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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建设进程中打造体育休闲圈( 带) 的原则探索

李小惠，于晓林

( 兰州理工大学 体育教学研究部，甘肃 兰州 730050)

摘 要: 休闲体育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对新时期我国体育设施建设提出了新的概念与要求。

城市体育休闲圈作为城市体育发展中的一种新的地域形式，在新时期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很好的健身、娱乐、休闲等功

能，而且休闲体育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了城市的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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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

的日益提高，健身、旅游等休闲活动作为都市公众追求

的新兴生活方式，已不再限于利用都市内部的零散化、

点集式、短期化等体育资源，而选择自然特色与健身项

目结合、环绕都市形成空间一体化、大型化、跨地区、综
合性的都市圈体育形态和体育结构，已成为我国城市

体育发展中的一种新的地域形式①。“城市体育休闲

圈”作为城市体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崭新的区域形式，

依托城市的经济、文化，整合健身、旅游、休闲、文化、消
遣、娱乐等资源，不但是当代体育旅游业发展的产物，

也是现代城市区域间共同发展的重要途径。“城市体

育休闲圈“不仅仅成为体育健身与观光旅游相结合的

一种体育文化品牌，同时也是一个能够吸引旅游人群

及市民广泛参与的、具有较大规模的体育产业群。因

此，打造“城市体育休闲圈“可以提供人们环境优美的

体育锻炼场所，强化市民的全民健身意识、促进全民健

身运动，推动我国群众体育事业的发展，进而促进我国

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

2 打造体育休闲圈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城市的主体是人，是人的运动赋予城市以生命②。

劳伦斯·哈普林也曾经说过“人的参与和活动是城市

的基本要素”。在现代社会，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休闲体育的经济功能日趋明显。休闲体育事业有着极

其强大的娱乐和服务功能，并且能够通过其自身活动

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是体育发展事业中一项朝阳产

业，成为城市经济新的增长点。因此，城市体育休闲圈

的建设与发展成为我国体育界的新课题。目前，珠江

三角洲体育产业圈、环青海湖民族体育圈、环太湖体育

圈、长三角体育圈以及天津天河体育文化圈等是国内

具有代表性的体育休闲圈。可以看出，除了“环青海湖

民族体育圈”是具有民族特色、地域风情的体育圈外，

其它体育休闲圈都是建立在经济发达、人民生活水平

较高的地区。也就是说，体育休闲圈是体育产业、城市

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人们通过休闲体育不仅

可以消除由于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加大、自然环境

恶化等导致的现代文明病，增强居民的身心健康，提高

生活品质; 而且休闲体育强调“绿色”、“环保”、“宜

居”、“宜业”等城市概念，可以提升城市品味，塑造全

新的、年轻的、活力的城市形象。因此新时期我国对城

市体育休闲圈的建设有了新的要求，同时根据城市特

点、体育产业现状、居民的生活习性及体育消费，对适

合当地城市发展的体育休闲圈的构建进行研究和探

讨，建设符合当地经济、社会、地域等特色的体育休闲

圈，以便更好的服务大众。

3 提出建设城市体育休闲圈( 带) 的原则

城市体育休闲圈作为城市体育的一种新的形式，

它不仅仅能够促进人们的日常体育健身，而且还具有

更广阔的社会、经济、文化效益，因此对城市体育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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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的打造提出了新的要求。
3． 1 符合城市发展战略的原则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间城市的竞争日趋

激烈。城市作为物质流、信息流、人力流、资本流等在

空间上的集聚体，是未来国家间争夺要素资源、市场、

人才的重要阵地，是国家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增长极，

城市的发展已经被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层面来考虑③。
一个城市的发展战略是对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

展作出全局性、长期性的规划，决定着一座城市将来发

展的定向。城市体育休闲圈是城市中重要的公共设施

项目，它不仅满足人们日常生活中对体育健身的需求，

而且是现代化城市的标志，是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物

质文明的亮点。由于城市体育休闲圈具有“绿色环

保”、“休闲”、“娱乐”等特点，而且在景点、场所建设上

必然会具有“前卫”、“时尚”、“魅力”的要求，所以打造

城市休闲圈的体育设施及场所建筑时必须与城市文

化、城市定位协调起来，符合城市未来的发展战略。
3． 2 布局的合理性原则

城市体育休闲圈的合理布局能够调动居民参加体

育锻炼的积极性，保证体育场馆和体育设施的合理利

用，实现整体规划，综合协调。1972 年美国得克萨斯

大学德盖恩教授提出了著名的“都市旅游环状模式”，

提出市区、郊区休闲和旅游区的功能区位的概念。因

此打造城市体育休闲圈应该坚持三个圈层原则: 日常

体育圈、周末体育圈、一周体育圈。日常体育圈主要是

以社区体育中心、健身点、健身长廊等形成多层次的体

育布局结构。一般来说，日常体育指居民出门 500m ～
1000m 以内具有基本的健身点、健身长廊，方便居民的

日常身体锻炼。周末体育圈是指市民在出门后 0． 5 ～
1h 内到达市区级体育场所，包括综合性的娱乐场馆、

城市绿地、大型体育健身公园等，这些体育场所主要用

于居民周末的休闲时间来进行休闲、健身及观看大型

竞技体育比赛等。一周体育圈指市民出门车程在 1 ～
3h、内地域上处于城市的远郊区，主要是居民长假时期

用来休闲、旅游、健身的场所，这一地带远离市区，自然

资源丰富，具有自然风味的野趣成为打造度假、旅游、

健身为一体的度假区的主要特征。
3． 3 交通便利性原则

城市交通是连系市民和体育公共设施的纽带，休

闲体育与城市交通有着地域共生的关系，良好的城市

交通条件是促进城市体育休闲圈发展的必要因素。
“轻轨”、“地铁”具有人流量大、方便快捷的特点，

城市体育休闲圈可以依托其建设，为人们的日常出行

提供方便。伴随城市经济的增长，城市体育休闲圈的

服务半径也会大大增加，城市交通压力逐渐增大，公共

交通仍然是大部分市民的首选，因此城市体育休闲圈

的建设应该始终保持依托公共交通的原则。同时城市

体育休闲场所的选址应具有前瞻性的眼光，方便快捷

的交通是直接影响人们能否积极加入到体育锻炼中的

另一个重要因素。
3． 4 利用、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

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的时候，必须尊重自然、保护

自然，选择一条既保持经济增长，又能保证生态平衡、

资源永续利用的发展道路，改变狭隘的人类中心主

义，摒弃无视自然权利和存在的旧文明，转向一种尊

重和关心自然的新文明———体育生态文明，实现人与

自然的协调和谐发展④。城市体育休闲圈要利用当地

气候、河流、山川、绿地等打造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色

的体育休闲活动，以便展现更好的体育休闲功能。同

时城市体育休闲圈是“绿色”、“环保”的，应充分保护

当地生态环境，杜绝占用自然保护区以及濒危物种栖

息地，建立人、自然、体育三者之间和谐发展的休闲体

育新理念，促进人与体育、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发展。

从而保护好城市生态环境，提高市民环保意识，带动全

民健身。
3． 5 符合地域特色的原则

城市体育休闲圈的打造不但能推动全民健身运动

的开展，也能促进城市竞技运动水平的提高。大多数

城市都会优先开展城市优势体育项目，并对优势项目

重点扶持，建立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为城市和国家培养

更多优秀运动人才，保证各自城市的特色。同时，由于

各地域社会习俗、文化背景、生活方式、经济等方面的

差异，在人们日常体育锻炼上也表现出许多不同特色。

每一项体育运动的产生和发展都需要特定的文化背景

去支持和促进，如果没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条件去培

养和滋润，它将不可能产生和发展。因此，我们在规划

城市体育生活圈、布置体育资源时，一定要考虑城市文

化的特点、背景及其对体育项目开展的影响，着重发展

一些符合或突出本地域城市文化特色的体育项目、设

施⑤。所以城市体育休闲圈的打造应该重视地域特色，

发展当地个性化体育运动，提高城市生活居民的体育

认同感以及调动居民参与积极性。
3． 6 可持续发展性原则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社会进

431

理论与探讨



２０1３年（第 4２卷）第 4期甘甘甘甘甘甘甘甘甘甘甘甘甘甘甘甘甘甘肃肃肃肃肃肃肃肃肃肃肃肃肃肃肃肃肃肃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纵纵纵纵纵纵纵纵纵纵纵纵纵纵纵纵纵纵横横横横横横横横横横横横横横横横横横甘甘甘甘甘甘甘甘甘甘甘甘甘甘甘甘甘甘肃肃肃肃肃肃肃肃肃肃肃肃肃肃肃肃肃肃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纵纵纵纵纵纵纵纵纵纵纵纵纵纵纵纵纵纵横横横横横横横横横横横横横横横横横横
步、生态环境保护三者保持适度和谐的过程，其具体包

括环境、经济和社会三个子系统的可持续性⑥。现代体

育的发展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环境已成为制约体育

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生态环境的好坏直接危及到未

来城市的发展。人是城市可持续发展中最重要的基础，

人们在体育锻炼中一旦形成终身体育，就会不断坚持下

去，实现城市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城市体育休闲圈

具有鲜明的经济功能，在打造时要始终贯彻“时尚”、“休

闲”、“娱乐”等新时代观念，以促进人们日常体育消费，

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从而促进城市再生、促进城市转

型等，实现新形势下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 结束语

城市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们对未来生活的追求

也在不断提升。现代城市体育休闲充实了城市居民的

闲暇时间、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拓展人们的生活空

间，成为居民城市生活一种新的方式。这对城市体育

景观的数量、质量、经营以及布局等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因此应该从城市、人文、环境的角度出发，放大城

市体育休闲的视角，系统研究，以推动城市、人文的发

展以及环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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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个人才华，大胆尝试不同的艺术方法，把自身创意理

念充分展现出来，运用自身的创作激情感染观众，激发

想象力。像现在很多年轻艺术家喜欢把自己作品放到

网络平台上展示，这可以大大推动当代商业插画传播

和交流，促进插画艺术不断发展。体现了信息技术对

于当代商业插画的重要作用，有利于丰富商业插画内

涵，扩大其外部影响力。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当代商业插画具有多种不同风格形式，

不仅体现了具体时代特征，还展现了优秀的民族传统

文化。随着科技的进步，插画艺术也在不断发展，插画

风格也各有特色，包括后现代主义、新现代主义等等，

但都体现了其自身艺术价值和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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