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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郭赛（2019）在《终身健身视角下高校体育教学策略

探究》中提到在我国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

“大健康”理念成为主导我国高校体育教学创新、提升内

涵和品质的一个重要方面，而“终身健身”作为一种新型

的体育教学理念与“大健康”理念存在着深度的契合。终

身健身理念有利于培养高校学生的健康意识、有利于提高

高校学生的体育知识水平、有利于提高高校学生的体育技

能。“终身健身”视角下高校体育教学创新可以尝试人本

导向的身心健康教学目标策略、树立起兴趣导向的教学思

路、以发展学生的创造力为核心的教学思路等 [1]。苟鹏雅

（2018）在《渭南市临渭区高中非体育青年女教师体育锻

炼状况发展研究》中提出教师的身心健康是确保教育事业

顺利开展的重要前提，是确保我们党事业后继有人、确保

社会主义事业发达兴旺的关键所在 [2]。

目前，对大学机关单位教职工这一特定人群体育健身

参与情况的研究并不多。本研究对云南师范大学机关单位

教职工的体育健身参与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目的在于了解

和掌握云南师范大学机关单位教职工的体育健身参与情况，

发现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为有关职能部

门提供理论参考。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云南师范大学机关单位教职工的体育健身参与情况

作为研究对象。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本论文通过查阅大型数据库，中国知网（CNKI)、百

度百科、万方数据资源系统等查阅大量的有关提高教师健

康水平的健身对策、教师健康状况及体育锻炼情况进行调

查的相关文献资料，为本次的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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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问卷调查法
随机对云南师范大学机关单位教职工进行了问卷调查，

考虑到教职工的工作原因，问卷采用当场发放当下回收的形

式（直接去行政楼发放问卷）确保问卷的回收率。发放问卷

总计 100 份，回收问卷 88 份，回收率 88%，其中有效问卷

88 份，有效率为 100%。

2.2.3 数理统计法
将调查问卷所取得的数据录入电脑，用 WPS(2019）软

件对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确保研究结果更加清晰可靠。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云南师范大学机关单位教职工基本情况
为了让大家更加具体和系统地掌握云南师范大学机关

单位教职工体育健身参与的情况，对云南师范大学机关单位

教职工的基本情况进行介绍；在本次问卷调查中，从各方面

对教职工体育健身参与情况进行分析，从而掌握各因素对机

关单位教职工体育健身参与的影响。

云南师范大学机关单位教职工性别、年龄统计见表 1。

表1 云南师范大学机关单位教职工性别、年龄统计表（N=88）

30 岁及以

下
31-40 岁 41-50 岁 51-60 岁 总计

  N   %   N   %   N   %   N   %   N   %

男 6 43 14 39 14 39 2 100 36 41

女 8 57 22 61 22 61 0 0 52 59

总计 14 100 36 100 36 100 2 100 88 100

表 1 调查数据得知，云南师范大学机关单位教职工年

龄阶段集中在 31~50 岁，这些教职工们是教师行业中的中

坚力量，其体育健身参与更是直接影响到各学院老师和云南

师范大学全体学生体育健身参与的积极性。

3.2 云南师范大学机关单位教职工体育健身参与情
况调查
3.2.1 教职工近半年是否持续参与体育健身

图 1   近半年是否持续参加体育健身参与

Fig.1 

从图 1 可以看出，近半年有 41% 的机关单位教职工持

续参与体育健身，远远没有达到体育健身参与的标准。体育

健身参与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坚持参与体育健身，才能

取得有益身心健康，达到增强体质的作用。希望云南师范大

学机关单位教职工作为终身运动的宣传员。

3.2.2 参与锻炼项目
根据图 2 显示，表明教职工体育健身参与项目首选是

小球类项目，有 42 位教职工选择了小球类，类似于羽毛球、

乒乓球、网球等项目，看来国球深受教职工们的欢迎，加上

小球易携带，轻巧，方便，多为两人及两人以上活动，教职

工这一特殊职业，工作内容繁，在精力充沛的情况下，小球

类项目是他们的首选；总体来说，云南师范大学机关单位教

职工选择体育健身参与项目类型多样。因为多样性的体育健

身参与项目可以给予个体新鲜的刺激，让教职工对体育健身

参与充满渴望，促进全民健身。

图 2 体育健身参与项目统计

Fig .2

3.2.3 教职工每周体育健身参与频率
表 3 不同性别教职工参与体育健身频率（N=88）

男 女 总计
N % N % N %

不锻炼 9 25 19 36.5 28 31.8
每周 1-2 次 22 61.1 30 57.7 52 59.1
每周 3-4 次 5 13.9 3 5.8 8 9.1

4 次以上 0 0 0 0 0 0
总计 36 100 52 100 88 100

根据表 3 调查数据显示，云南师范大学教职工体育健

身参与的频率主要集中在每周 1-2 次，根据当下机关单位教

职工的现状，很多教职工把主要的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了教

学、科研、职称评定中，且有一部分教职工也在利用自己的

空余时间去做自己所存在的比赛、裁判、训练等，综合工作

的安排是使的教职工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参与到体育健身

当中，进而就达不到体育健身的效果。所以，应当鼓励机关

单位教职工积极投身参与到体育健身当中，引导他们形成体

育健身习惯，为自身的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

3.2.4 教职工体育健身方式
根据表 5 调查数据显示，云南师范大学机关单位教职

工体育健身参与的主要方式是陪伴。其中主要集中在与同事

或朋友一起（72.7%），其次为与家人 1 在一起（25%）。

不管是女教职工还是男教职工首选的都是与朋友一起参与

体育健身，在当下这个网络发达的 21 世纪，人文除了工作

以外，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在网络或微信、抖音等交流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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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了和家人以及朋友们的面对面交流。

综上所述，在体育健身的过程中，更有利的是陪伴健身。

只因健身者之间会相互督促，相互陪伴，相互激励，可以达

到满足自身参与健身坚持的需求，形成长期体育健身的良好

习惯。

表 5 教职工体育健身参与不同方式统计表（多选 N=88）

男

N         %
女

N        %
总计

N       %

与朋友或同

事一起
22 25 42 47.7 64 72.7

与亲人一起 10 11.4 12 13.6 22 25

参加体育

比赛
6 6.8 5 5.7 11 12.5

参加健身房

课程
3 3.4 6 6.8 9 10.2

自己锻炼 7 8 6 6.8 13 14.8
参与社会体

育协会组织
4 4.5 0 0 4 4.5

自发群体

健身
2 2.3 6 6.8 8 9.1

其他 3 3.4 5 5.7 8 9.1

3.2.5 教职工参与体育健身场地

表 6 教职工体育健身场地统计表（多选 N=88）

男 女 总计

N % N % M %

校内体育馆 13 14.8 21 23.9 34 38.6

社区内的体育

场地
6 2.3 8 9 14 15.9

校外体育馆 8 9 10 11.4 18 20.5
健身房 3 3.4 6 6.8 9 10.2
公园 6 6.8 12 13.6 18 20.5
家里 6 6.8 8 9 14 15.9
其他 4 4.5 7 8 11 12.5

根据表 6 调查数据显示，校内体育场馆是教职工进行

体育健身的首选场地，这是因为云南师范大学具有两个体育

场馆，场地设施齐全，硬件好，东区室内各项体育运动场馆，

西区有较大的足球场，塑胶跑道等设备较好的室外场馆，有

独立的健身房和游泳馆。但是，在云南师范大学良好的体育

健身设施齐全的情况下，教职工参与体育运动的频率较低，

我们要思考，是否教职工综合工作太多，平常根本没有时间

进行体育健身。

4 结论及建议

4.1 结论
①在云南师范大学机关单位教职工体育健身参与的判

定中，教职工参与体育健身总体程度不高。数据统计分析中，

健身频率，健身达标率低，健身持续时间集中，近半年持续

参与体育健身一般。

②在教职工的不同性别方面，体育健身参与的健身频

率和强度选择具有明显的差异。

③云南师范大学机关单位教职工体育健身参与项目项

目选择大部分集中在小球内，健身方式主要是陪伴健身。健

身场所首选是校内体育馆。

4.2 建议
①针对云南师范大学机关单位教职工当下的体育健身

参与情况调查。学校可以尝试一些强制性的政策。例如，利

用手机 APP 设置每学年或每学期体育健身频率、持续时间、

健身强度分布的要求，督促云南师范大学教育机关单位教职

工积极参与体育健身。

②针对云南师范大学机关单位教职工当下的体育健身

参与情况调查。学校可以尝试一些强制性的政策。例如，利

用手机 APP 设置每学年或每学期体育健身频率、持续时间、

健身强度分布的要求，督促云南师范大学教育机关单位教职

工积极参与体育健身。体育健身参与习惯形成社会和学校方

面，在社会方面应组织机关单位教职工参与健身习惯、健康

生活的主题讲座，并定期组织教职工们进行友谊赛，提高教

职工的体育健身，激发教职工体育健身兴趣，营造良好的健

身氛围。

③学校要适当减轻教职工们的工作量，或是加派人手。

高度重视教职工的工作压力以及心理发展，适宜的减轻高压

环境，分工明确，杜绝产生教职工阶级分化，影响教职工心

理发展不平衡，最终导致学生和学校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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