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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高校棋类社团发展现状分析①

李汶桐

（兰州理工大学体育部  甘肃兰州  730000）

摘  要：高校棋类社团是以大学生共同的兴趣爱好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学生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棋类社团的规模不断扩大，成员

大批增加，活动规模和活动质量不断攀升，社团活动范围更广，出现跨校活动增多、与社会联系增多等新情况和新趋势，但是我

国高校学生棋类社团发展的历史比较短暂，本文以兰州市高校棋类社团发展现状为研究对象，通过走访调查兰州市高校棋类社

团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我国其他高校棋类社团的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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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走访兰州理工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甘肃政法

学院、兰州城市学院、兰州交通大学5所兰州市高校，通过

调查走访得知：(1)兰州市高校对社团管理有待提高，社团内

部管理松散，成员流失现象严重。(2)兰州市高校普遍存在场

地、棋具缺乏的现象，除了甘肃政法学院有专门的棋类场地

设施外，其余高校均是在教室开展棋类交流活动。(3)资金链

单一，高校之间缺乏比赛交流，多数高校面临经费不足的问

题，这样的局面直接影响了社团活动的质量，高校之间也缺

乏组织交流比赛。

1  当前兰州市高校棋类社团存在的问题
1.1 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

由于高校棋类社团的组织者和成员都是学生，从新生加

入社团到离开社团缺乏有效的管理，管理不规范，组织不健

全，分工不明确，时间一长成员流失现象严重，社团组织对成

员没有约束力，高校对社团内部缺乏有效的管理，棋类社团

与牌类社团相互交叉甚至重复，有些高校将棋类社团与牌类

社团分开管理，有些高校将棋类社团与牌类社团合并，这种

设置不合理的现象将会导致社团名称混乱、成员分散[1]，也

不利于日常管理和对外交流。

1.2 棋类社团场地、棋具缺乏

高校棋类社团与其他社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棋类社

团需要专门的场地，棋类场地以及与此相配套的棋具，而大

多数高校棋类社团的活动开展都是在教室完成的，活动场

地不固定，没有专门的场地设施；究其原因，棋类社团的规

模一直不断的增加，而高校对此不重视，导致高校的场地设

施无法与棋类社团规模相匹配，不可否认的是，多数社团活

动集中在周末，在场地使用上相互冲突，这也是导致社团活

动场地不足的重要原由[2]。

棋类社团运动的开展需要场地，棋具；通过调查发现，

除甘肃政法学院有专门的场地之外，其他高校均没有专门的

棋类教室，一方面，棋类运动对于场地的要求比较宽松，另

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各个高校对棋类运动的重视程度不高。

在棋具方面，除了甘肃政法学院能够基本保证一人一副棋具

外，其余高校都是两人甚至四人共用一副棋具。

1.3 棋类社团资金不足

棋类社团经费紧张是所有高校存在的问题；一般来说，

棋类社团经费的来源有以下3种模式；一是收取会费，收取

会费是高校社团的基本经费，多数社团收费在15～25元左

右，多数高校是一次性收取，社团基本上就是靠收取会员会

费来运转；二是学校拨付的经费，所需交流活动办比赛的经

费从学校团委处申请，然而高校社团数量较多，分摊到每个

社团的经费有限，而这些经费往往达不到开支[3]；三是企业

等机构的赞助，而拉赞助既要符合社团的要求，又要满足赞

助商的利益，也为社团的经费来源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棋类社团经费的支出主要是用来宣传比赛，购买荣誉

证书和奖品，通过走访调查得知，办一次校内比赛通常在

300～500元之间，办一次高校之间的比赛通常在500～800元

之间，多数高校经费不足，想办比赛往往是因为经费的制约。

1.4 棋类社团缺乏组织交流

高校棋类社团之间缺乏交流比赛，因为受限制于场地、

经费等问题，高校之间的交流活动比较少，一学期也只有几

所高校举办对外交流活动，经费的缺失，使得高校之间办比

赛经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高校内部之间的比赛更少，一

般新生入学会举办“迎新杯”比赛，限制新生参加，多数高校

会在“五一”前后举办校内比赛，面向全校学生，规模较小，

总体来看，高校之间缺乏交流比赛，不利于加强高校之间的

联系。

1.5 高校缺乏专业的指导老师

通过调查走访得知，高校缺乏专业的老师指导，很多都

是大二的负责人指导大一的进行棋类知识的学习，很多刚入

学的新生都是第一次接触棋类社团，对学习下棋的兴趣浓

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失去了学习围棋的兴趣，

导致成员流失。

棋类社团想要更好地发展，教师对社团的指导不可缺

少，但是经过调查发现，兰州市普通高校很多棋类社团的指

导老师每学期来指导一次交流活动，一学期指导一次对棋

类社团实质意义帮助并不大。

2  兰州市高校棋类社团发展对策
2.1 高校要加强对棋类社团的组织与引导

高校应当加强对棋类社团的管理，健全社团内部组织，

加强指导，提升棋类活动质量，可以把会员参与社团活动纳

入考核评价体系；与此同时，社团内部也要鼓励新生积极参

与，培养新生的兴趣爱好，定期举办棋类讲座，讲解棋类基

础知识，减少成员的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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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高校要加强对棋类社团扶持力度

学生社团的发展离不开物质基础条件的支持，高校应当

有固定的活动经费，专款专用，以保证棋类社团办比赛的顺

利开展与实施，为棋类社团提供稳定的活动场地，同时，棋

类社团也应当积极争取企业的赞助，高校之间可以和棋类培

训机构进行友谊对抗赛，一方面可以扩大高校棋类社团的影

响力;另一方面又可以提高培训机构的知名度，实现双赢。

2.3 高校之间加强组织交流

高校之间组织交流的顺利开展离不开经费的支持，社团

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要“走出去”，积极寻求扩展渠道，高

校之间加强交流活动，一方面可以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

友，提高棋艺;另一方面，可以提高高校社团的声誉，吸引更

多企业的赞助，从而使棋类社团进入良性发展的道路。

2.4 高校要加强老师对社团的指导

为棋类社团配备专业的指导老师，并正真发挥指导老师

的作用还很欠缺，在调查的高校中，几乎没有关于社团指导

老师的选聘、考核等制度。绝大多数都是社团主要负责人找

到相关的老师，而这些指导老师大多数都是不懂棋的，和老

师达成指导社团的口头协议，团委也没有给指导老师发送聘

书甚至备案。

目前，棋类社团的指导老师都是义务的，还没有建立起

完善的教师指导社团的奖励机制，高校对于教师在社团服

务这方面并没有给予相应的重视，高校对社团指导老师的工

作不计工作量，不作为考核，晋升职务的条件等，这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教师指导社团工作的积极性[4]，现在，高校对教

师指导社团的重视程度较低，各高校应加强相应的制度建

设，为加强棋类社团的建设吸引更多的老师加入。

3  建议
(1)兰州市高校要加强对棋类社团的领导，建立奖励机

制，社团内部要培养新生的兴趣爱好，讲解棋类基础知识，

减少成员的流失。

(2)兰州市高校要加强对棋类社团的扶持力度，提供经费

的支持，为社团提供固定的活动场所，购买棋具，确保每人

一副棋具。

(3)高校之间也要加强互相交流，举办校际之间的交流比

赛，扩大社团的影响力。

(4)棋类社团未来的发展有很多潜力可待挖掘，举办大学

生棋类联赛等比赛，扩大高校的影响力，从而为社团的发展

开辟更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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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授啦啦操的体育老师100%全部为兼职老师。师资力量

不足、专业性差是目前高中学校啦啦操教学的重要问题。

3.2 没有统一规范的标准

正如前文所述，啦啦操运动是一项群众性运动，是一项广

泛普遍性运动，相关体育主管部门没有把这一项运动作为专业

性运动进行定位，教育部门也没有把此项课程作为高中体育教

学中的标准课程来进行规范，目前各高中学校开展此项运动也

仅是学校行为，不是教育部门强制的，因此啦啦操运动目前缺

少统一的规范动作标准和教学规范，没有标准可参照。

3.3 啦啦操运行理论研究不足

群众性的运动没有产业化，不能形成商业利润，和竞技

运动相比缺乏足够的经济吸引力，所以很少有人把研究目光

投向这里，另外国家相关部门对这项运动的研究投入也不

足。因此，虽然这项运动在我国已经开展了七八年的时间，但

是还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理论研究，没有形成理论基础，教材

单一，缺乏针对性，科学合理性也不足。

4  啦啦操运用于高中体育教学的对策研究
要想让啦啦操这一运动能够更好地运用于高中体育教学

中，就必须运用以下对策，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

4.1 增强教师培养力度

教育主管部门和体育主管部门应该在各类高校中增强啦

啦操运动专业人员的培养，特别是师范类院校，把啦啦操运

动作为体育教师培养的一项专业。另外，教育主管部门也要

对高中体育在职老师进行培训，增强其对啦啦操的认知度和

专业性，尽最大努力增加师资力量。

4.2 制定啦啦操运动在高中体育教学中的标准

啦啦操引入我国已经接近十年，也成为一项群众性运

动，体育相关部门应该制定科学、合理的标准来指导这项运

动，另外教育主管部门也应该结合啦啦操运动在高中体育教

学的实际情况，制定统一的授课规范和考核标准，用统一的

标准指导该项运动在高中体育教学中的运用。

4.3 结合我国高中生体质探索啦啦操发展理论

啦啦操源自于美国，发展于我国，说明此项运动在我国

有很强群众性基础，也符合我国实际。但是，泊来物总有不

合理的地方，为了保证啦啦操运动能更好地应用于我国高中

体育教学，必须探索符合我国实际的啦啦操发展理论，为此

项运动的教学提供理论依据。

5  结语
啦啦操运动因其节奏感强、运动量适中、富有激情、有感

染力，目前已经成为高中校园的一个“阳光运动”，为了保证

高中生拥有健康的体魄、健全的人格，人们应该开拓思路、

勇于创新，在高中体育教学中大胆运用啦啦操运动，培养出

综合、全面、积极向上的高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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