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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杨浦区社区居民参与健身活动的

供需矛盾研究
王乐军

摘 要院 本文以全民健身活动为研究的大背景袁以居民参与健身活动的需求与供给为研究

视角袁以上海市杨浦区社区居民为研究案例对象袁通过对研究对象参与健身活动中的具体

需求尧健身活动满意度状况尧健身活动供给情况及供需存在矛盾的调查分析遥 研究发现院上

海市杨浦区社区居民在参与健身活动方面的需求主要集中在对体育场地设施尧体育锻炼氛

围尧体育锻炼知识普及与指导等诸多方面曰上海市杨浦区的诸多社区虽然大都设置了健身

活动场所并配置了一定数量的健身器械袁但总体来说场地大小尧仪器设施的种类仍然存在

很多不足之处曰上海市杨浦区社区居民在体育健身知识方面有着较大的需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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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background of mass fitness and taking the community residents of Yangpu District as the

subjects, the artic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mand and supply of the residents participating in fitness ex-

ercise, studies the detailed requirements of the subjects participating in fitness activities, the satisfactory de-

grees of the activities, the supply of the fitness exercise and the im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demands of the subjects participating in fitness activities mainly focus on the sports fa-

cilities, the exercise atmosphere, the popularization and instruction of exercise know-how, etc. Though most

of the communities in Yangpu District have arranged the places for fitness exercise and configured a certain

ammount of fitness instruments, yet in general, there are still quite a few deficiencies concerning size of the

field for fitness activities and the categories of instruments. The Yangpu District residents have a great de-

mand for fitness know-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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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需求作为人们生存尧享受和发展的基础袁越来越

受到广大居民的重视遥如何提供更多更好的健康服务来满

足人们的健康需求成为健康城市建设中一个亟待解决的

问题遥上海市作为全国经济和社会改革发展的前沿阵地与

示范城市袁其人口尧经济尧文化尧社会等方面的情况不断发

展变化袁使得社区居民参与健身活动的需求向着更加刚性

化尧多元化的方向发展遥 社区健身服务的供给方式和内容

也必须不断变革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遥但通过查阅文献资

料获知袁目前尚未有研究对上海市社区居民参与健身活动

的供需矛盾进行过调查尧分析与探讨遥
基于此袁本文以全民健身活动为研究的大背景袁以居

民参与健身活动的需求与供给为研究视角袁以上海市杨浦

区社区居民为研究对象袁通过对研究对象参与健身活动中

的具体需求尧健身活动满意度状况尧健身活动供给情况及

供需存在矛盾的调查分析袁为政府和社区采取相应措施促

进上海市居民健身活动的开展提供参考意见遥

对上海体育学院尧同济大学等单位的相关研究专家进

行半结构式的专家访谈袁就社区居民参与健身活动的供需

矛盾问题进行交流与探讨袁 了解课题研究思路与视角袁为
研究进一步实施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指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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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文献资料尧专家咨询尧开放式问卷调查尧结构性和

非结构性访谈等方式了解上海市杨浦区居民参与健身活

动的需求及供给因素袁编制上海市杨浦区居民参与健身活

动供需矛盾调查问卷袁对上海市杨浦区社区居民进行抽样

调查遥
采用拦截式随机抽样调查法袁对上海市杨浦区同济新

村尧鞍山五村尧城市丽园尧延吉七村尧凤城三村尧武川路 222

弄小区尧新江湾城尧开鲁三村尧市光四村尧东方名城尧荣丰

花园尧辽阳小区共 12 个小区居民进行抽样调查袁问卷采用

匿名方式进行填写袁每个小区随机发放问卷 50 份袁共发放

问卷 600 份袁最终回收问卷 597 份袁有效问卷 483 份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袁本调查对象中男性占 43.69%袁女
性占 56.31%遥 18～ 25 岁尧26～ 40 岁尧41～ 60 岁尧60 岁以上

的人群分别占总调查人数的 7.25%尧37.89%尧35.61%和

19.25%遥 初中及以下学历尧高中尧大专尧本科尧硕士尧博士学

历人数分别占调查总人数的 6.63% 尧10.77% 尧15.11% 尧
36.44%尧25.67%尧5.38%遥上海市户籍人数和国内其他省市

户籍人数分别占调查总人数的 53.21%和 46.79%遥 从职业

情况看袁国家机关尧党群组织尧企业尧事业单位负责人尧专
业技术人员尧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尧 商业尧 服务业人员尧
农尧林尧牧尧渔尧水利业生产人员尧生产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及有关人员和其他从业人员人数分别占调查总人数的

4.97% 尧25.05% 尧16.98% 尧26.09% 尧13.25% 尧6.42% 和

7.25%遥 从收入情况看袁3 000 元以下尧3 000～ 5 000 元尧
5 000～ 8 000 元尧8000～ 15000 元尧15 000 元以上人群分别

占调查总人数的 2.48%尧17.60%尧33.75%尧37.68%尧8.49%遥

从被调查居民每周参加体育锻炼的次数情况看袁有
28.78%的居民几乎每天都参加体育锻炼活动袁 有 37.89%

的居民每周锻炼 5～ 6 次袁有 44.72%的居民每周锻炼次数

在 3～ 4 次袁分别有 10.56%和 6.83%的居民选择野每周锻

炼 1～ 2 次冶和野几乎不锻炼冶遥
在社区居民参加体育锻炼活动的主要目的上袁大部分

居民选择野保持健康冶袁占总调查人数的 82.19%袁其次为

野消遣娱乐冶袁占 74.95%遥选择野提高身体素质冶尧野保持或改

善体型冶尧野放松身心冶尧野结交朋友冶和野提高技能冶的居民

人数分别占调查总人数的 32.92%尧28.78%尧24.22%尧19.67
和 14.08%遥

在社区居民每天的锻炼时间选择上袁选择在清晨锻炼

的居民人数占调查总人数的 17.81%袁 选择在上午锻炼的

占 12.63%袁选择在下午锻炼的占 11.80%袁选择在下午锻

炼的占 32.71袁选择在晚上锻炼的占 25.05%遥
从被调查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项目情况看渊图 1冤袁选

择野散步冶的居民人数最多袁占调查总人数的 55.69%袁选择

野跑步冶尧野羽毛球冶和野乒乓球冶的人数也较多袁分别占调查

总人数的 34.78%尧39.96%和 43.89%遥此外袁篮球尧足球尧排
球网球尧体操尧武术尧瑜伽尧游泳尧自行车尧力量练习尧健身

器械练习等方式也分别有不同百分比的居民参与遥

图 1 被调查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项目情况

在阻碍被调查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原因方面袁 选择

野没有时间锻炼冶的人数最多袁占调查总人数的 66.46%袁其
次为野无人陪伴冶袁占 44.93%袁而选择野场地设施不足冶尧野天
气不适宜冶尧野无锻炼兴趣冶尧野确实资金冶和野不懂得如何锻

炼冶 的居民人数百分比分别为 27.33%尧24.02%尧14.29%尧
20.29%和 15.11%遥

根据调查结果袁90.89%的社区周围都有配置了健身活

动场所和健身设施袁没有配置的占 9.11%遥
根据调查结果袁从社区居民利用社区体育健身场所和

设施进行体育锻炼的频率的情况可以获知袁 有 39.13%的

被调查居民经常利用社区体育健身场所和设施进行体育

锻炼袁有 36.44%的居民选择野偶尔去冶袁23.40%的居民选择

野很少去冶袁 而选择 野从未去过冶 的居民人数百分比为

1.04%遥
根据调查结果袁从居民所在社区附近学校体育场地对

社区居民开放情况看袁 有 38.72%的居民所在社区周边学

校体育场地是不对社区居民开放的袁 有 45.34%的居民所

在社区附近的学校体育场地是收费开放袁 而只有 15.94%

的居民所在社区周边学校体育场地是免费开放的遥
根据调查结果袁从被社区居民到社区附近的学校体育

场地进行锻炼的频率情况上来看袁 有 11.80%的居民经常

到社区附近的学校体育场地进行锻炼袁 有 14.29%的居民

选择偶尔去社区附 近的学校体育场地进行锻炼 袁而

21.33%的居民很少去社区附近的学校体育场地进行锻

炼袁 有 52.59%的居民从未去过社区附近的学校体育场地

进行锻炼遥
根据调查结果袁从社区居民所在社区附近拥有的体育

健身设施占有率情况看渊图 2冤袁健身苑点尧健身步道尧自行

车道尧 健身广场都占有较高的比率 袁 分别占 72.67%尧
48.86%尧65.42%和 75.36%袁而篮球场尧兵乓球房尧羽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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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 渊地冤 等也占有较高的比率袁 分别占 28.36%尧32.92%尧
35.82%遥 除此之外袁足球场尧门球场尧游泳池渊馆冤等场地设

施也占有一定的比率遥

图 2 被调查居民所在社区附近拥有的体育健身设施占有

率情况

根据调查结果袁从社区居民对体育设施建设布点的满

意度的结果看袁选择野非常满意冶和野比较满意冶的居民人

数百分比分别为 10.56%和 21.33%遥 此外袁有 25.05%的居

民选择野一般冶袁而选择野不是很满意冶和野很不满意冶的居

民则分别占到了 33.75%和 9.32%遥
根据调查结果袁在体育设施建设和开放管理存在的问

题上袁有 49.07%的居民认为目前的体育设施分布不合理袁
有 28.16%的居民认为设施数量不够袁 有 6.63%的居民认

为设施利用率不高遥 此外袁有 4.35%的居民认为需要提供

健身指导服务遥
根据调查结果袁从社区居民所在社区组织居民参加体

育健身活动的频率情况看袁选择野经常组织冶的居民人数为

0袁选择野偶尔组织冶的居民人数百分比为 14.08%袁选择野很
少组织冶 和 野从未组织冶 的居民人数百分比分别占到

26.09%和 59.83%遥
根据调查结果袁大部分被调查居民对体育锻炼专业知

识有一些了解袁占调查总人数的 49.28%袁对体育锻炼专业

知识野了解很少冶和野几乎不了解冶的人数百分比分别占到

31.68 和 8.28%袁只有 10.77%的居民认为自己对体育锻炼

专业知识野了解很多冶遥
根据调查结果袁居民对所掌握体育锻炼知识是否够用

的调查结果看袁分别有高达 40.99%和 35.61%的居民认为

目前所掌握体育锻炼知识野不够用冶或野几乎没有受到相关

知识的指导冶袁选择野足够冶和野基本够冶的居民人数只分别

占到 7.66%和 15.73%遥
根据调查结果袁被调查的居民获取体育锻炼知识的主

要途径袁选择野自己看书看电视或上网学习冶的比例最高袁
占到调查总人数的 38.72%遥 此外袁 选择 野读书期间学习

过冶尧野与朋友等交流冶尧野父母等教育冶和野听取相关知识讲

座冶的比例分别为 21.74%尧16.36%尧13.46%和 8.90%遥
根据调查结果袁在社区居民对社区在丰富居民体育健

身活动方面的改进意见方面袁63.98%的居民认为应该野增

加运动场地面积冶袁有 82.19%的居民认为需要野增加体育

器材设施的品种冶袁有 52.38%的居民认为需要野增加健身

设施数量冶袁有 44.51%的居民认为应该野营造锻炼氛围冶遥
此外袁分别有 44.51%和 40.79%的居民认为应该野增加锻

炼知识宣传与讲解冶和野设置社区健身指导员冶遥
根据调查结果袁在被社区居民希望周边增建的健身设

施方面袁选择增加羽毛球馆尧乒乓球房尧百姓健身房和篮球

场的居民人数最多袁 分别占到被调查总人数的 55.69%尧
42.44%尧41.20%和 38.51%袁而选择增建足球场尧门球场尧
游泳池渊馆冤尧健身苑点尧健身步道等场地的比例也很高袁
皆超过 20%的比例遥 此外袁选择增建自信车道和健身广场

的居民人数也有一定比率渊图 3冤遥

图 3 被调查居民希望周边增建的健身设施情况调查结果

根据调查结果袁在社区居民对目前社区在丰富居民体

育健身活动方面的硬件设施或服务的满意度情况方面袁有
44.93%的居民选择野一般冶袁选择野不是很满意冶和野很不满

意冶的居民人数也分别占了 21.33%和 2.90%袁而冶选择野非
常满意冶和比较满意的居民人数百分比分别占到调查总居

民数的 5.18%和 25.67%遥

研究发现袁大部分居民都会参加一些健身活动袁但活

动次数大都集中在每周 3～ 4 次左右遥 在参加健身活动的

目的上袁大部分居民选择野保持健康冶或消遣娱乐袁此外也

有部分居民选择 野提高身体素质冶尧野保持或改善体型冶尧
野放松身心冶尧野结交朋友冶和野提高技能冶遥 在锻炼活动的时

间安排上袁 选择在下午和晚上锻炼的居民占有最高的比

例袁达到近 60%的比例遥 此外袁选择在清晨尧上午和中午锻

炼的人群也皆达到 10%以上的比例遥 在锻炼项目选择上

呈现出了以散步尧跑步尧羽毛球尧乒乓球为主袁篮球尧足球尧
排球网球尧体操尧武术尧瑜伽尧游泳尧自行车尧力量练习尧健
身器械练习等为主袁同时也有其他选择的多样化特征遥

在上海市杨浦区社区在居民参与健身活动方面的供

给及需求情况方面袁调查结果显示袁大部分社区周围都有

配置了健身活动场所和健身设施袁这些健身活动场所和健

身设施的利用率也非常高遥但这些健身活动场所和健身设

施也存在场地面积有限尧布局不够科学合理尧规模小尧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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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种类少尧可开展的体育活动少等不足遥而与此同时袁社
区附近学校的体育场馆渊地冤则大都没有对附近居民开放遥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居民体育健身需求的不断增加袁居民在

体育项目的选择上出现多元化的特点遥从被调查居民希望

周边增建的健身设施情况调查结果也可以看出袁居民对健

身设施的需求也呈现了多样化的特点遥由于上海市杨浦区

大部分区域都已经规划成熟袁因此很难在现有条件下增加

很多社区健身的面积袁也就需要社区因地制宜袁充分利用

空间袁为居民提供更多体育锻炼的场地和项目遥此外袁充分

发挥上海市杨浦区高校众多的优势袁通过各种形式的沟通

与合作渊如通过过实施补贴和项目委托冤袁鼓励高校体育场

馆渊地冤资源在不影响正常教学工作的前提下面向周边社

区居民开放袁以满足杨浦区社区居民体育锻炼活动对体育

场地设施的需求遥
在社区现有体育设施建设的布点满意度方面袁 选择

野不是很满意冶和野很不满意冶的居民分别占到了 33.75%和

9.32%袁这说明目前现有设施建设的布点没能充分考虑不

同居民的需求遥 此外袁在社区体育设施方面袁有 49.07%的

居民认为目前的体育设施分布不合理袁 有 28.16%的居民

认为设施数量不够袁 有 6.63%的居民认为设施利用率不

高遥 这都说明目前体育设施在布点尧设施的实用性及设施

数量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遥因此社区在健身设施布

点工作上要统筹规划袁并广泛征求不同地理位置尧不同年

龄尧职业和兴趣爱好居民的意见遥在仪器设施的选择上袁要
多引进功能更具多样性的器械遥 此外袁要规范健身设施相

关场地和物品的管理工作袁制定社区配套体育设施管理办

法袁加强公共体育设施管理袁健全公共体育设施开放管理

制度袁满足广大市民就近开展健身活动的需求遥
从调查结果可以发现袁有 44.93%的被调查者认为野没

人陪伴冶是妨碍其参加体育锻炼的重要原因遥 前期研究也

表明袁运动氛围对运动行为坚持性的养成起到重要的中介

作用遥良好的运动氛围能够更好地引导居民积极地参与到

体育健身活动之中遥 但从调查结果看袁选择社区野很少组

织冶或野从未组织冶的居民人数百分比分别占到 26.09%和

59.83%袁 说明目前上海市杨浦区社区大都没有形成引导

社区居民参与健身体育活动的长效工作机制袁更没有带领

社区创建良好的体育文化氛围和体育锻炼氛围遥对于社区

来说袁可以通过打造社区体育文化袁营造社区体育氛围袁并
通过举办社区体育节尧社区体育竞赛活动等方式鼓励更多

的居民参与到体育活动之中袁带动大批居民形成良好的体

育锻炼习惯遥
此外袁通过调查结果可以获知袁大部分居民在体育锻

炼方面缺乏专业的知识袁分别有高达 40.99%和 35.61%的

居民认为目前所掌握体育锻炼知识野不够用冶或野几乎没有

受到相关知识的指导冶遥 体育锻炼知识的缺乏会导致体育

锻炼健身活动的盲目性袁不能很好地针对居民具体的身体

健康状况选择适宜的锻炼方式尧 锻炼强度和锻炼时间等袁
从而降低健身锻炼效果甚至会对健康造成损害遥 此外袁体
育锻炼知识的缺乏也会使得参与锻炼居民参与活动的积

极性下降袁从而不利于居民健身活动的开展遥 在体育锻炼

知识的获取方式上袁野自己看书看电视或上网学习冶的比例

最高袁占到调查总人数的 38.72%袁此外袁选择野读书期间学

习过冶尧野与朋友等交流冶尧野父母等教育冶和野听取相关知识

讲座冶 的比例分别为 21.74%尧16.36%尧13.46%和 8.90%遥
在上述获取锻炼知识的基础上袁社区可以通过定期举办体

育锻炼知识讲座尧设定体育锻炼知识交流平台尧设立社区

体育锻炼志愿者辅导员等方式对社区居民在日常体育锻

炼活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解答袁以排除居民在健身活动中

存在的疑惑袁指导居民更好地进行体育健身活动袁促进体

育健身活动的效果遥
因此袁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袁目前上海市杨浦区社

区居民在参与健身活动方面的需求主要集中在对体育场

地设施尧体育锻炼氛围尧体育锻炼知识普及与指导等诸多

方面遥而目前上海市杨浦区的诸多社区虽然大都设置了健

身活动场所并配置了一定数量的健身器械袁但总体来说场

地大小尧仪器设施的种类和数量尧场地设施的总体布局尧可
开展的健身活动类型等方面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之处遥 此

外袁目前上海市杨浦区各社区街道在活跃社区体育文化氛

围和营造社区良好体育锻炼环境方面所开展的前期工作

仍然较少袁并没有形成和打造社区体育文化的长效机制及

模式袁 在这方面很多工作需要后期统筹部署与分步实施遥
除此之外袁目前上海市杨浦区社区居民在体育健身知识方

面有着较大的需求袁而社区街道前期在体育健身知识的宣

传与教育方面所做的工作较少遥 为解决这些矛盾袁上海市

杨浦区一方面可以通过完善制度尧统筹规划尧逐步实施的

方案对现有工作进行补充与完善袁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杨

浦区的高校资源袁通过各种形式的沟通与合作袁鼓励高校

体育场馆渊地冤资源向周边社区居民开放袁以满足杨浦区社

区居民体育锻炼活动对体育场地设施的需求曰可以通过与

高校联合开展一些体育竞技活动促进社区体育文化的建

设曰可以充分利用高校人才优势袁在社区体育健身知识的

宣传与教育方面做出更多的工作遥 通过这些措施袁解决社

区居民建设场地设施尧健身知识宣传教育尧体育文化氛围

营造等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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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30 分钟体育生活圈冶 进行体育健身活动的教学和指导遥
不仅可以为社区体育的发展尧全民健身活动提供需要的指

导员和教练袁 而且可以为部分学生提供一个接近社会尧了
解社会的渠道袁 解决大学课堂中理论脱离实践的困窘袁使
学生所学尽早的有益于社会袁同时也可以降低政府为社区

体育和全民健身的发展投入的成本遥 另一方面袁社区充分

利用小区的体育人才袁如体育老师和有体育专长的离退休

人员等袁为社区体育健身活动提供服务曰组建少年乒乓球

爱好者协会尧羽毛球爱好者协会尧棋类爱好者协会尧传统武

术爱好者协会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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