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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解

人员占了较大比例，合计超过 40%，
其他不到 60%的被调查者分布在多个
不同的行业；在收入水平方面，被调

查对象近 50%的月收入在 1500-3500
元之间，较低收入和较高收入者占比

较少。从以上方面可以看出，本次调

查的结构相对合理，基本符合正态分

布的要求。

二、结果与分析
1．居民参与体育运动的频率。通

作为大众身体素质与健康水平的

基本保证和坚实依托，大众体育的开

展对深入落实全民健身计划、提高国

民的身体素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逐渐增强，人

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很多

城市的大众体育活动都有了长足的进

步。为了对这一现象进行有针对性的

分析，本文选取了中部六省省会城市

作为考察区域，综合运用文献法、访

谈法和问卷法，对中部六省省会城市

居民的体育需求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

结果表明：该区域参加大众体育活动

的比例和频率偏低，体育锻炼时长和

强度成负相关，参与体育活动的动机

多样但体育消费水平较低，体育信息

的获取方式停留在传统媒介上，俱乐

部的运作水平有待提高。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以中部六省城镇居

民大众体育需求为研究对象。选择省

会所在的郑州、太原、武汉、南昌、

合肥、长沙六座城市为调查区域，在

每座城市随机选取城市居民 300名作
为研究样本。考虑到特殊群体的差异，

本研究不涉及军人和学生。

2．研究方法。本研究利用万方数

据库、中国知网等媒介查阅了相关学术

研究成果，设计了问卷调查，并向被调

查的城市居民发放封闭式问卷 1份，6

座城市共发放问卷 1800份，回收 1680

份，回收率为 93.3%；有效问卷 1621份，

有效率为 90.1%。问卷的效度和信度经

检验均符合本研究的要求。

3．研究结构。本次调查的性别构
成为男性 876人，女性 924人，各占
被调查总人数的 48.7%和 51.3%。调
查对象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职业

结构和收入水平分别用表 1、表 2、表 3、
表 4进行表示。其中，在调查对象的
年龄方面，从小于 20岁到大于 60岁
共分为 6个阶段，每个阶段采取随机
调查的形式，占比从 13.7%到 19.1%
不等；在学历结构方面，初中到大专

阶段的被调查对象占比较多，较低学

历和较高学历占比相对较少；在职业

结构方面，个体工商业者和服务销售

过对 6省会城市居民参与大众体育的
调查显示，有 21.43%的居民每周参与
体育运动 5次以上；有 39.23%的居民
每周参与体育运动 3-4次；有 24.14%
的居民每周参与体育运动 1-2次；有
11.58%的居民偶尔参与体育运动；有
3.62%的居民从不参与体育运动（表
5）。其中每周参与体育运动 5次以上
最多的是武汉，每周参与体育运动 3-4
次最多的是郑州，每周参与体育运动

1-2次和偶尔参与体育运动最多的是南
昌，从不参与体育运动最多的是长沙。

2.居民参与体育运动的时长。在
参与体育运动的时长方面，中部六省

省会城市居民参与大众体育活动的平

均时长分别为：大于 60分钟的占到
16.60%，30-60分钟的占到 45.44%，
小于 30分钟的占到 34.63%，以 30-60
分钟为最多（表 6）。其中合肥的城市
居民体育锻炼时长大于 60分钟的占最
大比例，30-60分钟的武汉占最大比例，
小于 30分钟的太原占最大比例。

3．居民参与体育运动的强度。在
每周参与体育运动的强度方面，中部

六省省会城市居民参与大众体育活动

的强度中等偏小，体育运动质量不高，

大强度只占 20.70%，其中，太原的体
育锻炼强度最高，武汉和长沙的强度

最低（表 7）。
4．居民参与体育运动的动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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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表明，中部六

省省会城市居民

参与体育运动的

动机较为多样。

排在前三位的

分别是强身健

体、消遣娱乐

和美体塑身，

所占比例分别

为 1 5 . 6 6 %，
1 2 . 1 7 % 和

10.08%（表 8）。
5．居民参

与体育运动的

消费情况。通过

表 9的统计结果
可以看出，中部

六省省会城市

居民参与体育

运动的消费水平

较低，有将近一

半的居民参与体

育运动的消费低

于 300元。并且，
消费金额越高，

涉及的人群数量

就越少。这其中

的原因在于，中

部六省的经济发

展水平对体育消

费行为有一定的

限制作用。此外，

该地区居民的体

育消费意识淡薄

也是造成这一现

象的重要原因。

6．居民参
与体育运动的信

息获取途径。经

过调查发现，中

部六省省会城市

居民体育信息的

获取方式较多，

尤以电视、广播

音像、人际往来

居多，而通过俱

乐部获取的信息

相对较少，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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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11.77%的比例，这与该类地区体育
健身俱乐部的建设相对滞后有关（表

10）。
本次调查表明，中部六省会城市

居民体育锻炼有一定规模，对强健体

魄、促进社会和谐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居民参加锻炼人员不够广泛，锻炼

时间不够长，消费水平还不够高，这

些城市发展大众体育还有很大潜力。

应以政府为龙头，全面贯彻体育科学

发展观，通过对体育工作的投入和政

策的支持，使大众体育真正走向群众

的生活，同时，要以《全民健身计划》

为依据，将易于普及、群众基础好的

大众体育项目培育起来。应本着“以

人为本”的思想，强化城市体育场地

设施建设，将其纳入到城市的建设规

划中来，并通过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

最大限度地调动全社会资源的积极性

和主体性，尤其要加强民间非营利性

体育组织的培育和扶持，使其真正发

挥服务大众体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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