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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老年人体育开展现状调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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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本文对兰州市参加体育运动的老年人进行走访调查，发放《兰州市老年人体育开展现

状调查表》，并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法和数理统计法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根据调查得出以下结论：兰州女性参加体育运

动的人数高于男性，参加体育运动的老年人数量随年龄增长而下降。整体趋势更年轻;在参加体育赛事的选拔中，选择集

体运动的新城区老年人比例较高;体育健身，疾病预防，情感交流，娱乐娱乐是新城市老年人参加体育运动的主要目的;老年

人组织的体育组织很少，缺乏专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老年人体育活动的发展受到场地设施的极大影响。新城区老年人体

育有如下特征：每次运动时间以1~2h为主，每周运动次数以3次为主，运动强度以中低为主。影响新城区老年人体育发展的

主要因素是：个体因素、场地设施因素、环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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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降低，平均寿

命延长，老年人口比例逐渐增加。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

准，60岁以上人口达到10岁或以上的老年人数达到7岁，这

称为人口老龄化（即社会老龄化）。2010年，全世界65岁

的人口将占总人口的7.3％，这是全球进入老龄化社会。自

1999年10月以来，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当时60岁以上

的人口已超过1.26亿，占总人口的10％以上。目前，中国老

年人的绝对数量正以每年3个的速度增长。上海、北京、天

津、江苏、浙江等省已率先进入老龄社会。

本文通过对兰州市老年人体育发展现状的调查，调查

了新城区老年人体育活动发展现状。分析了兰州市老年人

体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影响兰州市老年体育发展

的因素。针对不同因素，提出了解决相应问题的对策，为兰

州市老年体育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主题是参加兰州市体育锻炼的老年人。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中国知网、兰州理工大学图书馆查阅与本课题研

究方向有关的大量国内外研究文献,包括体育类期刊、老

年人体育锻炼的书刊、杂志及相关的硕士博士论文等。

1.2.2 问卷调查法

根据研究目标和计划，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设计了

兰州市老年人发展现状调查表（表1）。调查问卷的可靠性

和有效性。向新市10个社区参加体育活动的老年人随机

分发300份问卷，收集问卷266份，回收率88.7%;有效问卷

223份，有效率为83.8%，问卷有效回收率符合研究要求。

1.2.3 数理统计法

对调查问卷得到的数据利用笔记本电脑和计算器进

行分析、整理，并绘制图表。

2  结果与分析
2.1 新城区老年人参加体育运动基本情况

2.1.1 参加体育运动的老年人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

在本次调查过程中，被调查的老年人中男性老年人107人，

占总数的48%，女性老年人116人，占总数的52%（见表1）。

被调查的男性老年人中：60（含）至70岁的男性老年人

有52人，占男性老年人总数的48.6%；70（含）至80岁的男性

老年人38人，占男性老年人总数的35.5%；80（含）岁以上的

男性老年人有17人，占男性老年人总数的15.9%。

被调查的女性老年人中：60（含）至70岁的女性老年人

有79人，占女性老年人总数的68.1%；70（含）至80岁的女性

老年人27人，占女性老年人总数的23.3%；80（含）岁以上

的女性老年人10人，占女性老年人总数的8.6%。

通过数据分析，60（含）至70岁参加体育运动的老年人

比例最大，表明新城区参与体育运动的老年人趋于低龄化

（见表2）。

通过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在接受调查的老年人中初中学

历所占比例较大。由于60岁以上老年人所出生的年代正处于

建国前后，当时人们生活也比较贫穷，再加上受文革等因素

影响，只有少部分人参加高考或者后期接受大学及以上高等

教育，所以受调查的老年人整体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

2.1.2 参加体育运动的老年人健康状况

在接受本论文调查的男性老年人中结果显示，有29人

表示身体健康，占男性老年人总数的27.1%；有43人表示处

于亚健康，占男性老年人总数的40.2%；有35人表示患有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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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新城区参加体育运动的老年人性别结构表

男性老年人 女性老年人

人数 107 116

比例 48% 52%

表2  新城区参加体育运动的男女性老年人年龄分布表（n=223，男=107，女=116）

年龄 60（含）至70岁 70（含）至80岁 80（含）岁以上

性别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人数 52 79 38 27 17 10

比例 48.6% 68.1% 35.5% 23.3% 15.9%  8.6%

表3  新城区参加体育运动的老年人健康状况分布表（n=223，男=107，女=116）

健康状况 健康  亚健康 疾病

性别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人数 29 33 43 47 35  36

比例 27.1%  28.5%   40.2%  40.5%  32.7%  31.0%

表4  新城区老年人参加体育运动的目的分布图（n=223，男=107，女=116）

参与动机 强身健体 防治疾病 情感交流  休闲娱乐 其它

性别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人数 52 39 37 35 23 41 28 15 13 9

表5  新城区老年人参加体育运动项目统计表（n=223，男=107，女=116）

年龄段 60（含）至70岁 70（含）至80岁 80（含）岁以上
运动项目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合计 比例

广场舞或健身操 22 47 14 21 9 6 119 53.4%
走路 34 32 19 14 8 6 113 50.7%
慢跑 26 19 15 12 3 1 76 34.1%

太极拳传统武术 14 11 17 5 6 0 53 23.8%
秧歌 7 16 4 9 2 1 39 17.5%
球类 11 17 4 5 1 0 38 17%

棋牌类 12 0 11 1 4 0 28 12.6%
户外登山 7 2 2 1 0 0 12 5.4%

其他 11 5 5 1 2 1 25 11.2%

病，占男性老年人总数的32.7%。

女性老年人中有33人表示身体健康，占女性老年人总

数的28.5%；有47人表示处于亚健康，占女性老年人总数的

40.5%；有36人表示患有疾病，占女性老年人总数的31.0%

（见表3）。

由统计结果看出老年人中男性老年人有27.1%处于健

康状态，女性老年人中28.5%的老年人处于健康状态，女

性老年人健康的状态同男性老年人相差不大。由于随着年

龄的增长，老年人身体外表、感官功能、协调功能等各级

功能发生衰退，老年人机体的代谢逐渐减慢，从而容易出

现心肺、肝肾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等。

2.2 老年人参加体育运动的目的

调查结果显示，兰州市老年人参加体育运动的主要目的

是：强身健体、防治疾病、情感交流、休闲娱乐。在调查结

果中参与体育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强身健体的男性老年人有

49人，女性老年人有37人；参与体育运动的目的是防治疾病

的男性老年人有42人，女性老年人有36人；参与体育运动的

目的是出于情感交流的男性老年人有26人次，女性老年人有

44人次；参与体育运动的目的是休闲娱乐的男性老年人有

28人次，女性老年人有15人次；还有一部分老年人参加体育

运动是为了消磨时间或个人兴趣爱好等（见表4）。

通过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老年人追求健康仍是目前社会

的根本需要,也是老年人体育存在的主要因素。

2.3 老年人参与体育运动项目及组织形式

老年人参与体育运动的内容丰富多样，在运动项目选

择上却是因人而异（见表5）。

调查显示，老年人参加体育项目比例为广场舞或健

身操（53.4%）、走路（50.7%）、慢跑（34.1%）、太极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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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武术（23.8%）、秧歌（17.5%）、球类（17%）、棋牌类

（12.6%）、户外登山（5.4%）、其他类（11.2%）。由此看到

女性老年人较为喜欢舞蹈、健身操、柔力球和散步等有助

于塑造美、带有柔性的项目；而男性老年人则喜欢走路、太

极拳、户外登山、力量性练习等项目。此外还有一些其他

运动项目，如：抽猴、甩鞭、放风筝、骑行等。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1）女性参加体育健身活动的人数高于男性。参加体

育活动的中老年人比例高于老年人。整体趋势更年轻。

（2）选择参加体育活动的新城区老年人比例较高，例

如：广场舞或健美操，太极拳传统武术，秧歌等。女性老年

人喜欢参加有节奏的项目，而年长的男性喜欢参加更多运

动项目。

（3）强身健体、防治疾病、情感交流、休闲娱乐及兴趣

爱好依次是新城区老年人参加体育运动的主要目的。

3.2 建议

（1）相关部门结合老年人运动项目开展特点开发并推

广有助于老年人身心发展的体育运动项目，韵律性强的集

体舞等。

区域外市场需求、区域发展规划、旅游业的实力、科学技
术因素、区域经济政策、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消费水平因
子（F2），包括区域居民收入水平、娱乐文化消费水平、区
域城市化水平、体育人口的数量；区位条件因子（F3），包
括地理位置、传统文化与风俗习惯、体育文化认同；生产要
素因子（F4），包括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基础设施水平、
体育人才资源、传媒业的实力、体育场馆资源、中介服务
业的实力20个因子对体育产业不同行业不同程度的影响，
根据liker t量表五点计分法则，程度划分为“非常重要、
重要、一般、不重要和非常不重要”，并以阿拉伯数字分
别表示为5、4、3、2、1，共计下发调查问卷28 份，其中，学
者主要包括江西省高校或者体育局体育产业相关理论研
究、实践运作与行政管理三个领域。回收25份，回收率为
89.30%；其中有效问卷 24 份，有效率为 96.00%。

居民消费水平的高低对健身休闲娱乐业发展的影响
最大。“全民健康2030”规划纲要实施以来，江西省体育消
费水平显著提升，居民的健身消费意识与支付能力明显增
强，市场潜力巨大。同时政府广泛吸纳社会资本、采取多
形式投资建设体育健身休闲娱乐设施，鼓励创办全民健
身中心，构建城市社区全民健身服务网络。增加绝对值达
9.99亿元。占11.41%。主要有以环鄱阳湖经济圈为基础的
健身休闲娱乐体育服务圈、以苏区为核心的红色体育健身
圈、以赣南客家文化为底蕴的体育休闲服务产品、以南丰
和萍乡傩文化为中心的休闲娱乐健身圈、以宜春农耕健身
大赛的休闲体育产品、以井冈山为基地的定向和拓展休闲
体育产业链，因此，健身休闲娱乐业应该作为江西省体育
主导产业发展。

居民消费水平和产业发展环境对体育用品业的发展具
有重要影响，江西省体育用品目前还没有自己知识产权的

（2）政府加大对体育场馆设施的建设力度，加强多功

能体育场馆的建设或已有场馆的对外开放力度。做好安全

质量监管工作，确保体育健身设施的正常使用，并定期对

其检查维修养护。

（3）建立老年人体质监测数据库，定期对老年人身体

状况进行检查，做好体育锻炼前后监测结果的评估，充分

体现锻炼效能以及各体育项目的潜在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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