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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专家,学校都反映学生的体质问题处于下

滑状态,国家体育总局也对改变现在的体制问题做出了相关回应,

但是体育项目种类的增加,参加体育项目的人群越来越多,现在的

体育场馆呈现出一个缺失的状态。要想这个问题得到很好地解决

方案,需要从两个方面去考虑:(1)体育健身活动的管理力度。(2)如

何让学校的场馆达到最大的场地利用率。用哪种管理模式更加有

利于长期的体育场馆的发展呢?值得大家去探讨。

1  学校场馆的开放现状

高校因其地位不同于一般中小学,教育部门投资拨款的资金

较多,用于高校体育设施的投资相比较充裕,因此，高校体育设施

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可能远远好于地方性的中小学。

最早的可见的相似研究的文献是1995年杭州大学的翁惠根和金

钦昌对沿海10省市30所普通高校现状的调查。结果表明:学校体

育的设施尚处于尝试性开放阶段,学校场地设施的所有权、使用

权还未清楚界定,更不可能的分离[1]。

2  体育场馆的管理模式

2.1 模式一:专业型:即专业型体育经营公司出租模式

现在甘肃省场馆经营方式较多的是出租方式。模式适合于场馆条

件还是比较好,地势优越,周边的体育组织还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

模式优点:方便学生上课的时间,不影响学生的教学;给学校

的场馆处大大减少了很大的负担;给社会的体育组织提供了锻炼

的便携;带动更多的人进行体育健身项目。

模式的缺点:对学校的体育场馆来说,可能承包者更在乎经济

化利益,经济利益放在首位,对场地的维护缺少观念。

2.2 模式二:混合型:即学校与社区体育组织共同管理模式

要想达到相互利益的最大化可以采用学校与社区体育组织共

同的管理模式,这样的话,可以弥补社区体育制度不健全,体育组

织不完整的局面。学校体育组织和社区的合作在保障学校体育教

育的基础重视双方的互益互利和重视长期的合作性关系[2]。

2.3 模式三:单一型,即学校自己管理的体育场馆

都是由学校的体育部对体育场馆进行相关管理,这种管理方

式大多都只有管理制度没有进行有序的实行管理。

模式的优点:管理人员都是学校的人,熟悉学校的管理制度,懂

得大力的去维护场地,这样有利于场馆的耐用性,可以适当的提高学

校的经济效益或者有利于学生的健身活动、技能训练的进行。

模式的缺点:经营的方式缺少专业化,缺乏对外人事的吸引

力,或者就是除开学生的教学性实践,关闭场馆,这样对学生的健

身活动得以制止的作用。

3  现阶段对于场馆的需求现状

面对与竞争社会,压力递增的情况下,对于一个肥胖儿童也会

越来越多的社会,对于很多心理有疾病的人群,对于很多奇奇怪怪

的疾病出现,是需要一个投怀到体育场馆中去的,但现在面对于大

部分高校及中小学的学校几乎不对外开放,甚至是除开学生的上课

时间,对于场馆的管理模式是闭馆状态,原因就是为了维护场馆的

耐用性,增加闭馆的时间,就大大的增加了体育场馆的使用寿命[3]。

这样的利端和弊端都是大大存在的:

3.1 对于体育场馆闭馆的利端

(1)对于学校来说,闭馆能减少体育场馆的破坏程度,这样减少

了学校的维护费,增加了场馆的使用寿命,增加了学校的经济效益。

(2)对学生来说,容易形成定势的心理状态,选择的机会减少,

这样会有利于今天是去运动,还是去上自习？对于那些选择困难户

的学生来说,有利于正确的生活习惯的养成。

(3)对学校场馆管理人员来说,这样减少劳力的耗费,使用场馆

的人越多,劳动力的耗资就越大,比如说:沙坑,田径场,羽毛球场,

网球场,劳动力可能来自于对场地本身的破坏和恢复,比如说:沙

坑为了第二天的教学工作必须恢复沙坑的整齐性。对于隔网对抗

的运动会造成网子的破坏。对于田径场这种多人群居中的集聚点,

产生很多的垃圾,对于高校来说学习压力突然减少,很多学生喜欢

一起在操场搞一些聚会,大声的高唱、嗑瓜子等一些不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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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育场馆经营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体育产业的主要任务,一直被政府投资的对象,据资料调查,政

府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大型体育场馆设施的建设,使得我国体育场馆的数量逐渐上升,而大型体育场馆投资规模也越来越大。

当越来越多的人群开始参与到体育锻炼中来时,现有的甘肃省公共体育基础场馆设施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我国居民日益增长

的体育需求。不仅出现了数量匮乏的问题,更有场馆和设施种类不足。如何利用好学校体育场馆资源,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活

动中去,让我国居民身体素质上一个新的台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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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对于场馆闭馆的弊端

(1)对于学校来说,教师担心的问题会变成家常饭,学生的体质

问题大大增加了老师的负担,在一周只仅有1、2节体育课中就要求

学生的体质和技能都得到提升,明显大大的增加了老师的任务。

(2)对于学生来说,学生不能有一个宽松自由的健身时间,现

在面对于高校的文化课课程都排的很紧张,课外之余没有一个放

松的环境。

(3)不利于营造一个安静的校园环境,以前可能是在田径场发

泄高唱论坛的地方,现在可能转移到校外的大马路上。

(4)闭馆是心理疾病的萌发期,当压力堆积如山的时候,很多人

如果不能及时的排除和解闷,不能发泄和排解情绪,时间的积累,

会造成心理问题的极端。

(5)学生和教师不能得到充分的锻炼,会造成心肺功能方面、肥

胖病、糖尿病等一些疑难杂症,造成体质统一下滑的趋势。

综上所述:体育场馆开放与关闭的优劣势比比皆是,可能还有

很多没有考虑到的方面,但很容易看出来,学校体育场馆闭馆的弊

端远远大于利端,体育场馆对外开放只会损坏一些经济利益,但闭

馆造成的却是用经济代替不了的身体成本。所以在甘肃省高校采

用模式三,这种单一性的管理模式,维护了学校的场馆,也对学生教

师营造一个锻炼的环境。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结合以上的经营模式,有很多的类型,要想促进体育产业以及

学校的体育场馆经营模式最优化,要找到每个高校适合自己的管

理模式,一味的去学习和照搬其他学校的管理模式的话,不一定适

合学校的体育健身活动的参与,有很多研究者及学者都对体育场

馆的经营有了不同的见解,笔者倒觉得学校的体育专业人员应该

深思和规划出适合甚至场馆最大利用率的决策。

4.2 建议

(1)学校相关的场馆处应该转变这种管理的理念,在学生的教

学实践之外,应该开放场馆设施。

(2)学校可以适当的向社会开放场馆,结合自己的教学时间去

采取合适的管理模式。

(3)学校应该大力支持教职工及退休的教师的一切体育活动,

如广场舞等集体性体育项目。

(4)政府应该大力度赞助这些对社会开放的学校,并且给予一

些相应体育场馆的保障费及维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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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身体技能方面应该发展学生的有氧代谢能力、增强心肺功能及

心血管系统技能等,让学生变得更加强壮更加健康,提高免疫力。

没病的强身预防疾病,有病的能健体减轻疾病。除了身体健康,还

需要达到心理健康的目标,学生要意识到体育运动对心理健康的

有效性和积极作用,能掌握调控情绪的技能,能锻炼出更强的自信

心和意志力,具有更阳光更健康的心理状态和更强的心理素质。

2.2 内容体系

大学体育课程内容的选择是应现代教育理念的更新和发展,

应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的,必须朝着系统化和科学性的方向发展,

既要体现出大学教育功能的综合性,最终还得本着学生至上的核

心要求,提高学生健康素质的综合水平。大学体育课程改革首先要

从根本上扭转单一的体育课堂教学及重复运动技术传授为中心的

陈旧内容体系,而要建立以强身育人、发展个性、增强体育意识、培

育体育能力、养成终身运动习惯为中心的新内容体系,让学生掌握

基本的运动技能和方式方法,以便于他们终身运动健身强体。

2.3 课程教材体系

课程教材的建设是体育课程体系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必须

抛弃学校体育阶段性教学的狭隘思想,而应把大学体育的健康素

质教育目光拉长到学生毕业后的终身健康需求上,以培养学生运

动技能、端正学生运动方式方法、培养学生锻炼习惯和体育实践

能力、促进学生体育意识的升华、培养学生终身教育的意识作为

新的教材体系的重要内容和主要目标,充分发挥高校体育教育对

大学生素养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2.4 方式方法体系

大学体育课程改革为了从根本上扭转单一的体育课堂教学及

重复运动技术传授为中心的陈旧教学模式,必须从方式方法上予

以改变,把课内教育与指导体系、课外教育与自助体系以及体质健

康监测与干预体系相结合,形成一个整体,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

最大限度地挖掘学生的潜能,为社会塑造出更多更强的建设者。

2.5 管理体系

大学体育课程体系还有一个部分就是管理体系,包括三个分

支系统,即教师教学管理系统、体育课程管理支撑系统和学生体育

档案管理系统。三个分支系统各司其职又相互合作,有机统一,共

同为大学体育学院服务。因此,必须要充分利用、及时更新现代教

育理念和现代科技手段,健全管理制度,实现科学、系统、规范、先

进、现代化的大学体育课程管理体系。

3  结语

我国普通高校体育课程体系应该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目标体系、内容体系、课程教材体系、方式方法体系、管理体系等,

它们应该有机结合,贯穿于整个大学体育教育教学的全过程,真正

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能够有效推动运动的风尚,全面推进素质教

育的步伐,为社会培养出更多更好地身心发展健全的建设主力军,

为国家培养出更好更强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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