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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青少年阳光体育运动开展现状与分析

马春林

( 华东交通大学 体育学院，南昌 江西 330013)

摘要: 切实推进江西省青少年阳光体育运动的广泛开展，依据三部委对开展阳光体育运动的相关要求，通过对江西省 29 所
各类学校阳光体育运动开展现状的问卷及实地走访调查。结果发现: 小学阶段及地处乡镇学校的青少年对阳光体育运动
开展认知程度较低; 在 29 所学校中仅有 12． 7% 青少年能够保证每天参加一小时的锻炼，70% 左右的青少年没有达到掌握
两项体育技能的基本要求; 部分学校开展阳光体育运动的相关激励、评价等制度不健全，有待完善。建议有关部门和学校
采取积极有效地措施进一步推进阳光体育运动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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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4 月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联合发起“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计划，并要

求:“用 3 年时间，使 85%以上的学校能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使 85% 以上的学生能做到每天锻

炼一小时，达到《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及格等级以上，掌握至少两项日常锻炼的体育技能，形成良好的体育

锻炼习惯，切实提高体质健康水平”［1］。为了切实推进江西省青少年阳光体育运动的广泛开展，吸引广大

青少年学生走向操场，走进大自然，走到阳光下，积极参加体育锻炼，2007 年 5 月 22 日，江西省“青少年学

生阳光体育运动”在南昌全面启动。
开展阳光体育运动，学校是主要阵地，也是青少年参加阳光体育运动的主要场所［2］。为此，在全国阳

光体育运动全面启动一年后，笔者依据三部委对开展阳光体育运动的相关要求，对江西省部分大、中、小学

学校进行了问卷及实地走访调查，希望了解和掌握目前江西省青少年阳光体育运动开展的现状，从中发现

存在的问题，为有关决策部门提供一些可靠的参考依据，为更好、更有效地实现阳光体育的目标服务。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本文随机调查了江西省 5 个行政区学校的 4 所普通高校、12 所普通完全中学、13 所小学，年龄在 12
～ 25 岁 1 200 名青少年学生( 其中男生 660 人，女生 540 人) 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1． 2 研究方法

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问法、数理统计法。

2 结果与分析

2． 1 江西省青少年参加阳光体育运动的认知态度

自 2007 年“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启动以来，中央和地方各类媒体都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报道。
江西省教育厅、体育局、共青团委也积极通过多种渠道，在校园、社区、街道等区域进行了积极地、广泛地宣

传，并且组织了“我与奥运同行”冬季长跑等各类体育活动来营造阳光体育运动的社会氛围。
本文通过对 1 200 名青少年问卷调查发现，有 89%青少年对全国阳光体育运动的开展内容基本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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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有 93%的学生认为，开展阳光体育运动是“非常有必要”的。由此表明，江西省有关教育部门对阳光

体育运动的努力宣传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开展阳光体育运动得到了大多数青少年的认同和肯定。但是调

查中也发现: 江西省青少年对阳光体育运动开展的认知态度呈现出由高年龄段向低年龄段递减的趋向( 大

学生 85% ; 中学生 67% ; 小学生 52% ) ; 南昌、九江等经济较发达地区青少年对阳光体育运动认知程度较高

( 平均认知程度 83% ) ; 而地处乡镇、农村中小学学生平均认知较低为 65%。分析原因认为: 高年龄段青少年

较为关注自己的身体素质、体形等状况; 经济较发达地区开展阳光体育运动社会关注程度较高，青少年体育

运动氛围较好，阳光体育相关知识获得信息渠道较多。因此，青少年能够获得较多的信息和正确引导。
2． 2 江西省青少年参加阳光体育运动的基本物质情况与分析

2． 2． 1 江西省各类学校场地、器械设备经费投入情况

加大对学校体育场馆设施、器械设备以及体育师资的经费投入，对于改善学校体育教学的物质环境，

丰富学校文化体育活动，推动阳光体育运动的开展有着重要的作用［3］。
本课题所调查的 29 所各类学校人均占有场地面积为 2． 57 m2，人均投入体育经费为 2． 64 元。由表 1

可以看出: 江西省普通高校人均占有场地面积仅为 4． 1 m2 /人( 教育部规定普通高等学校体育场馆面积基

本标准为 5． 0 m2 /人) ，而普通中小学人均场地面积则更低，分别为: 普通中学 2． 7 m2 /人，小学 0． 93 m2 /
人。而江西省各类学校体育器械不足的现象比较普遍，其中 13 所小学体育器械平均达标率仅为 34%。
调查还发现: 学校配备器材当中，田径类器材相对齐全，能够配备有一定数量的篮、排、足球，但是小球类

( 如羽毛球、乒乓球) 器械配备严重不足。而且，体育器材、设施破损现象较为普遍，部分还存在有安全隐

患。其主要原因就是体育经费投入不足，这也是困扰江西省学校体育工作的主要难题之一。如表 1 所示，

江西省各类学校体育经费投入人均水平均处在 5 元 /人以下，低于全国 8 元 /人的平均水平。尽管近年来

江西省政府部门加大了教育经费的投入( 2008 年经费投入 336 亿元) ，但是，江西省教育物质基础总体薄

弱，投入仍满足不了实际的需求，而对于体育经费的投入更是有限。
表 1 江西省各类学校场地、经费、体育师资等情况统计表

类别 场地面积
/m2 /人

体育器械达标率
/%

体育经费投入
/元 /人

体育师资配备
达标率 /%

普通高校 4． 10 79 4． 48 74
普通中学 2． 70 64 2． 37 56

小学 0． 93 34 1． 08 34

2． 2． 2 江西省各类学校体育师资基本情况

作为阳光体育运动实施的主要组织者，体育教师数量的缺乏，对阳光体育运动的积极开展将会产生一

些不良的影响。从表 1 中我们可以看出，江西省各类学校体育师资配备平均达标率为 55%，中小学体育

师资达标率分别为 56%，34%，说明各类学校体育师资还存在着较大的缺口，尤其部分经济落后地区的小

学存在有无专业体育教师的问题。另外，阳光体育运动倡导体育教师能够融入学生群体，参与学生活动，

图 1 江西省中小学校体育师资年龄构成图

发挥引导作用，带动学生共同参与阳光体育运动。但

是，调查发现中小学体育教师老龄化现象严重( 如图 1
所示) 36 岁以上的体育教师占到 57%。分析原因认

为: 长期以来，中小学阶段体育教师工作强度较大、待
遇低，拖欠工资现象时有发生，致使青年教师流失严

重，尤其农村中小学师资流失问题突出。尽管江西省

政府设立专项资金，对艰苦边远地区农村中小学教师

发放特殊津贴，提高工资待遇。但是从根本上解决体

育师资流失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农村教师的工资

水平，确保不拖欠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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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江西省青少年参加阳光体育运动基本情况与分析

2． 3． 1 青少年参加阳光体育运动活动次数、时间、体育技能掌握情况

阳光体育运动要求:“青少年每天至少锻炼 1 小时，至少掌握 2 项日常锻炼的体育技能”［1］。由表 2
可以看出，江西省青少年参加阳光体育运动锻炼的每周活动次数主要为 3 ～ 5 次，接近于 50% 的比例。然

而每周锻炼能够达到 6 次以上的各阶段青少年平均只有 12． 7%，中学生只有 6%。且锻炼活动大多持续

时间在 60 分钟以内。由此说明，在阳光体育运动开展一年以来，实现青少年每天能够至少锻炼 1 小时要

求的还有较大的差距。尤其需要提高处于中学阶段的青少年和各类学校的女学生参加阳光体育运动的活

动次数和活动时间。而从江西省青少年掌握体育技能情况调查来看，平均有 70% 左右的青少年没有达到

掌握两项体育技能的基本要求; 其中有 63% 的小学生不掌握任何体育技能。分析原因认为: 中小学生课

业较重，课外无暇锻炼; 高校大学生虽然学业负担较轻，但是大学丰富、多元的校园生活，很难使得大学生

们能够坚持每天进行 1 小时锻炼。而小学阶段大部分青少年不曾掌握 1 项体育技能的现象反映出，目前

江西省小学体育教育工作尚有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场地、师资、经费等。
表 2 江西省大、中、小学学生活动次数、强度、体育技能掌握情况统计表

类别
每周活动次数 每次活动时间( min) 掌握体育技能情况

2 次以下 3 ～ 5 次 6 次及以上 ＜ 30 30 - 60 ≥60 0 项 1 项 2 项 3 项及以上

大学生 38% 51% 11% 27% 43% 30% 6% 45% 34% 15%
中学生 54% 40% 6% 38% 52% 10% 27% 38% 31% 4%
小学生 31% 48% 21% 32% 36% 32% 63% 31% 5% 1%

男生 39% 46% 15% 24% 45% 31% 16% 46% 29% 9%
女生 47% 43% 10% 43% 41% 16% 35% 43% 19% 3%

2． 3． 2 青少年参加阳光体育运动的主要途径及基本情况

据调查，江西省青少年参加阳光体育运动的主要途径是参加学校“两操一课”和课外体育锻炼。因

此，开展学校体育教学和课外锻炼是增强青少年体质，实施阳光体育运动计划的重要途径。因而，确保学

校体育课的开足率，并有效地组织体育教学，积极组织课外体育锻炼，是实施阳光体育运动的基础。
调查发现，江西省各类学校能够按照教育部有关要求基本保证开足体育课，但是，在对体育课教学组

织形式的调查中发现( 如表 3) : 部分学校体育教学成放任状态，较少组织教学活动，尤其中小学体育课教

学问题比较突出。分析原因认为: 一方面是受学校体育场地、器材待方面限制，学校体育正常教学无法展

开造成的; 另一方面就是部分学校长期轻视体育教育，放松体育课要求，从而影响了体育教师工作积极性，

造成教师上课不负责任现象普遍存在。因此，相关学校应切实的开展阳光体育运动，改善体育教学环境，

加强对体育课的监督，保证正常教学的开展。
表 3 江西省学校体育课、课外锻炼组织基本情况表 %

类别 课时
开足率

体育课教学组织形式

完全组织
教学

无教学
组织

教学与
活动相合 自由安排

课外体育锻炼组织形式

体育
俱乐部 业余训练 社团活动 其它

普通高校 94 31 14 55 32 26 10 24 8
普通中学 86 36 34 30 46 2 12 24 26

小学 89 14 56 30 45 1 10 6 38

( 注: 其它，是指青少年参加校外各类体育组织及活动)

课外体育锻炼活动是开展阳光体育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组织好课外体育活动，确保学生每天能够

参加体育运动 1 小时，是实现阳光体育运动目标的根本保证。为此，本课题对江西省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

的组织活动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 江西省青少年参加课外体育锻炼形式多样，主要为参加校内各种

体育社团、俱乐部和参加业余训练，以及校外的各种体育培训班、健身馆等。但是，仍有相当比例的青少年

未能加任何课外体育锻炼活动组织，调查其原因主要为: ( 1 ) 学业负担太重; ( 2 ) 学校无此方面的要求;

( 3) 沉迷网络游戏。由此可见，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加强课外体育锻炼组织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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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江西省各类学校阳光体育运动组织及制度建设情况

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 3 部门要求: 各级教育、体育行政部门和共青团组织要成立相应的

阳光体育运动领导组，各学校要成立以校长牵头的领导小组，并制定实施细则; 建立能够保证青少年每天

参加体育锻炼一个小时的制度; 以全面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为基础，建立和完善标准的测试结

果记录体系; 建立“评优达标”评比表彰制度等。
在对江西省各类学校阳光体育运动相关制度建设相关情况的调查( 表 4 所示) 可以看出，江西省各类

学校能够积极落实阳光体育运动的要求，成立阳光体育运动领导小组，建立阳光体育运动实施细则和活动

方案及评比表彰等相关制度。然而，能够建立学生体质档案的中小学分别只有 48%和 31%。经调查其主

要原因为中小学在校学生相对体育教师人数众多，又受场地、器械等限制，体质测试工作量较大，从而难以

保证有质量的完成测试工作，建立真实有效地的学生体质档案。而这必将挫伤学生体育锻炼的积极性，使

得评比表彰制度流于形式。因此，建设中小学学生体质档案工作，建立和完善相关奖励制度还需要付出更

多的努力与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
表 4 江西省大、中、小学校阳光体育运动相关制度建设情况表 %

类别 成立领导小组 建立阳光体育
运动实施细则

建立学生
体质档案

建立评比
表彰制度 其它相关制度

普通高校 86 83 100 86 21
普通中学 69 73 48 71 13

小学 64 66 31 57 7

3 结论与建议

3． 1 结论

( 1) 江西省青少年对阳光体育运动开展具有较高的认知程度，有 89% 青少年对阳光体育运动的基本

内容有所了解，并且有 93%的学生认为，开展阳光体育运动是“非常有必要”的。
( 2) 江西省青少年参加阳光体育运动锻炼的每周活动次数主要为 3 ～ 5 次，接近于 50% 的比例。然

而每周锻炼能够达到 6 次以上的各阶段青少年平均只有 12． 7%，中学生只有 6%。且锻炼活动大多持续

时间在 60 分钟以内。
( 3) 体育场馆设施、器械设备、经费投入以及师资等等都是开展阳光体育运动，增强学生体质，丰富学

校文化活动的物质基础，对于学校体育教学、青少年课外锻炼有着重要的作用。而江西省各类学校人场地

占有面积少，体育器械不足的现象比较普遍，学校体育经费投入人均水平均处在 5 元 /人以下，低于全国 8
元 /人的平均水平。另外，在中小学校体育师资还存在着较大的缺口，农村中小学师资流失问题严重。

( 4) 江西省各类学校体育课教学能够正常开展，但是部分中小学体育课挤占现象较为普遍，部分学校

缺乏对体育课教学的监督，缺乏对学生课外锻炼的有效组织，相关激励、评价等制度不健全，使得学生成自

由放任状态。
3． 2 建议

( 1) 江西省青少年参加课外体育锻炼形式多样，但是仍有相当比例的青少年未能参加任何课外体育

锻炼活动组织。课外体育锻炼活动是开展阳光体育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组织好课外体育活动，确保学

生每天能够参加体育运动 1 小时，是实现阳光体育运动目标的根本保证。
( 2) 各教育部门、体育行政单位加大宣传阳光体育运动的力度，建立建全阳光体育运动的相关激励制

度和评价制度; 加大体育经费投入，改善学校体育教学的物质条件; 严格执行国家有关体育课时的规定，开

足体育课; 深化体育教学改革，认真组织实施“全国中小学生课外文体活动工程”，大力推行大课间体育活

动，积极创建青少年快乐体育园地。
( 3) 推动校园体育文化建设，依托开展阳光体育运动所形成的特殊文化氛围，构建校园阳光体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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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探索并建立适合本地、本校开展的阳光体育运动长效机制，确保阳光体育运动的持续性，从而促进青少

年参加阳光体育运动锻炼效果的长效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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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and Analysis on Status Quo of Youth Sunshine Sports in Jiangxi

Ma Chunlin

(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13，China)

Abstract: To effectively promote extensive developing of Jiangxi youth sunshine sports，according to the require-
ments of three ministries about carrying out sunshine sports，questionnaires and investigation in 29 various schools
in Jiangxi are conduc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awareness of youth in the primary schools and town schools is low．
Only 12． 7% youth in 29 schools can guarantee to participate in a one - hour exercise，70% can not meet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mastering two physical skills． Some schools have no complete related incentives and evalua-
ting system which should be perfected． Some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for the related departments and schools to
take positive and effective measures to promote sunshine sports．
Key words: youth; sunshine sport; status 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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