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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体育社团发展的内涵、困囿与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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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主要运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等，对新时代高校体育社团发展的内涵进行阐释，探

讨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研究认为：高校学生喜欢参加体育社团活动，对于社团的开展，高校领导

和家长保持着开放欢迎的态度，但组织形式以教师个人为主，没有硬性要求开展的种类和数量。建议高校领

导要重视并观念转变，成立专门的社团管理机构，拓宽协会经费来源，建立健全考核激励机制，加强各方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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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study mainly uses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materials and expert interviews to explain the 
connot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ports associations in the new era, explore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college students like to participate in sports 
associations, college leaders and parents maintain an open and welcoming attitude towards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associations, but the organizational form is mainly teachers, and there is no mandatory type and quantity.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leader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and change their ideas, set up a special 
association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broaden the source of association funds, establish a sound assessment and 
incentive mechanism, and strengthen the communication among all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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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类社团是由有着相同的运动选择、相同的

运动话题、相似的运动追求的学生组成的非盈利的

团体性组织。中国大部分体育协会在高校里是比较

普及的，组织建设高校是比较少的。教育部、国家体

育总局、共青团中央等部门都作出了明确规定，要

求各级教育、体育行政部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把

开展阳光运动作为突破口，加强高校体育工作。高

校以“达标争优、强健体魄”为中心思想，以全面提

高学生身体素质为目标，推广阳光运动大课间的形

式方法，为学生营造一个快乐运动的乐园[1]。然而，

高校体育社团发展却呈现出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

特别是在实际开展中遇到了诸多问题，急需破除高

校体育社团发展的阻碍，并提出一些可行的解决方

案和建议，从而为高校体育社团的发展提供借鉴。 
1 新时代高校体育社团发展的时代内涵 
1.1 有利于形成高校体育特色 
主要依托校内体育课向课外延伸，打造高校的

运动特色。体育课外延伸部分主要由高校组织的体

育社团组成，在教师专业的指导下，学生根据自己

的兴趣爱好选择不同类型的体育社团进行练习，逐

步发展运动能力；体育教师根据各级体育比赛的不

同层次，有针对性地设计不同的训练方案，在梯队

建设的参赛上做到有章可循，有板有眼，有条不紊

地进行体育教学，在体育教育、体育教育等方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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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教师在教学、教学、教育等各个环节都有了很好

的发挥[2]。这样不仅可以促进学生的发展，还可以为

高校储备人才，以充足的准备来参加各种不同层次

的体育比赛，以取得优异的成绩。高校的体育特色

通过几个学期的良性循环，逐渐形成了规模，迈上

了一个新的台阶。如三亚学院连续两年进入海南省

高校篮球比赛四强，并取得亚军的好成绩。在海南

省高校田径运动会中，连续五年卫冕高校组队总分，

在田径社团中名列前茅；连续两年进入海南省高校

足球八强。 
1.2 促进学生专业技能学习 
同学们在社团活动的过程中，学生能够充分利

用时间进行系统且专业的运动技能学习。这不仅有

助于他们熟练掌握基本的技术动作，还有助于实现

有效锻炼的目标。此外，学生们逐渐培养了良好的

自我锻炼意识和习惯，以便实现德智体全面发展的

理想。同时，在参与社团活动的过程中，学生们也能

够逐步识别自身的不足，从而明确未来努力的方向，

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他们参与体育社团活动的热

情。通过运动，学生的意志品质得以提升，他们对学

习的态度同样会发生显著变化。在面对困难与挫折

时，学生能够明确自己的目标，自主选择前进的方

向。 
1.3 推动体育教师专业成长 
长期从事社团活动的教学工作，有助于显著提

升体育教师的专业能力。普遍来说，体育教师通常

毕业于师范院校的体育教育相关专业，因此他们在

专业技术知识和能力方面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此

外，部分教师在某一特定项目上也可能具备独特的

技能。教师们可以根据自身的特长，灵活运用这些

优势。选择成立某社团，这样既能使现有的人才资

源得到充分的发挥，教学效果得到提高，又能帮助

教师更好地认识自己，了解自身能力的不足。做到

学有所获，学有所成。此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与学

生的互动，能够通过观察学生的年龄、性别、行为以

及思想等表现，获取丰富的思考与感悟。这对教师

撰写学术论文和参与课题研究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1.4 充分调动家长的积极性 
体育社团的活动一般包括体育节、田径运动会、

趣味运动会、一些球类比赛等。体育社团活动一般

包括：体育艺术节，田径趣味运动会。从活动的组

织、项目的设置、时间的安排、赛事的裁决、奖品的

种类等，都是由体育老师们来构思和策划的。目前

高校家校合作最重要的手段是利用移动电话微信群

组进行交流，这样使得老师与家长之间沟通无阻碍、

无延时、灵活性强。家校合作的模式不再受各种因

素的影响，如：时间、地点、天气等。高校体育社团

可以由家庭、学生、老师三方沟通协调，在开展周

期、开展时间、开设项目、组织要求、形式上进行协

调。兴趣度高、参与度高、立足实际成立的体育赛事

协会。广泛收集大部分家长、学生的建议想法，再通

过访谈了解统计后确定所有高校社团类型。相对于

一般高校社团而言，开展类型的说服性、积极性更

强一些。在社团参加一些比赛的过程中，教师、学生

和家长们的智慧、心血和激情得到了释放，同时也

获得了更能激发家长和学生热情的参与感和成就感。 
2 新时代高校体育社团发展的发展困囿 
2.1 指导教师专业程度不足 
指导教师的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学生运动表现

和运动成绩，除完成每天繁重的课务外，所有高校

的体育社团指导教师均为本校的在职体育教师，他

们还要在课余时间组织社团活动顺利进行，这不仅

在授课时间上得不到满足。此外，授课质量的保障

也往往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社团未来的发

展前景[3]。同时，高校体育社团所开展的课题也受到

体育教师指导能力的限制，通常只能围绕篮球、足

球、田径等传统项目进行。对于新兴项目，部分社团

采取每周邀请校外专业教练的方式。 
2.2 家长过度担心和不重视 
学生参与的热情很大程度上是由家长的干预影

响所决定的。学生参加的积极性会因为家长的异议

而大打折扣；如果家长的态度是肯定和拥护，那么

学生在社团学习的内容也会主动练习，获得的体育

成绩也会比较好。目前，高校阶段，尤其是中高年级

的学生，面临着较大的课业负担，课余时间相对有

限[4]。因此，许多家长倾向于认为，参与体育社团活

动的价值不如在课余时间加强文化学习的重要性。

这样的提升更具意义。因此，一些持反对意见的家

长主要担心，学生参与体育类社团活动可能会对他

们的文化课程学习产生不利影响。此外，还有一些

家长担心孩子可能会遭受运动伤害。无论是在何种

体育项目中，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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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对于高校生而言，由于他们的自我防护意识相

对薄弱，在参与体育活动时容易遭受伤害。因此，在

开展社团活动时，首要任务应是将学生的安全问题

放在高校体育社团工作的首位。 
2.3 社团规章制度不健全 
各校体协都有规章制度，但对体协的各项要求

缺乏具体落实，在制度内容设置方面还不够健全[5]。

同时，在体育协会的管理上也相对松散，成员普遍

出勤率达不到百分之百，社团教学过程中成员的纪

律性、自主性和组织性有待提高。社团负责人态度

上也有不严肃的地方，还需要加强对学生干部的领

导。与此同时，领导对重视程度较低。高校的体育协

会在经费、师资配置、时间安排以及场地设备等方

面缺乏充分的支持。通过对体育教师的访谈得知，

大多数高校的社团活动必须获得高校领导的批准，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社团才能在经费、师资、时间和

场地设施等方面获得充足的保障。然而，当社团活

动与高校文化活动发生冲突时，确保活动的顺利进

行便面临困难。 
2.4 评价奖励机制单一 
评价主要从学生学习成绩的角度出发，既考察

学生对体育知识、技能和技术的掌握程度，也评估

他们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过程。当前，各社团

每次的开班情况、学生学习情况，缺少指导教师的

考评和记录，也缺少学生小组配合程度和自主学习

能力的考评[6]。在每次活动中，若指导老师能够有效

地利用课堂评价，将更能彰显学生在体育教学中的

主体地位，进而激发学生对体育活动的兴趣。让学

生们在运动中感受到成功带来的快乐，体验到成就

感和幸福感，从而实现体育活动的目标。同样，社团

中的奖励机制可以有效促进学员的参与积极性和学

习兴趣。在奖励方面，应重点关注发掘和表扬社团

内的各种积极表现。同时可为学员设立“最佳伙伴

奖”、“最佳新人”、“最大贡献奖”、“最有价值

团员奖”等奖项，其中对表现突出的学生给予物质

奖励与精神激励相，目的是让更多的孩子获得奖励，

享受其中的乐趣。 
3 新时代高校体育社团发展的推进路径 
3.1 增强高校体育社团宣传力度 
高校应当制定一套全面的集体体育活动方案，

以为各类体育社团的活动提供明确的指导，从而促

进体育教育与德育工作的协同发展。实现了高校运

动与德育工作的双管齐下，两个方面都必须扎实推

进。“每天运动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快乐一生”

的体育精神利用高校宣传栏、宣传画、校园网等进

行宣传，让同学们明白运动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体

育锻炼在促进和谐校园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能够为校园体育创造良好的氛围，是缓解疲劳、放

松心情、减轻压力的有效途径。 
3.2 健全完善高校体育社团制度 
高校可以根据自身体育设施的实际情况，设立

一些富有特色的体育项目协会，并为每个协会指定

指导教师。对于体育类社团的参赛活动，学生可以

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选择。而且高校还可以在

学年以后，为了确保学生能够在校内学习到两种以

上的体能训练项目，从而为其终身体育发展奠定坚

实的基础，建议允许学生重新选择其他体育社团[7]。

在此基础上，社团的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制

定相应的教学计划，并建立多样化的评价标准体系，

对学生进行不同程度的运动层级划分。同时，各成

员应自我制定学习计划和学习目标，培养其自主学

习的意识与积极性，以便在实际学习中能够做到有

针对性，从而提高学习效果。在高校体育社团的运

作过程中，可以吸引那些对体育感兴趣的非体育专

业教师加入。同时，具备丰富专业知识的体育教师

应为他们提供系统的培训[8]。培训结束后加入体育

协会，这样既解决了辅导老师少的问题，也扩大了

体育协会的影响，又使老师们在活动中得到了锻炼，

保证了更好的身体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去。 
3.3 优化体育社团奖励机制 
评估学生的体育学习能力以及学业成绩是衡量

其体育能力的重要过程。在社团内部，合理的奖励

机制不仅能够有效地激发参与者的积极性，也能进

一步增强他们的学习动力，又能很好地提高学习的

趣味性。奖励的设置要多方面多角度，比如：品德高

尚的、训练积极的、乐于助人的等现象，及时发现及

时奖励表扬。针对学生可以颁发运动装备、运动器

械、奖牌、奖状、奖杯。比如：奖牌可以分金色、银

色、铜色，标注不同奖项名称。对表现突出和贡献大

的学生可以结合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给所有社团

做出榜样，无论奖的大小要让大部分小朋友都能获

得奖励，并从中获得幸福感和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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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加强体育社团安全保障 
高校要联合当地红十字会为全体教师、学生进

行急救培训，使每位工作人员会做心肺复苏，会使

用 AED 除颤仪。当事故出现时，在第一时间能够做

出有效的急救手段。同样一些紧急事故的讲解，也

能提升学生们的安全意识。主管教高校长、老师要

时刻谨记安全第一的原则，在科学的方法下进行正

确的热身、放松等活动，使学生养成课前热身、课后

拉伸的运动习惯，把运动风险控制在最低水平[9]。 
4 结语 
高校学生喜欢参加体育社团活动，对于社团的

开展，高校领导和家长保持着开放欢迎的态度，但

组织形式以教师个人为主，没有硬性要求开展的种

类和数量。针对以上问题，建议高校领导要重视并

观念转变，成立专门的社团管理机构，拓宽协会经

费来源，建立健全考核激励机制，加强各方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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