高校内普及定向运动课程能起到重大的促

进作用。

1. 宣传推广优势

目前在武汉城市圈内开展定向运动课程的高校都集中

在武汉市内，随着城市圈的发展，交通不断完善，有利于定

向运动推广到周边八个城市的高校内及公园，以武汉为中

心，带动更多城市开设定向运动课程，在高校中大力推广、

宣传普及定向运动。

2. 场地及地图共享优势

定向用图对于新开设定向运动课程的学校来说是一个

急需解决的问题。由于目前专用定向地图使用还不普遍，

制作专业定向地图周期较长、专业制作地图的老师较少，

成本也比较高，而教学中对地图的需求量又大，因此可以

充分利用武汉城市圈内各高校资源共享优势，来解决地图

需求问题。

武汉城市圈内各城市周边都有树林、山地、河流、湖

泊等地形，非常适合开展定向运动。这就为开展定向运动教

学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再者随着各高校办学规模的扩大，

校园面积也在不断扩展，一些高校新建的校区有山、有水、

有树林，而且地物明显，这同样为定向运动教学的开展提供

了理想的场所，只要根据自己校园的地形地貌绘制标准的定

向地图就能够充分开展定向运动。此外，武汉城市圈内高校

云集，地理分布上相对也比较集中，交通便利，这一状况有

利于各个高校在定向运动开展中在场地共享。解决了各高校

开展定向运动教学只局限于本校区内的问题。

3. 师资共享优势

定向运动是一项操作性较强的新兴体育项目，作为定

向运动教师，要求有一定的专业操作技能和教学实践经验。

武汉城市圈内高校云集，相对于城市圈内其他八个城市来

说，武汉高校开展定向教学的学校数量较多、师资力量较好，

就武汉市内来说，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是武汉市内最早开

设定向运动课程的高校，其开展的定向教学课程就具有非常

鲜明的特色。因此，在普及城市圈内定向运动课程的同时，

利用武汉市内较好的定向教学师资力量帮助和促进周边八

个城市中高校定向教学的开展，定期或不定期的开展一些定

向运动的教学经验和教学课程设置、教学大纲编写、教材使

用等各方面的交流，同时还可以开展一些定向运动教学的相

关学术合作研究活动，这对于提高各高校定向运动教学的师

资水平，更好的普及和开展定向运动课程具有重要的作用和

意义。

六、结束语

开展定向运动的教学 , 学生的体质和识图能力得以提

高；同时学生的独立思考、分析、解决困难能力得到了较好

的锻炼。定向运动的开展有利于学生在心理、生理和社会适

应能力方面的全面发展。而在武汉城市圈各高校内开展和普

及定向运动课程是具有其特定的优势的，也是必要的，应该

下大力度深入开展城市圈内各高校的定向教学理论研究与

实践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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