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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健康中国”的战

略部署，推进健康中国的建设发展目标，1 提高全国人民

健康生活水平，增强全国人民的身体素质锻炼能力是重

中之重的任务 [1]。“共建共享、全民健康”，是建设健康

中国的战略主题。核心是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以基

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

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卫生与健康工作

方针，针对生活行为方式、生产生活环境以及医疗卫生

服务等健康影响因素，坚持政府主导与调动社会、个人

的积极性相结合，推动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

落实预防为主，推行健康生活方式，减少疾病发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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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早诊断、早治疗、早康复，实现全民健康 [2]。女教职

工在家庭当中承担着抚育小孩、赡养老人的双重责任，

在工作中和男教职工承担同样的工作量，因此女教职工

的身心压力要比男教职工更大。高校教职工作为学校教

育教学工作的实施者，承担着培养人才和开拓学术前沿

的重任，她们的身心健康能直接影响其工作效率，也会

间接影响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和社会进步与发展 [3]。本

文通过对延安大学女教职工体育健身文体活动的供给内

容、供给现状以及影响因素进行调查与分析，使延安大

学女教职工体育健身内容更加丰富，培养女教职工对体

育健身的意识以及在课余时间进行体育健身的习惯，充

分有效的利用各种运动器材和场地，根据自身的需求进

行体育健身，提高延安大学女教职工体育健身的有效性

和长久性。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延安大学在职女教职工体育健身文体活动供给现

状为研究对象，以延安大学在职女教职工为调查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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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延安大学图书馆和中国知网，查找近年来教职

工体育健身供给、文体活动等有关文献，以及对《健康

中国 2030 规划纲要》进行精细解读，理清文章结构对其

进行整理分析，为其提供理论基础。

1.2.2 访谈法

通过对延安大学工会领导进行采访和交流，对延安

大学教职工各协会活动地点以及教职工活动室进行实地

考察，了解学校在教职工体育健身方面运行的现状，以

获得更准确的数据，确保此次调查的信度和效度。

1.2.3 问卷调查法

由于疫情原因，研究通过微信小程序问卷星对延安

大学在职女教职工进行问卷发放，本次调查问卷由 230

名延安大学在职女教职工所填写，因为延安大学女职工

总数为 745 人，因此调查人数占总人数的 30% 可视为有

效调查，有效份数为 230 份，有效度为 100%。

1.2.4 数理统计法

通过微信小程序问卷星以及 Excel 软件对收集的所有

有效数据进行精确的统计和分析，并依据研究需要对数

据进行进一步的加工与处理，并制作成三线表。

2　结果与分析

2.1 工会各协会提供文体活动的情况

2.1.1 工会管理下各类协会的活动时间与地点

表1　各类协会的活动时间

协会 时间段 时间 地点 总人数

合唱团 周四 19：30-21：30 职工活动中心 170

羽毛球 每天 16：00-18：00 体操馆 140

足球 周三 16：00-18：00 杨家岭田径场 60

舞蹈 周一 19：00-20：30 职工活动中心 350

门球 每天 18：00-19：00 三大门门球场 40

瑜伽 周三 18：30-20：00 不固定 150

马拉松 不固定 6：00-7：00 不固定 170

诵读 不固定 不固定 不固定 200

书画 不固定 不固定 不固定 60

摄影 不固定 不固定 不固定 40

乒乓球 不固定 不固定 不固定 30

篮球 不固定 不固定 不固定 70

象棋 不固定 不固定 不固定 40

由表1可知合唱团、羽毛球、足球、舞蹈、门球等协

会有固定的活动时间和场地，而瑜伽、诵读、书画、摄

影、乒乓球、篮球、象棋、马拉松等协会的活动时间和场

地都不固定，而协会活动时间是根据女职工课余时间安

排。各协会参与人数较少，一是女职工在家中还需抚育小

孩、赡养老人，工作上和男职工承担着同样的工作量，工

作压力大且协会活动地点距离居住地较远；二是活动的时

间不能保障；三是个人基础差，担心自己学不会。

2.1.2 工会各协会提供文体活动的内容

由调查可知，校内文体活动包括校内各项球类比赛

（乒乓球、羽毛球等）、广场舞比赛、各个协会的自主活

动、由工会组织的文艺晚会、文体广场活动（健步走等

一类型）、趣味运动会等文体活动；各级各类校外文体活

动包括延安市运动会、省教科文体工会组织的系统内的

球类比赛（乒乓球、羽毛球等）、西安高校校长杯比赛

（乒乓球比赛）、与陕西省其他高校协会的交流（如广场

舞、棋牌、书画、诵读等）。

2.1.3 工会各协会组织参与校内外体育竞赛情况

表2　各类协会参与校内外体育竞赛情况

协会 校内比赛情况 校外比赛情况

合唱团
节日活动为主

（三八妇女节等）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

羽毛球
校内教职工羽毛球

比赛

延安市七运会、林丹单挑赛、

十四运羽毛球全运会

舞蹈
两次全校教职工广

场舞大赛
延安市七运会、省级比赛

门球

一年两次五人制比

赛、单人单打和双

人双打各一次

延安市七运会、市门球比赛、

各县区联赛、“杜泽杯”比赛

马拉松
教职工“健步走”

活动

黄龙半马、西安全马、

杨凌全马

诵读
四场诵读活动、升

旗仪式活动

延安圣地芳华宣讲团、延安星

星书院、延安市委宣传部活

动、妇联的活动等

书画
庆祝建党一百周年

的书画展

延安市“百人展”、书学院联

合“板书大赛”、延安市 523 纪

念毛泽东延安文明座谈会、抗

疫书画展。

摄影
摄影沙龙、作品欣

赏等活动
延安市摄影实践活动

乒乓球 无
延安市金果文化比赛、市七运

会

象棋 无 延安市七运会

瑜伽 无 延安市七运会

足球 无 延安市七运会

篮球 无 延安市七运会

由表 2 可知，各类协会参与校内外体育竞赛活动比

较多。校外：各协会组织的校外活动比较丰富，展览和

宣讲活动也都很精彩，我校运动员在赛场上团结拼搏、

积极进取，展现了良好的精神面貌。校内：各协会组织

的校内活动比较少，受疫情影响校内部分比赛都未举办，

都是在线上组织安排活动，各教职工在家中进行锻炼。

2.2 女教职工参与文体活动的现状分析

2.2.1 女教职工参加文体活动的项目分析

本次调查针对于延安大学女教职工所参与的文体项

目，其中文体项目包括舞蹈类、球类、走跑类、保健类

等，据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 230 人当中有 97 人经常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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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运动，以这 97 人的调查数据展开得到以下结果：

表3　教职工参与文体活动的项目（n=97）

项目 舞蹈类 球类 走跑类 国粹类
保养健

身类
其他

个数 n 34 35 67 8 26 12

比例 % 34.69 36.73 68.37 8.16 26.53 12.24

由表 3 可知，在所有参加体育健身的女教职工中，

参加走跑类项目的是最多的，占总数的 68.37%，走跑类

项目一般为有氧运动，比较适合上下班及饭后；其次是

球类运动，占总数的 36.73%，球类运动是涉及到全身的

运动，运动量大且对体能要求很高；而参加舞蹈类也是

较多的，舞蹈类运动有利于养成良好的身体姿态，特别

是对于女教职工来说更能提高气质。

2.2.2 女教职工参加文体活动时间、频率、场地

由调查可知，女教职工参与体育健身的时段、时长

和频率比较合理：锻炼时段大多集中在下午与晚上、时

长在 30-60 分钟、频率为每周 2-4 次；由于教职工工作

性质的特殊，健身的时间段选择比较分散，大部分女教

职工仅能偶尔保证晚上的锻炼时间段。每周运动的频率、

每次运动持续的时间保证率不高。

2.2.3 女教职工参加文体活动的满意状况

据调查可知，女教职工对目前组织开展的文体活动

的满意度一般，说明今后需要在服务上、管理上、课程

设置、教学内容、资金投入等方面优化整合，建立健全

规章制度，树立品牌和榜样，让更多的教职工受益满意。

2.3 影响女教职工参与文体活动的原因

2.3.1 女教职工无法参与文体活动的原因

通过调查可知，女教职工无法参与活动的主要因素

是：工作压力大、家庭负担重、缺乏时间进行体育健身活

动。虽然校区内有健身运动场馆，却不常看到女教职工的

身影，只有在校工会组织的各类集体活动中才有见到。

2.3.2 宣传力度不够，部分教职工对文体活动信息不

了解

延安大学教职工工作压力大、闲暇时间少、家庭负

担较重，不能时时关注相关文体活动的举办情况。同时，

教职工认为工会传递信息的形式过于单一，内容也单一，

与受传者没有互动，且传递信息的不是专业人员容易出

现漏洞，并除了节日活动外未收到任何信息。

2.3.3 组织管理水平欠缺

教职工文体培训班的组织管理水平相对较低。在一

门课程的培训过程中，由授课老师制定学期教学计划，

周教学计划，但是上课的教职工由于是自行选择，缺课

或者迟到都没有确切的制度，有的学员甚至中途离场，

这也导致课堂的纪律得不到很好的保障的主要原因。

3　提高女教职工参与文体活动的对策

3.1 加强宣传力度，增设课程

扩大宣传力度，拓展宣传途径，做好组织、宣传工

作，尤其是通过持续参与活动的教职工身体发生的良性

变化，口口相传 [4]。增设一些年轻教职工喜爱的项目，

既能吸引一些年轻的教职工，也能改善目前女教职工文

体活动参与率的情况。

3.2 建章立制，强化管理

成立延安大学教职工文体活动俱乐部，加强管理队

伍建设，完善俱乐部组织管理机构，建立健全俱乐部规

章制度，强化服务意识，提高管理水平，为可持续性发

展奠定基础 [5]。

3.3 定期开展体育文化节

充分利用延大独特的体育资源，定期开展校园体育

文化节，为广大教职工举办各类体育知识讲座，普及体

育常识及专业知识，并利用体育文化节，增加陕西高校

之间教职工交流的机会等 [6]。学校应加大资金投资，吸

引体育服装和体育用品免费赞助，更好地满足广大女教

职工参与文体活动的需求。

4　结论

4.1 工会各协会提供校内外活动较为丰富，校内有 13

个协会，但仅有五个协会有固定的活动时间和地点，而

其他协会均没有固定时间进行活动。

4.2 女教职工参加体育健身的时段、时长和频率都比

较合理，但由于工作性质的特殊，女教职工参加走跑类

项目是最多的。对体育健身现状和信息提供较为满意，

并提出新建场地、建立制度等建议。

4.3 在体育健身的过程中主要存在经费缺乏、缺乏沟

通、组织者重视程度低等问题；体育健身场地条件有限，

体育设施功能单一以及体育指导员缺乏和信息传播渠道

单一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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