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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众体育上升为国家战略，进入民生化建设阶段，其发展模式的优劣直接影响建设成效。研究发现：单位体
育、社区体育、俱乐部体育、娱乐休闲体育是未来一段时期内全民健身的主要锻炼模式，但都不能独立完成大众体育的重

任，其中娱乐休闲体育模式将成人们的快乐驿站，俱乐部体育模式将迅速发展，社区体育模式将成常态模式，各发展模式

总体呈现多元共存、相互兼容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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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各模式的概念、人群特征、发展状况及未来趋势分析
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健身意识的增强，体育人口和体育消费呈现层次化特点，由此形成各种

全民健身锻炼模式。这些模式随时代逐渐发展，在当下形成多元共存的局面，成为保障我国公民体育权

益的重要途径。

１．１　单位体育模式
单位体育是为了提高员工的健康水平和工作效率，树立单位形象，促进单位文化建设，增强员工凝

聚力，在单位内、行业内或特定区域内单位间开展的各种体育活动的总称［１］。梳理我国单位体育，总共

历经了四个阶段：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４－２１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１４ＢＴＹ０２２）；２０１５年普通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湘教通［２０１５］２９１号）；湖南省哲学社会

科学基金项目（１３ＹＢＡ１２８）；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１１ＪＤ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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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建国初期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形成并快速发展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６６）：这一时期我国职工体育开始
有组织、有领导的开展。建国初期，我国机关、事业、厂矿等单位的职工人数约１．１亿，是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的重要力量，党和政府为提高职工的身体健康，推进单位职工体育的发展，１９５１年１１月，开播了第
一套广播体操节目，１９５４年开始实行“工间操”制度，并提出了以“扩大职工体育活动的群众性和经常性
的工作原则”。１９５５年１０月，成功地举办了全国第一届工人体育大会。到１９５８年，形成了国家、部门
（行业、系统）和单位相结合的组织实施系统［２］。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等政治运动、连续几年的自

然灾害等，１９５９～１９６２年我国经济出现暂时困难，出现停顿状态。１９６２～１９６５年，我国职工体育呈现发
展趋势，特别是湖南衡阳，１９６４年国家还转发了衡阳《面向基层，做好体育工作》，让全国各地学习衡阳
单位体育发展方式。

（２）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存留无为”阶段（１９６６～１９７６）：１９６６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迫使职工体育
进入低潮，各职工体育协会基本停止活动。但这个时期我国单位体育并没扼杀掉，也还是一直保留，且

出现局部兴盛景象，如：湘江机器厂“立足基层，落实班组，发动群众开展小型多样体育活动”［３］６６－７３，并

得到推广，但总体上没有作为。

（３）改革开放后“重生壮大”阶段（１９７７～１９９２）：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
经济社会得到不断发展，单位体育得到发展，并出现新的发展机遇。１９７８年９月，国家体委转发了《关
于加强城市体育工作的意见》，要求厂矿、企业、机关、财贸、科技等单位开展以广播操为主的形式多样

的体育活动，力争做到每天半小时体育锻炼。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又提出了“职工体育主要靠工会组
织”；１９８４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我国“单位体育”在面向基层、面向职
工。到８０年代末，全国有４１６１万职工参与体育活动，占职工总数的３０％。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单位体
育普及面积扩大，活动内容增多，体育场地成倍增加，社会办体育成为时尚。

（４）经济转型后的“衍生转型”阶段（１９９２～至今）：１９９２年后我国经济由“一元制”向“多元制”转
变。应运而生的政府机构改革、人事制度改革，单位体育在一些发展较为稳定的机关、单位得到延续，但

许多单位被兼并转置，单位体育的生存进入转型期。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市场经济下的一些

企事业单位出现了员工健身休闲室等，以另一种相对闲散式形式衍生着单位体育。

随着改革开放，经济转型，导致单位功能、其社会角色发生变化，使得单位体育在社会中的效能渐渐

弱化。随着单位生活效能的渐渐弱化，员工们的多元化文化需求逐步向居住社区转移。

１．２　社区体育模式
从实践和国家政策法规上看，社区体育模式正日益被确定为大众体育的主要形式。我国较系统地

提出并实施社区体育，开始于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自１９８９年天津市河东区东局子居委会举办“楼群运
动会”以来，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发展迅速。十几年来经历了试点起步、初级发展、分步提高等阶段［４］。

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１０７个街道已有９７个建立了体协组织；武汉市７８个街道办事处有７２个建立了
体协；天津市、青岛市各街道均建立了体协；上海市已登记备案的社区体育组织达１２０个［５］［６］。此外，自

１９９３年我国推行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以来，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但在数
量上和质量上，仍难以满足实际需求。且由于在管理上重培训、审批，轻服务、监管，大部分社会体育指

导员处于一种自发、封闭、盲目的工作状态，效益和作用的发挥很不理想，造成大批社会体育指导员退

会。目前，我国社区体育模式尚不能承担起独立发展大众体育的重任。这是因为社区体育模式在发展

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问题有：缺乏资金、缺乏体育场所设施、缺乏社会体育指导员

培训、缺乏群众体育管理法规、缺乏管理力量等。“社区体育”模式虽然是城市大众体育发展的一种重

要模式，但是要成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还需要较长一段时间。

１．３　俱乐部体育模式
随着人们经济水平的提高，健康意识的转变———“花钱买健康”，促进了俱乐部体育的发展，俱乐部

模式已经成为我国大众体育的一个重要发展模式。

现阶段我国俱乐部根据发展阶段分为：第一阶段：健身房阶段（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至９０年代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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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健身场所的名称为健身房，经营的内容以男性器械肌肉练习、女性在领操员的带领下跳有氧健身操

为主，其特征主要表现为：经营手段单一，投资规模小，专业性强，参与人少。第二阶段：有氧健身阶段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至９０年代末）。随着国外有氧运动的兴起，我国有氧健身也得到快速发展，俱乐部
经营规模开始扩大，会员制逐步成为主要发展途径。第三阶段：时尚健身阶段（２０００年至今）。进入２１
世纪，我国健身俱乐部开始迅速发展起来，俱乐部的经营管理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俱乐部单一的营

销型转向营销管理型，营销方式由时尚型趋向专业型。伴随发展理念的转变，市场快速扩大，根据经营

性质其发展类型有：经营性以休闲为主目标的俱乐部，如高乐夫球俱乐部、保龄球俱乐部、台球俱乐部等。

这种俱乐部由于是经营性的，基本上是按照企业方式运作，按市场法则运转。第二类是非经营性的体育健

身俱乐部。这类俱乐部主要是面向大众的，收取费用低。经费主要来自会费、企业赞助和体育、教育、文化

等部门的拨款或优惠政策。第三类经营性以培养运动员为目标的高档专业俱乐部体育，该种俱乐部管理

规范、严格，场地设施齐全，服务优质全面，当前正处于加速发展期，且呈现了可喜的发展局面。

１．４　娱乐休闲体育模式
随着我国全民健身运动的篷勃发展，娱乐休闲体育作为一种新的锻炼方式正逐步被人们所接受。

所谓休闲娱乐体育是指人们在余暇时间进行的以求轻松愉快的情感体验为目标，从而在心理上得到满

足、身体上得到一定活动的身心锻炼形式。这种活动具有强烈的娱乐色彩。其中，湖南省在娱乐休闲体

育模式中起着带头领先作用。２００６年湖南省颁布实施的《湖南省“十一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纲
要》中指出“发展文化产业、建设文化强省的重大决策，制定了一系列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优

化了文化产业发展环境，文化产业得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产业规模不断壮大……文化产业正逐渐成

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新兴支柱产业……把长沙打造成我国中部的休闲娱乐文化之都”。策划和打造了一

系列电视娱乐休闲体育节目，如《奥运向前冲》《智勇大冲关》《宝贝 ＧＯＧＯＧＯ》等，这些节目以其简单
的赛制、简单的评判、简单的环节、零门槛、高娱乐受到亿万观众的关注。随后各电视台根据这一理念策

划打造了多样化的娱乐体育节目。如：中央电视台的《墙来了》、江苏电视台《老公看你的》、浙江电视台

《冲关我最棒》、安徽卫视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全民运动会》等，这种锻炼模式通过电视媒体得到大众

的普遍认可，形成以电视媒体为中心的全国性的全民娱乐休闲健身网络系统。

２　各模式六大要素的优劣比较
大众体育发展模式主要包含活动时间、活动内容、活动形式、组织体系、运行机制、经费来源６大主

要素。现对上述的４种经典模式中６大主要素进行分析，对比其各自的优劣，以便今后更好的参考
开展。

表１　单位体育模式优劣分析表

项目 主要内容 优势 劣势

活动时间 节假日及部分工作时间 人员容易集中，参与率高 难以经常化

活动内容 单位传统项目 便于操作 对场地要求比较高

活动形式 非经常性体育比赛 宣传效果好 开支大

组织体系 单位工会组织 组织健全 容易受体育以外的因素的影响

运行机制 以行政手段为主 迅速，有效率 不利于开发职工参与体育的内在动机

经费来源 工会经费和行政拨款 有固定来源 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

从表１我们可以看出，单位体育模式由于采用从上而下的行政手段进行组织，其组织效率最高、发
动速度最快，且经费来源相对稳定，是一种具有强烈福利性的组织活动，其活动内容以单位传统特色以

及员工乐于开展的项目为主，活动主要采用比赛的形式，以便体现团队精神，单位风貌。但由于单位体

育开展的活动主要集中少部分员工身且一般成本较高，开支较大，且场地条件很有限，所以很难常态化；

再加上员工的参与基本被动，容易造成抵抗心理，很不利于运动兴趣的培养，也不利于终身体育意识的

７７１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形成，因此对促进大众体育蓬勃发展有一定的局限性。

表２　社区体育模式优劣分析表

项目 主要内容 优势 劣势

活动时间 早上８点以前及傍晚后 人员容易集中，经常化 活动时间太固定

活动内容
太极拳（剑）、健身操、交谊舞等项目

为主

非正规场地，以公园、街道、广场为主，

具有较强自由性
内容过于传统，整齐划一

活动形式 分散化、小型化
开支小，经常化，非器械非竞技项目

为主
较单一

组织体系 政府引导自发或街道居委会组织 组织较灵活 容易受天气因素的影响

运行机制 自愿参与
利于激发人们参与体育的主体意识和

内在动机
控制力较低

经费来源 会费和自愿赞助 消耗小 不稳定

从表２可知：我国社区体育模式主要是政府引导，街道办事处或居委会组织，人们自发参与的，利用
早上８点以前以及晚上空闲的时间，利用非正规场地，以公园、街道居委会场地和街头巷尾等自由场地，
以小团体的形式，进行太极拳（剑）、健美操、交谊舞等便于集体活动的、非竞技的传统项目。且由于人

员居住集中，便于人员的集中和活动的经常化。但由于运行机制中缺乏经费保障，又加上人们的参与是

一种完全的自愿自由状态，没有形成有一定规章的组织，导致控制力低，所以活动规模难以保持，活动水

平难以提升。不过该种锻炼模式在当前较适应人们的作息时间，因此是一种正在扩张兴起的发展模式，

对推进我国大众体育发展起到了生力军作用。

表３　俱乐部体育模式优劣分析表

项目 主要内容 优势 劣势

活动时间 余暇时间 弹性化 人员不容易集中

活动内容 多元化、健身性、娱性乐、休闲性、竞技性项目 选择性、体现个性 对场地要求比较高

活动形式 各种培训班、会员比赛等 宣传效果好 覆盖面积小

组织体系
政府引导，经理负责制，采用直线组织机构，下设宣传

部、市场开发部、财务部等
组织健全、各司其职 开支大

运行机制 以经济手段为主 迅速，有效率 容易受经济变动的影响

经费来源 会费、出租场地器材收入、组织比赛收入等 来源途径多样化 不能保证会员利益

从表３可以看出，俱乐部体育模式的优势主要表现为“管理规范、场地设施齐全、服务专业化、个性
化”。劣势表现为俱乐部体育费用比较高、实际参与的人数还十分有限、参与面也比较狭窄。而且，由

于我国“人们花钱买健康”的意识还主要停留在药物保健康上，花钱买体育活动，换取自然健康绿色健

康的观念还只少数人的意识。理念上的这种偏差，造成俱乐部的市场开发总遇瓶颈，健身市场难以成

熟，体系难以完善，又加上专业人士相对匮乏，会员的利益常常受损，因此俱乐部式体育锻炼模式尽管存

在，但发展速度有些慢。当然俱乐部锻炼模式由于满足了个性化需求，满足了不同群体的需求，因此其

生命力是旺盛的，也将是我国大众体育专业化发展的主要方向。

表４　 娱乐休闲体育模式优劣分析表

项目 主要内容 优势 劣势

活动时间 余暇时间为主 弹性化

活动内容 娱乐性、休闲性项目为主 零门槛、展现个性 组织策划工作难度和工作量大

活动形式 多样化、特色化 宣传效果好，影响范围广

组织体系 政府引导，电视传媒、自发组织 组织相对健全，影响范围广

运行机制 自愿参与 迅速，有效率 对个人而言大多属于一次性活动

经费来源 赞助、个体缴纳 经费来源多样化 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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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４可以看出，我国娱乐休闲体育模式是随娱乐都市文化逐渐发展而来的产物。其优势主要体
现为政府有力引导，电视台等传媒机构精心策划，通过电视等多媒体宣传，赢得了较好的收视率，深受群

众喜欢，由于活动的内容以娱乐型、休闲型为主，项目参与中又体现了低门槛，所以大众从生理、心理上

都希望参与其中。虽然这种锻炼模式大多属于一次性活动，但该种锻炼模式具有典型的体验效果，通过

体验，刺激参与者产生锻炼意识和习惯，对推进我国大众体育锻炼意识有着推波助燃的作用。该模式的

弱点主要是成本高，组织策划难度大。

３　我国大众体育发展模式的总趋势
单位体育、社区体育、俱乐部体育、娱乐休闲体育都是全民健身的主要锻炼模式。单位体育作为一

项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群体活动，在全民健身意识不强的今天，一定程度的开展单位体育，固然能

起到促进相关人群的体质状况，培养他们的体育参与习惯。但整体而言，这种体育发展模式投入大，受

益小，许多参与人群可能是由于单位强迫致使其参加，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大众体育的发展目

标。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其它大众体育发展模式的兴起和壮大，该模式可能将逐渐弱化，甚至

消解。

娱乐休闲体育模式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借鉴“城市之间”运动项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体

育运动模式在电视传媒的宣传下，加之参与项目的娱乐性强、门槛低，一时间得到了民众的空前响应，在

很大程度上对发展全民健身运动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７］。然而，几乎所有的类似这样的运动都没有得

到很好的延续，公众参与面虽广，但次数不多，成本高昂，其主要作用是唤醒人们的健身意识。这类大众

体育模式对项目的创新，形式的创新有较高要求，因此其策划难度还是较大。但其娱乐性、休闲性将使

其参与者乐此不疲，是未来大众体育发展中的一种很好的补充形式。

俱乐部体育模式是欧美发达国家大众体育发展的主要模式［８］，也是我国大众体育要大力发展的模

式。俱乐部体育模式有着其它大众体育模式不可比拟的优势，其锻炼时间、锻炼项目、教练选择、强度控

制、上课方式等等都有自由选择空间，这样的自由选择权给予锻炼者更大的个性空间，得到了许多运动

爱好者垂青。但是，就目前我国国情而言，由于人们用于体育消费的能力及时间有限，更多的人群在繁

重的工作之余并无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进行体育锻炼［９］，然而，通过借鉴国外大众体育的发展经验，相信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休闲时间的增多［１０］，俱乐部体育锻炼模式的发展会成为今后我国大众体育

发展模式中的重要角色。

社区体育模式也是国外大众体育发展模式中的重要形式。依托于社区健身场所，公园公共场所以

及街道休闲区域等地，具有参与方式灵活、锻炼内容自主、组织参与方便、经费投入较低等优势，因此，本

研究认为，社区体育模式是我国大众体育发展模式中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重要形式，它将成为近期

内我国大众体育发展的主要模式。值得注意的是，社区体育的参与者偏向老年化，参与时间则相对集中

于早晚两个时间段，而往往这两个高峰期的参与者过于集中，导致人多器材少的现状，而在其余时间段

的场地器材利用率极低［１１］，因此，如何有效解决社区体育模式发展过程中的这个问题是社区体育在发

展过程上的重中之重。另外社区体育当前的专业水平很低，对青少年以及中壮年人群的吸引力很有限，

社区体育要想得到大力发展，专业化是其未来发展方向。

总结上述的对比分析，回到我国国情及人们生活水平、体育参与意识等现实因素，发现单位体育、社

区体育、俱乐部体育、娱乐休闲体育都不可能独立完成我国大众体育发展重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

四种经典模式将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共同为我国大众体育的发展服务，因此，四种模式在未来一段时间

内将相互结合，彼此融入，形成既适合单位又适合社区，既体现个性、专业性又能兼顾大众和低门槛参与

的发展模式。这样的大众体育发展模式应取名为生活化模式。

４　结论
（１）单位体育、社区体育、俱乐部体育、娱乐休闲体育都是全民健身的主要锻炼模式，但都不能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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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大众体育的重任，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会处于一种多元共存状态，且会随着经济发展、体育价值观

念转变，各种模式将渐渐融合。

（２）我国未来大众体育民生化发展中，单位体育模式将逐步弱化，娱乐休闲体育模式将成人们的快
乐驿站，俱乐部体育模式将迅速发展、社区体育模式将成为常态模式。

（３）从时间要素对比发现，时间弹性化越小，其组织越容易；从内容要素分析，内容越单一越个性化
加入的人群越显单一化，内容越休闲化、娱乐化，人群越多样化；从运行机制看，组织越严谨，其发展的生

命力越旺盛；从组织体系看，组织越行政化，开展的频率往往越低；从经费来源看，来源渠道越单一反而

活动的保证越稳定。但娱乐休闲体育模式活动内容的组织策划工作难度和工作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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