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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学院在校大学生户外运动
现状调查与分析

胡亚军
（兰州理工大学 体育教学研究部，甘肃 兰州７３００５０）

摘要：通过随机发放问卷的形式，对黄山学院在校大学生 参 与 户 外 运 动 的 现 状 进 行 调 查 与 分 析．黄 山 学 院 在 校

大学生对于户外运动喜欢程度较高，但同时也受时间、经费、体能以及天气等因素的制约，并且在校大学生对于

户外运动专业知识的了解比较薄弱，致使很大一部分在 校 大 学 生 没 能 参 加 此 项 运 动．鉴 于 此，学 校 应 加 强 对 户

外运动专业知识的普及和宣传，有助于大学生在参与户外运动的过程中有力地保障自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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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户外运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１８世纪的欧洲．
据史料记载，国际登山界公认的法国科学家德·
索修尔在探索 户 外 运 动 中 做 出 了 伟 大 贡 献．随 后

的时间里一些传教士为了传教翻山越岭，科学家

们也逐渐进入山区并做了一些关于自然生态的研

究．新西兰于１９８９年 首 次 举 办 越 野 探 险 挑 战 赛，
之后各种形式的户外运动和比赛在全世界各地开

展开来；与此同时欧洲的很多国家每年都会举办

众多大型挑战赛；美国的户外运动开展也有良好

的氛围，户外运动参与的人数以及产值位居体育

运动的第３位；１８世纪６０年代，伴随工业革命的

发展，英国的户外运动也随之进展迅速［１］．
早期，人们把户外休闲简单地定义为 在 户 外

开展的 休 闲 活 动（美 国 ＯＲＲＲＣ报 告，１９６２引 自

Ｃｌａｗｓｏｎ和Ｋｎｅｔｓｃｈ，１９６６）［２］．
苏格兰已在户外运动领域内产生了众多的世

界级运动员，并且在自行车、马术、汽车拉力赛、定
向运动、滑雪、射箭、皮划艇、帆船、公开水域游泳、
登山和滑水等运动项目中获得了世界冠军和诸多

奖牌；大量的户外运动参与者，不是为了获得杰出

的成就和在比赛中获得成功，而纯粹是为了和友

人们在清新的空气中欣赏美景［３］．因此，英国素有

“户外运动之乡”的美称［４］．
据史书记载，在我国户外运动实则是 一 种 生

存手段．比如战争、狩猎、采药等．二战后战争逐渐

淡化出人们的生活，户外运动逐渐走入人们的生

活．各式各样的户外运动方式迅速开展开来，成为

供人们休闲娱乐的一种方式［１］．
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李致新

在其研究报告“户外运动的健身意义及其规范化”
中界定户外运动：“户外运动是指在自然场地（非

专用场地）开展的户外运动活动．”［５］

登山运动管理中心户外运动部主任李舒平在

《登山户外运动在户外活动领域中的研究与对策》
一文中指出：“户外运动是一组以自然环境为场地

（非专用场地）的带有探险性质或体验探险的体育

运动项目群．”［５］

户外运动，早期有人叫做“探险运动”或“探险

户外运动”，有的也叫做“野外运动”，不少学者还

把户外运 动 作 为 体 育 旅 游 的 一 个 组 成 部 分 来 看

待［６］，王莉等［７］认为户外运动是 在 自 然 条 件 下 进

行的体育活动．
综上所述，户外运动是指以健身和竞 技 水 平

为目的，一组以自然环境和人工非运动目的的建

筑物（如公路、楼房、塔、桥梁等）等为场地的、带有

探险性质或体验探险的体育运动项目群．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在大

健康理念的倡导之下，越来越注重身心健康、越来

越追求精神的享受，于是催生出了人们对户外运

动的热爱．逐 步 追 求 在 户 外 与 大 自 然 能 够 融 为 一

体，向大自然寻求人类生存的本质意义．户外运动

是主要以健身、娱乐、休闲为目的的运动 项 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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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包括：骑行、徒步、登山、漂流、滑雪、滑翔、攀岩、
穿越、野营、探险等活动．将体育运动和旅 游 相 结

合，使得参与者获得超越自我、陶冶情操、放松心

情、磨练意志等体会．在户外活动中能够达到互相

帮助、患难与共、齐心协力完成活动目标，并能体

会其中的 快 乐．把 真 实 的、健 康 的、快 乐 的、积 极

的、自然的生活方式和观念普及到大学校园．
调查在校大学生参与户外运动的状况从而促

进大学生身心健康，提高学习效率，培养大学生的

团队精神，以及增强大学生的环保意识．此 外，户

外运动对大学生的发展还有一定的教育功能和价

值功能．本文 以 黄 山 学 院 在 校 大 学 生 参 与 并 融 入

户外运动的人 群 现 状 为 背 景 进 行 调 查 和 研 究．从
黄山学院在校大学生参与户外运动的现状出发，
在不影响 上 课 的 情 况 下 对 不 同 年 级 学 生 人 数 现

状、不同专业参与户外运动的现状进行分析，也对

大学生参与户外运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从而

针对出现的影响因素和存在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

见和建议．

１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以黄山学院参与户外运动的在校大学生为研

究对象．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问卷 调 查 法　对 于 黄 山 学 院 在 校 大 学 生

参与户外运 动 的 参 与 情 况 进 行 问 卷 调 查 和 分 析．
随机发放问卷共计２２０份，回收２０９份，回收率为

９５％．其 中 有 效 问 卷 １９７ 份，有 效 问 卷 率 为

８９．５％．数据结果以最终１９７份为依据进行分析、
研究，并得出结论．
１．２．２　逻辑分析法　以归纳、演绎、概括、总结等

方法为主线，按照户外运动的概念界定、国内外研

究现状、以及黄山学院在校大学生对于户外运动

的参与情况等内容依次展开调研．
１．２．３　访谈 法　通 过 访 谈 法 对 黄 山 学 院 在 校 大

学生、体育教师和户外运动爱好者进行访谈．

２　研究结果与分析

２．１　大学生对户外运动喜爱程度与了解程度的

调查

　　黄山学院在校大学生对户外运动的热爱程度

很高，不感兴趣的学生仅占７．１１％，调查中的其余

学生都不同程度地喜爱户外运动，喜爱程度一般

的同学占３５．０３％，喜欢的同学占４０．１０％，非常喜

欢的同学占１７．７７％，调查结果如表１所列．

表１　大学生对户外运动喜爱程度

和了解程度的现状调查（Ｎ＝１９７）

喜爱程度 人数 比例／％ 了解程度 人数 比例／％

不感兴趣 １４　 ７．１１ 了解很多 ６１　 ３０．９６

一般 ６９　 ３５．０３ 了解较少 ７５　 ３８．０７

喜欢 ７９　 ４０．１０ 基本不了解 ５０　 ２５．３８

非常喜欢 ３５　 １７．７７ 不清楚 １１　 ５．５８

由表１还可看出：黄山学院在校大学 生 虽 然

对于户外运动参与较为积极，参与人数较多，但是

对于户外运动 的 了 解 程 度 较 低．对 于 户 外 运 动 相

关的理论知识以及相关必要的安全知识储备存在

缺陷，大部分户外运动参与者安全意识淡薄，缺乏

必要的安全知识学习以及户外活动生存的技巧技

能．
２．２　大学生参与户外运动方式的调查

在参与户外运动方式的不同选择中，骑 行 占

４２．６４％，登山占４０．６１％，徒步占４０．１０％，漂流占

３８．５８％，蹦极占２７．４１％，滑雪占２７．９２％，攀岩占

２８．９３％，露营占３６．５５％，其 他 项 目 占９．１４％．在
户外运动项目中骑行、登山、漂流、徒步、露营选择

的人数较多．对 大 学 生 参 与 户 外 运 动 方 式 的 调 查

结果如表２所列．

表２　大学生参与户外运动方式调查（Ｎ＝１９７）

项目 人数 比例／％ 项目 人数 比例／％

骑行 ８４　 ４２．６４ 登山 ８０　 ４０．６１

徒步 ７９　 ４０．１０ 漂流 ７６　 ３８．５８

蹦极 ５４　 ２７．４１ 滑雪 ５５　 ２７．９２

攀岩 ５７　 ２８．９３ 露营 ７２　 ３６．５５

其他 １８　 ９．１４

２． ３ 　
大学 生 对 户 外 运 动 的 陪 同 情 况 和 参 与 动 机

调查　　大学生参与户外运动中的陪同情况和参与动

机调查结果如 表３所 列．在 参 与 户 外 运 动 的 过 程

中，家人陪伴的占１４．７２％，朋友或同学陪伴的占

３７．０６％，志同道合者陪伴的占３１．９８％，情侣陪伴

的占１５．２３％，其他人陪伴的占１．０２％．据分析，在
朋友或同 学 的 陪 同 下 进 行 户 外 运 动 所 占 比 重 最

高，与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次之．因大学生在校时间

较长，与家人相处时间相对较少，所以在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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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大学生参与户外运动中的陪同情况和参与动机调查（Ｎ＝１９７）

陪同者 人数 比例／％ 参与动机 人数 比例／％

家人 ２９　 １４．７２ 增强体质，锻炼身体 ４０　 ２０．３０

朋友或同学 ７３　 ３７．０６ 缓解压力，宣泄激情 ４５　 ２２．８４

志同道合者 ６３　 ３１．０６ 挑战极限，突破自我 ３８　 １９．２９

情侣 ３０　 １５．２３ 亲近自然，欣赏风景 ６２　 ３１．４７

其他 ２　 １．０２ 追逐时尚，跟随潮流 １２　 ６．０９

和情侣的陪同下进行的户外运动次数较少．
３１．４７％的学生 参 与 户 外 运 动 的 动 机 是 亲 近

自然、欣赏风 景．２２．８４％学 生 参 与 户 外 运 动 是 为

了缓解学习压力、宣泄激情．２０．３％的学生是为了

增强体质、锻 炼 身 体．１９．２９％的 学 生 是 为 了 挑 战

极限、突破自 我．６．０９％的 学 生 是 为 了 追 逐 时 尚、
跟随户外潮流．大 部 分 参 与 户 外 运 动 的 大 学 生 都

能够根据自身的需求有目的的有序进行，给自身

带来不一样的 收 获 和 心 德 体 会．从 而 有 效 地 结 合

学习，更好地提高学习效率．
２．４　大学生参与户外运动的次数和途径的调查

一年内参与户外运动次数大多在３～５次，１０
次以上的占１８．２７％，８～１０次的占１３．７１％，６～８
次的占１６．７５％；１～２次的占１５．７４％；０次的占２．
０３％．如表４所 列．此 项 研 究 表 明，大 部 分 学 生 对

于户外运动的参与积极性较高，基本能进行正常

的户外运动，走出校园、走向户外，更好地接触自

然，达到陶冶情操、愉悦身心的效果．同时 达 到 强

身健体、增强体质的功效．
由表４还可看出，了解户外运动的渠 道 基 本

有以下 途 径：通 过 网 络、ＱＱ、微 信 的 占６４．４７％，
通过电视的占３３．５％，通过课堂的占３２．４９％，通

过书籍的占２０．３％，通过朋友介绍的占２９．４４％，
通过 报 刊 杂 志 的 占１１．１７％，其 他 途 径 的 占２４．
８７％．由于当今 信 息 时 代 的 高 速 发 展 以 及 网 络 的

普及，人们通过手机、网络获得信息较为 普 遍．大
多数学生是 通 过 微 信、ＱＱ等 网 络 平 台 接 触 到 户

外运动，部分大学生在课堂上、书籍、报刊杂志中

进行了解．
２．５　黄山学院在校大学生参与户外运动的影响

因素和所能承受的经费现状调查

　　参 与 户 外 运 动 的 影 响 因 素，主 要 从 时 间、经

费、组织以及对户外运动的兴趣进行调查，结果如

表５所列．３９．５９％的 学 生 是 因 为 缺 乏 经 费 问 题，

２６．４％的学生是缺乏组织所致，２４．８７％的学生是

受时间限制，还有９．１４％的学生是因为对户外运

表４　大学生参与户外运动的

次数（以一年为基数）和途径调查（Ｎ＝１９７）

次数 人数 比例／％ 途径 人数 比例／％

１０次以上 ３６　 １８．２７ 网络、ＱＱ、微信 １２７　 ６４．４７

８～１０次 ２７　 １３．７１ 电视 ６６　 ３３．５０

６～８次 ３３　 １６．７５ 课堂 ６４　 ３２．４９

３～５次 ６６　 ３３．５０ 书籍 ４０　 ２０．３０

１～２次 ３１　 １５．７４ 朋友介绍 ５８　 ２９．４４

无 ４　 ２．０３ 报刊杂志 ２２　 １１．１７

其他 ４９　 ２４．８７

表５　在校大学生参与户外运动的影响因素

和所能承受的经费调查（Ｎ＝１９７）

影响因素 人数 比例／％ 承受经费 人数 比例／％

缺少时间 ４９　 ２４．８７　 １００元以下 ３５　 １７．７７

缺乏经费 ７８　 ３９．５９　 １００～３００元 ７９　 ４０．１０

缺乏组织 ５２　 ２６．４　 ３００～５００元 ６４　 ３２．４９

缺乏兴趣 １８　 ９．１４　 ５００元以上 １９　 ９．６４

动缺乏兴趣．因此主要原因还是经费的问题，因为

大学生的生活 经 费 来 源 基 本 源 于 家 庭．自 由 支 配

的资金不会太多，所以在生活费开支以外的活动

中有所限制．
对于学生的调查参与户外运动所能承受的经

费问题．在１００元以下的占１７．７７％，１００～３００元

的占４０．１％，３００～５００的占３２，４９％，５００元以上

的占９．６４％．经 费 问 题 一 定 程 度 上 限 制 了 大 学 生

的户外运动参 与．大 部 分 学 生 的 户 外 运 动 经 费 在

１００～３００元之间，参与一次的户外运动的经费在

５００元以上学生所占比例甚小．但据调查得知，经

费不多的情况下并未完全限制大学生户外运动的

参与，只是花费金额相对较小．
当今社会，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是具有

一定劳动能力的成年人，但主要身份却是基本没

有经济收入的 学 生．由 于 学 生 的 开 支 花 销 来 源 于

家庭，基本无个人经济来源，所以在参与户外运动

的过程中，经费的有限性是影响户外运动进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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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一．据 了 解 部 分 学 生 大 学 期 间 通 过 做 兼 职

来增加自己的收入为家庭减轻负担，同时也为自

己增加了小部 分 可 自 由 支 配 的 资 金．经 费 问 题 限

制了大部分想要参与户外的学生，但对有强烈需

求的爱好者影响较小．
２．６　对遇到恶劣天气的看法和对所需装备的了

解程度调查

　　大学生对参与户外运动中所遇恶劣天气的看

法所需装备 的 了 解 程 度 调 查 见 表６．由 表６可 看

出，黄山学院在校大学生对户外运动中所遭遇恶

劣天气，认为要立即停止、无法继续进行的学生占

４０．６０％，认 为 根 据 情 况 适 量 进 行 的 学 生 占

４５．６８％，认为妨 碍 不 大、照 常 进 行 的 占１３．７０％．
由此可看出黄山学院大学生在参与户外运动的过

程中，比较重视恶劣天气对户外运动的进行所造

成的影响，同时也体现出学生较强的自我保护意

识．
黄山学院在校大学生对户外运动所需装备的

了解程度，完全不了解的占５．０７％，稍有了解的占

５１．２６％，非 常 了 解 的 占２９．４４％，专 业 精 通 的 占

１４．２１％．由此可看出大部分学生对户外运动所需

的装备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表６　在校大学生对参与户外运动中所遇恶劣天气的看法所需装备的了解程度调查

学生看法 人数 比例／％ 了解程度 人数 比例／％

立即停止，无法进行 ８０　 ４０．６０ 完全不了解 １０　 ５．０７

根据情况，适量进行 ９０　 ４５．６８ 稍有了解 １０１　 ５１．２６

妨碍不大，照常进行 ２７　 １３．７０ 非常了解 ５８　 ２９．４４

专业精通 ２８　 １４．２１

２．７　参与户外骑行的体能调查

黄山学院在校大学生参与户外运动的体能调

查现状见表７．由表７可得，黄山学院在校大学生

在参与户外骑行的过程中，以一天骑行的公里数

为标准，骑行距 离１～３０ｋｍ 的 占２９．９４％，３０～
６０ｋｍ的占２０．３０％，６０～９０ｋｍ的占１７．２５％，９０

～１２０ｋｍ 的 占１４．２１％，１２０～１５０ｋｍ 的 占１１．
１６％，１５０～１８０ｋｍ的 占７．１０％．由 此 可 看 出，大

部分学生一天骑行距离在１～３０ｋｍ，只有一小部

分学生一天可骑行１５０～１８０ｋｍ．

表７　黄山学院在校大学生参与户外运动的

体能调查现状

体能状况／（ｋｍ／天） 人数 比例／％

１～３０　 ５９　 ２９．９４

３０～６０　 ４０　 ２０．３０

６０～９０　 ３４　 １７．２５

９０～１２０　 ２８　 １４．２１

１２０～１５０　 ２２　 １１．１６

１５０～１８０　 １４　 ７．１０

３　结论

（１）黄山学院在校大学生对于户外运动的喜

爱程度较高，学校户外运动活动开展良好．据调查

数据显示，对户外运动不感兴趣的仅占７．１１％．但

对户外运动的了解不够充分，对安全知识方面以

及技巧技能的掌握有所欠缺，包括对户外运动的

路线计划、露营地的选址、如何应对突变的天气以

及户外运动中所遇到的突发状况和参与户外运动

所需要的装备等等．当然，参与户外运动的方式也

是多样的，主要以骑行、徒步、慢跑、漂流、登山、露
营为主．部分 同 学 在 条 件 允 许 的 情 况 下 也 参 加 蹦

极、跳伞、攀岩、滑雪等户外运动．陪同者大都是同

学、朋友或是志同道合的伙伴．大部分学生每年参

与３～５次．
（２）黄山学院在校大学生参与户外运动的动

机主要为亲近大自然、欣赏风景、增强体质、锻炼

身体以及缓解学习压力，也可以通过参与户外运

动的方式磨练意志、挑战自我、变得更加坚强有毅

力，同时也能过宣泄激情、摆脱生活中的琐事所带

来的情绪上的困扰．调查结果显示，黄山学院大学

生了 解 户 外 运 动 的 途 径 主 要 是 网 络、微 信、ＱＱ
等．单次参与户外运动的经费大都在１００～３００之

间．
（３）对于影响大学生参与户外运动的因素调

查结果得知，主要为时间问题、经费问题、体能问

题和天气问题．作为大学生首先要以学业为重，参

与户外运 动 只 能 选 择 在 不 影 响 学 习 的 情 况 下 进

行，所以在参与户外运动的活动中会受时间因素

的制约；同时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生活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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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来源于家庭供给，除了在校正常生活费之外，
可自由支配的资金相对较少，然而参与户外运动

需要不同程度的费用，所以经费问题也是限制大

学生参与户外运动的因素之一；体能也是影响大

学生参与户外运动的一大因素，因此在参与户外

运动的过程中要根据自身体能适量进行；天气因

素对于户 外 运 动 的 进 行 也 有 着 很 大 的 制 约 和 影

响，大部分学生认为在恶劣的天气情况下是无法

继续进行的．

４　建议

４．１　强化安全意识

大部分户外运动参与者安全意识淡 薄，缺 乏

必要的安全知识学习以及户外活动生存的技巧技

能．学 校 一 定 要 加 强 安 全 知 识 宣 传，强 化 安 全 意

识，增强交通安全措施以及食品卫生安全．在活动

组织前进行自护自救、基本的安全意识培训．出行

要备有必要的药物．如：擦伤药、跌打损伤 药 以 及

防暑药等．同时要确保通讯通畅，遇到突发事件要

能够与外界保持联系并且要能够冷静处理．
在户外运动安全知识方面要充分利 用 网 络、

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以及电子产品加大宣传力

度，使参与者更多地接触到户外运动、正确认识并

了解户外运动，了解户外运动的特点和本质含义．
以免在参与户外运动的过程中发生意外，造成身

体的伤害．
４．２　要以学习为主，劳逸结合

大学生参与户外运动可增强学生免 疫 力，接

触大自然呼吸新鲜空气，在绿色的环境中有利于

保护眼睛和视力，同时对强身健体、身心健康以及

道德的修养都 有 着 重 要 的 意 义．大 学 生 学 习 任 务

繁重、压力较 大、时 间 久 了 容 易 使 人 压 抑 和 疲 倦．
通过参与户外运动可以使学生舒缓心情，缓解内

心的压抑，有助于消除精神的紧张与压力，心情愉

悦、充满活力，自然有助于学习、提高学习效率．因
此，学校应积极开展户外活动，让师生参与其中，
获得身心的健康及精神上的愉悦，以便更好地学

习．
４．３　要强化组织，重视管理

目前，黄山学院的户外运动处于快速发展期，
但对户外运动 的 管 理 仍 存 在“空 白 责 任”．在 户 外

运动过程中发生的突发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无法

追究到具体责任人．为了更好地开展户外运动，学

校应加强管理，强化组织的重要性；改变学生的思

想观念，使其接触新型的生活形式，开放思维、开

拓思想空间；校方为促进学生参与户外运动的积

极性，可在合理的时间进行户外运动组织活动，举
办个 人、团 体 户 外 运 动 趣 味 赛，并 进 行 相 应 的 奖

励．
４．４　合理参与、避免盲从

大学生要根据自己的收支情况合理有序的参

与户外运动，避免盲从．不要大量投资，痴 迷 于 户

外运动，最终导致生活费成问题，从而影响正常学

习．根据自己的精力、财力、人力，在自己所能承受

的范围内合理 参 与．同 时 还 要 根 据 自 身 的 身 体 素

质、体力、耐力、爆发力，避免盲从，以免对身体造

成伤害，从而更好地收获户外运动对生活、学习等

各方面带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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