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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修订草案）》于 2021 年

10 月 19 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

议。修订草案明确，国家实施全民健身战略，构建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学校必须开设体育课，保证体育课

时不被占用；并拟定每年 8 月 8 日为国家体育节。随着国

家开始大力提倡“全民健身”的理念，拥有一个健康的

项目基金：2021年江苏省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互

联网+大学生运动陪练”（编号：202110848011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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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魄成为大众的追求。与此同时，各项运动陪练也逐渐

显现出它独特的市场前景及价值。面对大学生这一个庞

大的群体，他们有着丰富且自由的课余生活，且近几年

的研究调查表明，大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例如

体质下降，容易生病等。这不仅影响了大学生当前的学

习，也将对他们未来所从事的事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综上所述，当下大学生应该通过体育锻炼来增强体质。

而脱离体育课堂，大学生往往难以找到专业运动陪练人

员，并且市场上健身房的收费标准往往超出了大学生的

承受能力，因此，校园体育陪练将应需而生，形成新的

市场消费点，并将成为校园内必不可少的项目之一。

二、运动陪练概述

如今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自己

的健康情况。体育锻炼无疑是一种非常好的放松自己的

方式。并且经常进行体育锻炼能够帮助大学生缓和其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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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的生活节奏，而运动陪练更能够通过其专业性指导及

时间优势来帮助激发大学生的运动积极性，致力于提升

大学生身体素质。在校园内提供运动陪练服务，大学生

能够依据自身的运动需求，找寻相对应的运动伙伴，并

且进行针对性的训练。既能进行有效的体育运动，又能

避免因缺少运动伙伴或者专业性运动指导而缺乏运动的

情况。遂我们团队将利用互联网思维，尝试搭建一个大

学生运动陪练平台，为大学生提供运动陪练服务。

三、数据调查与收集

1. 调查方法

以大学生群体为中心，制作关于大学生运动陪练的

问卷并通过网络发放，从而了解大学生群体体育运动的

常态以及对待运动陪练的看法。网络问卷共发放 200 份，

回收问卷 200 份，有效问卷 200 份。

2. 调查结果（基本数据统计分析）

（1）年龄

我们的调查研究对象为在校大学生。年龄集中在

18-22 岁，这个年龄段的学生喜欢追求运动潮流，并且

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较强，因而愿意体验和了解体育运动

陪练的相关内容。

（2）运动频率

问卷显示如下，一周锻炼两次以上的人数占比为

31%，一周两次锻炼一下的人数占比为 61%，从不锻炼

的人数占比为 8%。由此可见，大学生群体锻炼缺乏积极

性以及自主性，这并不利于学生身体素质的提升。

（3）未坚持运动的原因

调查显示，关于问题“阻碍大学生参与体育运动

的因素有哪些”的问题，有 18% 的学生选择场地设施不

够；21% 的学生选择因时间冲突导致无法参与体育锻炼；

19% 的学生因缺少陪练伙伴而无法进行锻炼；24% 的学

生选择因缺乏锻炼意识而未锻炼；18% 的学生因为缺乏

技术和专业指导而未参与体育锻炼。依据以上内容，搭

建大学生运动陪练平台刻不容缓。帮助大学生进行体育

运动，可以从提供体育运动陪练开始，激发其运动兴趣，

同时起到督促作用，进一步推动大学生参与体育锻炼。

（4）主要运动途径

问卷显示，35% 的大学生主要运动途径是通过同学

约练；26% 的学生的运动途径来源于体育课；20% 的学

生通过社团组织的活动进行体育运动；19% 的学生选择

健身房进行锻炼。目前众多高校的体育课安排并不多，

且社团招生有限，又因疫情致使部分健身房关闭，面对

以上客观条件的限制，绝大多数学生都选择同学约练的

运动途径。

（5）学校对于体育运动的引导

问卷内容显示，关于“学校对体育运动有无足够的

引导”的问题，有 68% 的同学认为学校是有积极地引导

大学生进行体育运动或者组织体育活动；有 19% 的同学

选择学校是完成任务式引导；依旧有 11% 的同学认为学

校很少引导；2% 的同学认为学校从不引导大学生进行体

育运动。

（6）对提供运动陪练的意愿

问卷调查显示，关于“是否了解运动陪练”问题，

选择了解的人数占比达 98%，同时赞同学校提供大学生

体育运动陪练的人数占比高达 82%。依据以上情况，搭

建大学生运动陪练平台意义重大，这能够从多方面促进

大学生进行体育运动。

四、分析与讨论

1. 大学生体育运动现状

（1）大学生对于体育运动缺乏自主性

依据问卷调查显示，一周锻炼次数在两次及以下

的人数占比 69%。大部分同学在步入大学后都表明会

积极运动，保持健康的生活状态等等。然而，[1] 朱嘉豪

（2021）的调查显示，有 50% 左右的大学生在步入大学

生活后，认为无论是从身体上或是心理上相对于中学时

期都得到了放松，因此其整体的生活状态也逐渐懒散，

户外运动随之减少，运动意识也开始减弱。调查发现，

有不少大学生热衷于去健身房锻炼。市场上的健身房用

户不乏大学生群体。他们通常紧跟健身潮流，在健身房

办理月卡或者年卡以督促自己进行锻炼。而结果是，大

学生缺乏运动自主性，办理之后仅仅在当下获得心理上

的安慰，而后依旧我行我素，并未有效执行自己的健身

计划。同时，也有部分学生因无法承担健身房费用而选

择下载运动 APP 来帮助自身提高身体素质，结果同样是

无法坚持打卡训练。由此可见，大部分大学生缺乏运动

自主性，无法做到坚持进行体育运动。

（2）大学生运动时缺乏专业指导

目前大学生进行体育运动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学校安

排的体育课。[2] 朱超（2021）指出体育课堂上有提供运

动场地，运动器材，以及老师专业的运动指导。同时，

我们调查发现：大学生平时的运动途径主要还是集中在

课余时间，其次是体育课。在此次问卷调查中显示，仅

有 26% 的学生的主要运动途径是体育课堂。而在体育课

下，能够提供大学生运动的运动场地有限，也无专人指

导。大部分学生会选择跑步或者跳绳等当时进行锻炼，

然而因缺乏专业的运动指导，学生通常会在运动过程中

受伤。我们也针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调查：在我们发放的



76

Education Andresearch, 教育与研究(9)2021,3
ISSN: 2705-0874(Online); 2705-0904(Print)

问卷调查中显示，认为由于缺乏体育技能且没有专业指

导的同学人数占比达 18%，可见专业指导在大学生运动

生活中的重要性。我们发现，大学生在学习新的运动技

能的过程中，绝大多数同学都以运动同伴的经验为准则

去练习，这很大程度上会因为不恰当的运动方式而养成

错误的运动习惯，使之无法正确地掌握运动技能，同时

也消耗了学生对体育运动的激情。

（3）大学生运动过程中缺少陪练

经调查发现，对于问题“您觉得哪些因素阻碍大学

生参与体育运动？”的选择分布在“时间冲突”的人数

占比达 21%，且选择“缺少运动伙伴”的人数占比也高

达 19%。可见还是有部分学生认为没有一同锻炼的伙伴，

也使他们对运动缺乏兴致，逐渐消耗其运动积极性。运

动陪练伙伴通常起到互相督促，互相鼓励的作用。缺少

运动伙伴，不仅仅是可选择的运动方式减少，同时也降

低了大学生坚持锻炼的动力。然而大学生的课余时间虽

丰富自由，但也无法避免运动伙伴因时间冲突导致无法

相约一起运动的情况。这一状况毫无疑问在很大程度上

削减了大学生的运动热情，致使大学生对于运动的态度

逐渐消极。

2. 运动陪练在校内大学生活中的应用价值

（1）及时普及运动知识或技巧，减少并防范不必要

的伤害

掌握一定的体育知识是大学生在课外运动中必不可

少的。然而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方面知识的普及并不够。

体育课堂上，老师通常会进行一些体育常识以及运动技

巧的讲解，众多大学生经常是马马虎虎地听取，这导致

大学生一旦面对突发情况时的第一反应都是不知所措，

无法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并且 [3] 张玉超（2021）发现，

众多大学生对于运动安全方面的重视程度不够，经常忽

略运动前的热身项目。而随意对待运动前的准备活动的

结果往往是拉伤抽筋等问题。且据问卷显示，大学生大

多选择同学约练的方式进行锻炼。这说明其在进行运动

中，周围缺少专业的运动人员。而一旦出现受伤的情况，

大部分同学是很难立即采取正确的措施的。同时，[4] 林

燕荣（2021）的调查显示，有 36.3% 的大学生因技术动

作不合理而引发受伤，由此可见，大学生对于运动知识

的学习和技术的认知都停留在表层。而运动中，了解规

范协调的技术动作是提高运动能力、避免运动损伤的重

要因素。比如说，当我们打羽毛球时由于未掌握正确的

姿势和技巧，力度控制不当，很容易引发扭伤。而如何

避免此类情况的发生以及发生该情况后又该如何正确地

缓解鞋子疼痛及带来的影响，都是大学生在运动过程中

应该掌握的要点。因此，倘若在学生运动的过程中，有

相对专业的运动陪练人员陪同，就可以做到随时普及运

动知识，规范运动技巧并且遇到困难时可以帮助学生解

决问题，从而可以减少因运动方式不当导致的伤害。

（2）疫情期间丰富大学生课余生活，并缓解压力

对于大学生这个群体而言，运动健身并非一项很随

意的消费，在我们大学城附近也缺少价格适中的健身房。

且面对疫情的到来，国家也开始提倡民众居家抗疫，同

时呼吁大众进行体育训练，增强自身体质，提高身体免

疫力。受疫情影响，各大高校都实行封校政策。而面对

此情况，大多学生都表示封校让生活更加无聊。又据调

查问卷显示，关于学校对于体育运动有无足够的引导一

问题，选择恰当地引导且实施相应活动的人数占比 35%；

同时，依旧有 19% 的学生选择“完成任务式引导”。毫无

疑问，这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大学生对运动的热情。学生

在封校的情况下会选择体育运动来丰富校内生活。面对

不能出校门，缺少约练同伴，时间难调的现状，校园体

育陪练不仅能够帮助大学生提高身体素质，还能够培养

大学生乐观向上的态度，养成好的生活方式。

五、结语

如今，现代社会对良好身体素质的需要，要求我们

大学生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所以，加强锻炼，增强身

体素质是现代大学生的重要责任。大学生的特点是思想

开放、容易接收新事物，敢于尝试新事物，且互联网是

大学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大部分学生都对体育

运动陪练的性质有一定的了解。运动陪练能够从多方位

帮助大众正确地参与体育运动。并且在我们收集的调查

问卷中显示，非常赞同学校能够搭建一个在线大学生运

动陪练平台并且提供体育运动陪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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