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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对宜宾市老旧社区

改造中的体育设施的规划以及现状进行分析。在理论层面

上，总结了城市社区中体育设施的规划，思考体育设施规

划的可行性。在实证层面上，通过对宜宾市老旧社区的走

访考证，发现，老旧社区对体育设施的投放仍然不足，进

而梳理了宜宾市老旧社区规划中体育设施的不足，探讨一

个更适合宜宾市老旧社区体育设施规划问题。

老旧社区改造是城市更新一种典型类型，同时随着中

国体育强国的各类政策以及全民健身背景下人们对体质的

越来越重视，这也就越发的使人们不断的增强对体育基础

设施的需求。在宜宾市的老旧社区中，老年人口规模数量

达 60%，这就意味着对体育设施的需求量会更大。

在全民健身和体育强国的政策以及背景下，人们观

念慢慢地开始转变，开始重视体育对人的身心健康和谐发

展的影响，而老旧社区中多数老年人因身体原因，儿少因

伙伴的固定性，大多在一起运动的都是一个社区的，故他

们便不愿到离家很远的体育场馆去训练，所以社区便是

他们进行锻炼活动的场所。体育活动的进行势必要借助

于一些器械与场地去进行，儿少喜欢玩一些球类运动，

老年人便偏向于武术、羽毛球等一些小负荷量的项目。

而这些项目对体育设施的有一定要求，论文通过对宜宾

市老旧社区改造体育设施的合理性进行分析，促进老旧

社区的现代化发展，促进老年人与儿少身心健康的全面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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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调查研究发现，老旧社区经改造后，为满足人们

的日常生活为目的，多在社区中增设停车位。在社区规划中

并未把体育基础设施纳入规划之中，而是更多的空地上则规

划出车位、绿色建筑。在阳光苑社区中有 5000人的人口数量，

其中老年人和儿少占 60%，根据中国老年保障制度以及全

民健身背景下重视儿少的身体素质发展，在阳光苑社区中仅

占 5平方米的体育设施场地是不能满足人们的体育需求 [1]。

与建设完善的社区相比，阳光苑社区中体育设施的建

设不完善，仅有一些基础的设备，这些设备不能满足人们日

益增长的体育需求，儿少对于球类运动有很浓厚的兴趣，而

老年人更偏向一些强身健体的运动，如武术、骑自行车、打

乒乓球等，这些运动都对场地以及器材有一定的要求。在阳

光苑社区中球场以及开阔的场地都不存在 [2]。无法发挥一个

社区的有效效能，不能满足居民对体育设施的需求。

受疫情原因影响，社区周边的学校，大型体育场馆，

都已经不向外部人员开放，没有发挥有效的效能，居民运动

的地方只有附近的公园，且公园不具备开阔的场地以及特定

的运动场地，还有马路边的人行道。因场地等因素的这些影

响，给社区居民带来运动项目形式单一，居民对体育的积极

性不高，对开展全民健身的政策十分不利，同时，这也使得

社区体育的发展得不到好的开展 [3]。

中国法律曾明文规定禁止公共体育设施用于非体育活

动。但是由于社会体育指导员以及社区负责人的不重视，导

致社区内的体育设施遭到破坏，以及没有及时进行管理，认

为体育设施不用进行管理操作以及更新、维护等，导致体育

设施经过风吹雨淋，日益变得老化，这便使这些设施存在一

定的安全隐患，一旦有人使用便会造成意外的伤害 [4]。

按照中国的相关规定每个社区 20/10000的体育社会指

导员，参考阳光苑社区的人口数，以及调查研究，阳光苑社

区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完全不能满足人们的体育需求，同时

依据相关的规定，社区体育设施也应该由社区体育指导员监

管，并设立完整的监管机制，但目前的阳光苑社区，并没有

一个系统的完善的机制监管 [5]。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阳光苑社区居民参加体育活动时

受到体育设施的限制，大部分人不能参加体育活动是因为周

围没有配套的设施器材提供给他们，即使有意向锻炼，也没

有合适的体育设施以及场地给他们开展体育活动，这就使得

一些居民的体育锻炼积极性会逐渐的下降，同时对于培养青

少年的终生体育思想，也会受到限制，社区体育作为一切体

育的基础，没有场地设施，就很难提高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

的积极性 [6]。

老年人以及青少年运动的时间，大多在早上和课余时

间，通过调查发现，早晨锻炼的老年人多为男性，女性老年

人以照顾家庭成员为主要任务。同时，一些男性老年人要送

孩子上学，且老年人起得过早，体育场馆也并没有开门，就

把不能使他们到场馆中运动。青少年参加体育活动一般在课

余时间，学校体育课程为每周二节到三节体育课程，课余时

间内，一些体育场馆又不对外开放，所以青少年便没有场地

进行锻炼，就不能满足青少年身体发展对体育的需求 [7]。

除了一些简单的、难度不高的动作模式之外，体育活

动中大部分动作模式都要求准确，技术动作的不准确会直接

导致机体的损伤，并且长时间地进行错误动作，一旦产生自

动化程度后，纠正过程是一个极其漫长的。阳光苑社区内并

没有聘请或管理人员具有体育社会指导员的资格，这就导致

居民运动时运动风险的系数增高，一旦有受伤居民便会停止

运动导致，居民参加体育的积极性降低 [8]。

社区的体育设施建设是为了提升居民的身体素质，社

区体育是开展体育强国的基础，加大体育设施的建设，满足

社区居民体育需求，促使全民健身成为当代社会老少皆参加

体育活动。同时政府应该介入老旧社区改造中，按照相关的

政策规定，满足社区的体育设施以及人均体育用地的标准。

政府加大投资力度，针对社区的需求，建设相关的体育场地，

对体育场地和体育设施进行合理的配置 [9]。

社区工作人员应该积极地参与到场地设施的维护之中，

而不是建好场地后任由其日晒雨淋，使得体育设施过早的老

化，应该注重体育设施的可持续性发展，随着社会进步的科

学化，居民的健身活动也更加地注重科学，体育设施的建设

应该满足人们对未来体育的需求，不能是这次建设好以后，

下次又重新换新的设备。体育设施的保护，不仅是社区工作

人员的事情，还应该是每个社区居民的事情，社区负责人可

以通过视频宣传保护设施，以及组织相关的体育活动进行对

体育设施的维护 [10]。

阳光苑社区属于回迁房社区，社区内老年人居多，还

有一些租客，占社区内人口大多数，社区的老人多为工人，

他们对体育活动的动作模式、规则并不了解。社区内的租客

多为年轻人，只有下班后休息时间才有时间。根据人口模式

的特点，建设体育设施时应以强身健体、休闲娱乐为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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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一些空阔的场地，减少高投资，高运行的成本，引进一些

大众化的健身器材，使老人以及下班后的居民有健身放松的

地方 [11]。

在全民健身以及体育强国的政策下，政府应该重视居

民的身体素质。同时，建设体育场馆是政府有所作为的第一

步，社区内还有部分青少年，青少年作为国家未来的希望，

更应该重视他们的身体情况，近年来，青少年的近视率越来

越高，身体素质也有所下降，肥胖率上升。这些情况都要求

青少年的提升青少年的身体素质迫在眉睫，青少年进行体育

活动多数爱球类运动，这便对体育设施有一定的要求。此外，

建设的体育场馆要设立完整的监管机制，对体育场馆以及器

材的维护和保养都要做到位。同时，还要根据社区的实际情

况对社区内部设施进行维护更新 [12]。

构建城市社区的全民健身公共体育服务设施已经成为

中国现阶段的一个重大的民生工程 [13]。阳光苑社区作为老

旧社区，但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步伐下，构建一个现代

化满足居民体育需求的社区，是不断迈入社会主义现代化体

育强国的最基本要求，社区的体育设施更新升级，对居民的

身体素质的提升起直接的现实意义。相信，通过对社区体育

设施的不断改造升级，一定可以建设出一个满足居民体育需

求发展的可持续性使用的公共服务体系，从而更好地服务社

区居民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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