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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校体育社团的建设与发展探索 

兰  洋 

昆明医科大学  云南昆明  650500 

摘  要：医学院校体育社团是对体育教学的有力补充，对医学院校体育工作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充分了解医学院校体育社团，分析体育社

团建设与发展重要性，从培育学习者参与意识，促进体育社团类型多元化发展、构建综合性保障体系，持续性拓展体育社团服务范围、积

极强化全面性支持，提升院校体育社团专业化水平三方面入手，加强体育社团建设，助推其科学化发展，可营造良好校园体育文化气息，

丰富学生业余生活，进而促进医学院校学习者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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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医学院校体育社团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医学院校在培

养医学人才时，也需加强体育文化建设，以舒缓医学院校学生学业

压力，从而助推高等教育科学化发展。近些年，高等教育的持续普

及使医学院校毕业生数量增多，也使就业压力问题得以突出。而体

育社团建设既能从多维角度入手，助推医学院校学生快速提升社会

交往力，又能助推医学院校学生增强体魄，为其未来就业奠定坚实

基础。 

一、医学院校体育社团概述 

纵观体育社团发展历史了解其性质与发展趋势，可进一步得知

医学院校体育社团建设重要性与价值，加强对体育社团建设的科学

化认知。医学院校体育社团具备非营利性特点，主要强调互益性。

期望借助组织内成员的科学化交流与互动，实现良好交往。同时，

医学院校体育社团具备同类相聚性原则，不同成员因体育价值观相

似而结合在一起。深入分析医学院校体育社团，发现其属于自治组

织，具备较强的自发性与专业性。分析近些年医学院校体育社团发

展趋势，可发现随着素质教育不断发展，我国医学院校逐渐加强对

体育社团的重视和关注，并不断完善扶持保障机制，期望以此助推

体育社团持续性发展，以更好地为大学生群体服务。我国于 1904

年成立第 1 个学生社团，历经百年发展学生社团的类型越来越多，

不同阶段的体育社团价值和作用有所区别。新时代医学院校需基于

史实，科学把握体育社团作用，加强科学化探索，争取构建具有医

学院校特色的体育社团，并助推现有体育社团良性发展，以期快速

实现学校办学实力的增强。 

二、医学院校体育社团建设与发展重要性 

了解医学院校体育社团价值，发现其能科学性提升学习者专项

技能，助力其身心健康发展，又对教育具有一定积极影响。了解医

学院校体育教学，发现体育教学频率相对较低。为此，医学院校可

适当借助体育社团，提升体育教学影响力和辐射力，使学习者可加

强对课外实践的科学化利用，以提升专项技能，实现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与此同时，学习者在体育社团中运动其体质会得到一定提

升。一方面，医学院校体育社团可满足不同学习者个性爱好。另一

方面，随着医学院校持续性发展，推动体育社团建设和优化，可在

满足学习者运动诉求的基础上，强化体育资源整合，丰富学习者课

余生活，以提升学习者社会适应力。由于体育社团需要大学生自发

组织，自我管理。因此，需要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并加强对组

织的科学化协调，保障体育活动顺利开展，强化大学生潜力挖掘，

才能助推学习者在体育社团中提升沟通能力和交往能力，继而为其

就业力增强奠定坚实基础。 

三、医学院校体育社团的建设与发展策略 

（一）培育学习者参与意识，促进体育社团类型多元化发展 

医学院校体育社团建设过程中应培育学习者的参与意识，助推

社团类型多元化发展，以满足学习者多元化诉求。首先，医学院校

需基于宏观政策领导，积极鼓励学习者参与体育社团，并引导其基

于所学知识服务于社会。医学院校体育社团具备较强的实践性，学

习者可充分借助体育社团活动提升自身实践能力。体育社团在引导

学习者树立良好锻炼习惯时，也需鼓励其不断与多元主体沟通和互

动，助力其保持社团活动参与热情。例如，学校可借助官方公众号

加强体育社团活动宣传，打破传统线下宣传模式限制，增强宣传的

影响力和辐射力，并借助互联网提升宣传灵活性，为学习者带来耳

目一新感受。此外，医学院校还可定期邀请专家学者展开体育社团

讲座，并邀请不同学习者参与，以增强其体育社团参与热情，满足

学习者多元发展所需。由此可见，医学院校既要保证体育社团活动

的多样化，又要为其提供较大活动场所，以助力体育社团不断壮大。

其次，助力体育社团类型多样化发展。强化对医学院校体育社团建

设模式的认知，发现其具备较强的自发性，为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参

与社团建设与管理，可适当均衡体育社团类型，并引入更多社会力

量，为体育社团发展提供多元支持和专业指导，从而缓解医学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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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学压力。社会力量参与体育社团，既能加强优势资源互补，

又能在体育社团持续性发展过程中，满足不同学习者发展所需。当

前，高校体育社团类型相对单一化，社会力量的参与既能在体育社

团持续性发展过程中吸取更多养分，又能在社团均衡化发展过程中

助推传统社团转型，以确保更好地为大学生服务，实现医学院校体

育社团的合理化发展。 

（二）构建综合性保障体系，持续性拓展体育社团服务范围 

医学院校体育社团的建设和发展关乎高等教育的发展，医学院

校需积极构建综合性保障体系，拓展体育社团服务范围，增强其影

响力和辐射力，进而实现体育社团和教育的协同化发展。首先，完

善保障机制。近些年，加强对医学院校体育社团发展脉络的梳理，

发现想助推体育社团持续性发展，需了解体育社团发展中存在的问

题，以助推其持续性改革。为助推医学院校体育事业优化和创新，

体育社团可完善招募机制，鼓励更多学习者参与体育社团，并学习

和体育相关的知识，拓展交友面，从而为学习者综合能力的提升奠

定良好基础。医学院校体育社团的优化和创新，有利于我国体育事

业持续性发展，也将为高等教育发展蓄力。医学院校需充分遵守社

团发展规则，不断基于学校长期发展需求招募新成员，以助推体育

社团保持高质量发展。招募新成员时，需对其爱好以及性格等展开

全方位考量，既要在聘请专业人才的基础上提升宣传力度，激励更

多志同道合的学习者参与体育社团，也应激发学生主观能动性，为

其注入更多新生力量。随着时代不断发展，医学院校体育社团也需

完善保障体系，优化管理制度。管理制度完善时可加强对不同学校

以及不同国家社团管理模式的借鉴，既要基于医学院校特色加强权

责划分，也应完善社团成员监督机构，以助推医学院校体育社团活

动的科学化开展。其次，适当拓展体育社团服务范围。医学院校体

育社团本身具备较强的服务性，拓展其服务力，实现体育事业的快

速发展，能在体育社团发展过程中提供更多利他服务，以提升高校

体育社团的影响力。体育活动本身具备较强的专业性，医学院校体

育社团在发展过程中需为校内体育活动服务，也可适当为校外和社

会体育活动服务。增强医学院校体育社团服务力，可在活动开展过

程中获得更多主体力量的支持与关注。而社团内成员可借助服务活

动加强经验积累，增强体育技能，提升社会适应力，并更好地融入

于社会，成为优秀社会主义接班人。 

（三）积极强化全面性支持，提升院校体育社团专业化水平 

医学院校体育社团建设需要较多人力、物力与财力作为支持，

学校需加强全面化支持，既要提升院校体育社团专业化水平，也应

在提升支持力度的基础上，更好地为体育社团长期发展蓄力。首先，

提升支持力度。医学院校助推体育社团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助推

体育教育发展，也能实现专业教育的科学化创新。故此，医学院校

应加强资金支持与制度支持。其一，完善资金支持，提升医学院校

体育社团规模。体育社团具备较强的自主性，会鼓励学习者自愿参

与。但仅依靠传统招募模式收取相关费用，会导致经费捉襟见肘，

不利于体育活动的长期开展。与此同时，依靠成员缴纳经费也会使

成员丧失参与信心。为改变传统体育社团发展模式，可加强资金保

障。学校可适当增加投入资金，既要拓展资金来源，也应鼓励体育

俱乐部参与体育社团，进而为体育社团的顺利运营奠定良好基础。

除获得政府支持外，体育社团还可借助有偿社团服务，提升资金筹

措的公开化和透明化，以保障活动的持续性开展。其二，可适当优

化管理制度，完善保障机制，以此助推体育社团规范化发展。相关

机制既能加强对体育社团的约束，也能为体育社团长期发展保驾护

航。例如，学校可适当增加体育社团相关实践和创新学分，鼓励更

多学习者参与社团，并完善管理措施。其三，可适当加强场地与设

施建设，以此完善支持力量。若医学院校具有较多体育活动场所，

可为体育社团固定活动场地，助推体育活动的顺利化开展。若活动

场地有限，也可基于不同社团发展诉求，加强对场地的科学化分配。

其次，适当提升体育社团专业水平。一方面，体育社团指导者可切

实增强自身专业能力与专业素养，既要加强自主学习，也要与不同

专业人士进行沟通和互动，提升体育社团活动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另一方面，学校需加强对体育社团组织者的科学化筛选，既要确保

其了解体育知识和体育技术，也要将其管理能力融入于考核范围

内，进而为体育社团的长期发展保驾护航。例如，高校可适当鼓励

体育社团成员加强对专项技能的学习，适当聘请专业人才进行现场

教学，也可鼓励社团成员借助互联网打破时空限制展开自主学习，

从而提升社团活动水平，为医学院校体育社团的长期发展奠定坚实

基础。 

四、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时代不断发展，医学体育社团也应随之优化和

创新。学校需切实鼓励学习者积极参与体育社团，既要加强社团宣

传，使医学生了解参与体育社团重要性，也应鼓励其强化规范性管

理，提升投入力度，继而为体育社团的长期发展保驾护航。学校借

助体育社团发展契机，营造和谐锻炼氛围，有利于全民健身与全民

健康战略计划的实现，也能携手新时代医学生共筑体育强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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