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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情况下,随着教育的普及我国公民素

质的不断提高,人们不仅仅满足于物质的享受,对身体健康的追求

也不断加大。而公共体育设施的欠缺却是制约群众体育运动广泛

开展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学校体育场馆的开放,既能够满足人民

群众对体育锻炼需要和健身的需求,也有利于全民健身计划的广

泛实施。在这样的背景下,开放学校体育场馆成为了一个解决运动

场馆供应不足的有效策略。学校对外开放体育场馆已成为大势所

趋的一件事,既是当前群众体育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体育法律法

规中所明确提出的要求。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

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全国学

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实施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都有明确的

规定,要求学校体育场馆设施向社会开放[1]。所以说,合理的开放学

校体育场馆能够有效的贯彻实施国家的法律法规,对提高我国人

民的身体素质等都是具有切实的意义。

1 学校体育场馆开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1 外来群众不确定因素大,场地秩序管理难度大

外来群众由于工作或者其他一系列原因,通常选择早上或晚

上进行健身锻炼,导致学校在健身锻炼居民的进出场地的时间控

制上承受很大的压力,然而又不能任自流,影响学校学生正常的体

育活动和教学秩序。而且,外来群众在体育锻炼活动项目的选择上

存在一定的随机性。他们的活动内容选择往往会随着性别、兴趣、

情绪、体力、时间、年龄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对活动内容的选择存

在不固定性且对场地的需求也很多。因此,在对学校体育活动的场

地管理问题上也有着一定的难度。

1.2 损坏公共财物,引发矛盾纠纷,产生消极影响

由于参与健身锻炼人员的组成比较的复杂,在一定程度上会

对学校的花草树木、公物设施等会造成一定的损坏,如果学校不能

采取有效的措施对其进行专门的管理,就比较容易引发社会人员

与学校矛盾的产生。由于这样的原因所造成的场地设施和学校公

共财物的损坏往往会打击学校对外开放场地的激情,从而产生出

消极的影响[2]。设施等的损坏也会影响到学生正常体育课程、正常

体育活动的进行。

1.3 安全问题

在学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安全问

题。由于参与锻炼健身的外来人员心理和身体素质参差不齐、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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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运动项目不甚了解、对自身的身体素质没有较好的评估、不能科

学的进行身体锻炼、盲目的进行体育锻炼,从而对自己的身体健康

造成一定的损伤,甚至个别人员因个别因素与学校的场地管理人

员、参与运动的学生发生肢体冲突,导致人员受伤[3]。当参与健身锻

炼的外来人员在学校体育场馆内由于体育设施等器材问题而造成

身体伤害时,由于没有明确的规定,无法判定所造成的伤害应由谁

来负责,从而给双方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也是学校排斥体育场

馆对外开放的原因之一。

1.4 管理问题

学校在对外开放体育场馆时,在管理问题上通常存在一系列

的缺陷,缺乏合理有效的管理措施。管理体制或管理模式尚未确

定、管理人员配备不合理甚至没有管理人员、场馆对外开放的时间

不合理、对开放对象没有合理的范围要求、没有制定合理的收费标

准等一系列问题。如:有的学校管理混乱,在出现问题时群众却找

不到相关的工作人员进行协调、解决;在收费方面存在漏洞,有的

过高,有的过低,甚至还有偷入场地的现象。这些管理方面的问题

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学校体育场馆的对外开放。

1.5 定价问题

学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在收费时既要考虑到场馆运营的需

要,也要保证收费金额在合理的范围内,所以定价标准就显得尤为

的重要。首先,学校应明确表示哪些场馆收费,哪些场馆不收费。有

些地区和学校在开放场地收费时存在乱收费情况,不仅对室内场

馆收费,对室外的场地如学校操场等公共场地都有标价。还有些地

方存在收费高就开放,不收费或收费低就不开放的现象。然而各地

区、各学校场馆的实际情况又不同,维护费用也不同,所以定价问

题比较突出,目前我国学校体育场馆乱收费、以盈利为目的的定价

偏高的现象尤为的突出,这与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的初衷和

让大众参与到健身活动中来的目的背道而驰。

1.6 合法经营身份问题

许多学校在开放校内体育场馆时,由于没有合法的经营身份,

遭受到执法机关检查、罚款甚至勒令停业情况。所以应该制定学校

对外开放体育场馆的相关相关经营许可登记、收费许可、发票购买

和税收等政策[4]。当然学校就必须要保证运动器材的质量和安全,

更要符合国家标准,防止伤害事故的发生。

2 学校体育场馆开放的对策

2.1 坚持政府主导

坚持政府的主导是解决“安全问题”、“管理问题”和“经费支持问

题”的最有效的方法。要想人们对学校场馆开放的各方面都有信心,

就必须要有明确的资金补助和详细的管理监督措施。同时更应该发

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各地政府和职能部门更应积极协调配合主动采

取有效措施共同推进学校体育场馆的对外开放。然而解决学校体育

场馆对外开放问题不能仅靠一两个部门,需要多个部门共同参与,

更需要政府协调,解决问题,提出相关的政策,如:制定严格的惩罚

政策,对违规的行为及违规者进行严格的处罚,但对在学校体育场

馆开放中做的好的部门要做好奖励工作。政府对学校体育场馆开放

的重视度和支持力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开放的成功度。

2.2 坚持两个原则

一是因地制宜、灵活开放的原则。由于各地群众的素质不同,

他们的健身意识追求也不尽相同,学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时也应

根据当地的切实情况、本校的具体实际,因地制宜,制定合理的开

放策略。

二是要优先保证教学的原则。学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的前提

是一定不能影响学校中正常的体育教学活动,保证学生能够有充

足的课余体育活动的时间和场地,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同

时合理的选择对外开放场馆的时间。

2.3 加强立法保障

学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要结合当地的法律制度,结合当地的

经济、政治、文化的特色和实际的情况,针对具体的问题进行分析,

突出地方的特色,规定好允许做什么、鼓励做什么、禁止做什么、应

当做什么的相关法律政策。而地方教育部门和地方体育部门应积

极配合[1]。在学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出现矛盾纠纷事件

甚至是出现伤亡事故时,更应严肃对待,坚决依法处理解决。有法

可依作为社会法制的前提和基础,在学校场馆对外开放中同样是

重中之重。因此,制定合理有效的学校场馆对外开放的法制政策,

能有效的保证地方行政部门及司法部门在处理各种问题时做到有

法可依,坚决处理那些违法乱纪行为,符合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

求,并且能够加强学校体育场馆的管理力度,成为管理守则的出

处,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2.4 加强校内体育场馆资源的宣传力度

当前社会,许多学校场馆对外开放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不明显,

甚至有的学校出现负收入的现象,学校体育场馆的经营模式和对

外的宣传力度不够等都是造成学校体育场馆利用率低下的原因。

许多体育爱好者对学校体育场馆开放与否及其收费情况都不了

解,所以更谈不上去“消费”了,然而在学校周边往往有着许多的居

民区、单位,有着一个非常庞大的消费圈,学校应做好相应的宣传,

采取有效的宣传手段,并且推出与之相适合的健身项目,深入了解

周边群众的运动喜好,尤其对消费潜力大的人群比较喜欢的项目

多花心思,扩建场馆的经营项目、时间和价格等信息及时的发布出

去,以吸引广大消费者[5]。也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等传媒手段加强对

体育场馆开放的宣传力度,例如:制作健身宣传片,通过视觉和听

觉让广大群众身临其境的感受到体育运动的乐趣和魅力;也可以

再体育场馆中举办形式丰富多样的文体活动,让周边的居民参与

到活动中来,从而达到宣传学校体育场馆的开放使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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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安全问题的解决对策

想要解决安全问题,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建立一个完善的安全

制度和安全管理体系。学校在场馆开放的过程中应该把安全问题

放在最主要的地位,并且建立合理严格的安全管理体系,包括:正

确、安全、合理的操作保证体系;器材定期维护保养体系等。通过这

一系列安全管理体系的建立,有效的保障参与体育锻炼的人员的

人身安全,规范运动的秩序,同时也保障了学校学生的人身安全,

保证正常的体育活动。此外,还要加强对场地管理人员的培训工

作,通过培群确保场地管理人员的专业性,提高个人的素质,让管

理人员深度的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提高他们的业务熟练度,提高

他们处理各种突发的安全事故的能力。在培训中,要强调以预防为

主,每个人切实实行任务,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并且还应该制定

相应的惩戒措施,对管理人员进行严格的约束,使安全意识深入管

理人员的心中。对学校体育场馆中的器材一定要选取安全性能高,

质量上乘的产品,从多方面保证参与运动人员的安全问题。学校还

应总结各方面的经验,寻找规律,找出容易发生事故的项目、地点

和时间,以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2.6 管理问题的解决对策

在解决好安全问题的同时必须要制定完善的管理措施。解决

管理问题要切实实行组织、制度、责任三落实的体系。例如:学校与

俱乐部相互合作,在固定的时间内,可将学校场馆以租赁的形式作

为俱乐部活动的场地,将场馆交由俱乐部负责管理,从而确保进入

校园的居民有序、安全的进行体育锻炼,也可以为社区每个进校活

动的居民办理身份卡,保障校园内体育活动的安全有效的进行,在

这段时间内俱乐部管理工作者应积极配合学校处理体育场馆开放

工作中出现的一些临时性问题。学校体育场馆工作人员也要积极

配合俱乐部进行其组织的体育活动,只有通过多方面的协调配合

才能对学校体育场馆的开放进行有效的管理。

2.7 经费问题的解决对策

经费不足一直是学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的一大阻力,可以通

过政府拨款、社会扶持、学校收取门票费用等方式多方筹集资金。

正如上述所说学校与俱乐部合作的形式收取一定的场地费用,学

校与社会力量一同参与学校体育场馆的经营与管理,也可以选择

与社区合作,社区以乙方身份与学校签订开放协资改造体育场馆,

既大大改善了学校的体育设施,又让学生和健身大众都从中受益。

各地政府部门可以与学校进行协商,制定可行且合理的收费制度,

对前往学校体育场馆进行体育活动的群众收取适当的费用,既可

以提高体育场馆的利用率,又解决了体育场馆器材维护等所需经

费上的问题。

3 结论与建议

学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已经成为解决社会运动场馆供应不足

的有效解决策略,随着教育的普及和我国公民素质的不断提高,人

们对身体健康的重视程度也呈现出一个空前的高度,学校体育场

馆对外开放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在学校体育场馆开放的过程中往

往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公共财物损坏问题、社会人员与学校人

员之间的矛盾纠纷问题、参与锻炼人员的人身安全问题、学校体育

场馆管理问题等。这些问题都严重的影响了我国学校体育场馆对

外开放的实行,并且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打击了学校与社会的信

心,而如何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则成为现阶段的重要目标。我们要

坚持政府的领导,坚持因地制宜灵活开放和保证教学优先的原则,

加强立法保障,制定合理的管理秩序,保证人们的安全,同时也要

加大对学校体育场馆开放的宣传,采取多种手段筹集资金以确保

学校体育场馆及器材的维护保养。重要的是,地方政府部门应制定

相关的法律政策,并且严格执法,有效的约束学校及社会双方,在

合法的情况下共同创造一个良好的运动锻炼环境,把安全问题放

在首要位置。在不影响学校正常体育活动的情况下,学校体育场馆

对外开放已是大势所趋,合理解决对外开放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各方协调配合,形成一个良好的运动锻炼环境,对提高全民身体素

质,促进社会和谐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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