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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北部小城镇体育人口现状调查
Investigation on Current Condition of Sports Population

in Small Towns in Northern Jiangsu Province

张文静 ,邹玉玲

ZHANG Wen-jing , ZO U Yu-ling

摘　要: 运用文献资料调研、问卷调查和数理统计等方法 ,对江苏省北部地区小城镇体育人口现

状进行调查研究。 结果表明 ,江苏省北部地区小城镇居民中体育人口占 12. 7% ;他们参与体育

活动动机的前 3位是: 为了增强体力和健康、喜欢体育活动、为了精神情绪的修养和改善 ;体育

人口参加运动项目前 3位分别是:走和跑步、乒乓球、足篮排等球类运动。
关键词: 江苏 ;北部地区城镇 ;体育人口 ;调研

Abstract: By using the me thod of documentar y investig ation, questionnair e and mathematical

sta tistic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ur rent condition o f spor ts population in small towns in

no rthern Jiangsu prov ince. The result show s that spo rts population is 12. 7% in small tow ns,

the mo tiva tions of pa rticipa ting in phy sica l activity a re to increase body h ea lth, keep spo rts habit

and adjust mental sta tus. The fir st th ree activities fo r spo r ts popula tion ar e w alking, running

and table ten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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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就体育人口而言 ,国际上制定体育人口的标准差异较

大 ,本文采用符合我国居民实际情况的、可行的判定标准:每

周身体活动频度 3次 (含 3次 )以上 ;每次身体活动时间 30

min以上 ;每次身体活动强度中等以上 [7]。 本文小城镇是指

建制镇和集市镇 ,建制镇是指镇政府所在地 ,集市镇是指工

业、商业和服务业比较发达的村镇。本文在严格、科学抽样调

查的基础上对江苏省北部地区小城镇体育人口及其参与体

育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描述与分析。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 1　研究对象

本文调查地区是《 2001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课题组

按分层随机抽样所抽取的江苏省北部地区的阜宁、东台、淮

安、东海等地的 16个小城镇 ,然后采用 PPS抽样抽取 536个

家庭 ,并确定符合条件的 536个调查对象 ,其中 528个有效

个案 ,所有调查对象均是调查员采取入户调查 ,当面填写问

卷。

2. 2　研究方法

2. 2. 1　文献资料调研

查阅近年来有关我国体育人口的著作和论文。

2. 2. 2　问卷调查

问卷采用 2001中国群众体育调查课题组制定的《中国

城乡居民参加体育活动情况调查问卷》 ,所提问题和所设答

案均经过社会学专家和体育管理专家多轮评价和修改 ,符合

效度检验的要求。 2001年 7月实施入户调查 ,调查对象是江

苏省北部地区 16岁以上的小城镇居民。

2. 2. 3　数理统计

调查所获数据均在 SPSS11. 0软件包上处理。

3　结果与分析

3. 1　江苏省北部地区小城镇体育人口基本情况

3. 1. 1　性别结构

调查结果显示 ,江苏省北部地区小城镇居民曾参加体育

活动的人口占调查对象的 50. 6% ,但符合我国体育人口标准

的只有 12. 7% ,比全国体育人口的 18. 3%的比例低 5. 6%。

在江苏省北部地区小城镇 16岁以上的体育人口中 ,男

性占 74. 6% ,女性占 25. 4%。 与我国体育人口性别结构相

比 ,江苏省北部地区小城镇男性体育人口比例高于全国体育

人口中男性比例 ( 56. 6% ) ,女性体育人口则低于全国体育人

口中女性的比例 ( 43. 4% ) ,性别比例严重失调。

3. 1. 2　年龄结构

人口年龄结构所反映的是各个年龄组在总人口中所占

的百分比。 调查表明 ,江苏省北部地区小城镇体育人口的年

龄结构呈年轻型的基本特征 ,且随着年龄增大 ,体育人口比

例呈逐渐下降趋势。 30岁以下体育人口占体育人口的比例

最高 , 41岁开始呈下降趋势。 这种状况的形成是我国社会、

家庭结构所致 ,在我国小城镇居民中 ,由于青年人的体育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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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较强 ,参与体育的热情较高 ,而中老年人则由于经济条件、

体育意识等原因 ,参与体育活动人数较少。因此 ,如何引导广

大 41岁以上中老年参加体育活动也成为我们今后群众体育

工作的重要方面。

3. 1. 3　民族分布

本次调查显示 ,汉族在江苏省北部地区小城镇体育人口

中占 100%。这与江苏省少数民族人口的数量较少有关系 ,同

时也说明少数民族的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人数较少。

3. 1. 4　文化程度

在被调查的对象中 ,江苏省北部地区小城镇体育人口的

文化程度主要集中于初中、中专 (含高中 )、大学这 3个层次 ,

其比例分别为 26. 9% 、 38. 8%和 28. 4%。与全国体育人口文

化程度 (初中、中专和大学比例为 16. 6% 、 27. 4%和 35. 9% )

相比 ,江苏省北部地区小城镇体育人口文化程度中 ,初中和

高中学历比例高于全国水平。 这与该地区经济发达程度有

关 ,许多高学历者往往毕业后不回家乡。 如何引导当地高学

历人群参与体育活动是提高体育人口面临的重要问题。

3. 1. 5　职业分布

江苏省北部地区小城镇体育人口中有职业者占 82. 1% ,

无职业者占 17. 9% ,无职业者中离退休人员占 66. 7% ,这在

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影响群众参与体育的社会条件中 ,时间是

一个主要因素。 离退休老人有充足的时间 ,有稳定的经济保

障 ,有强烈的健康需求 ,有较高的体育意识。 所以 ,他们必定

在体育人口中占有相当的比例。 在有职业者的体育人口中 ,

科教文工作者比例最高 ,其次是管理人员和学生。 管理人员

比例较高 ,主要原因是经济原因 ,一定的经济基础是保证居

民参与体育活动的前提。 学生比例之所以较高 ,是因为学生

这一群体正处在高中阶段 ,是属于当然体育人口。 科教文工

作者比例最高 ,这与他们群体有较好的体育意识和经济条件

因素有关 ,作为科技载体的科教人员的健康水平 ,对经济和

社会发展起着主要作用。 我们今后要继续贯彻《全民健身计

划纲要》提出的“积极为知识分子创造体育健身条件 ,提倡和

推广适合其工作特点的体育健身方法 ,重视对中高级知识分

子进行健康检查和体质测定工作”。

表 1　江苏省北部地区小城镇体育

人口职业分布统计一览表

体育人口%

工人 14. 6

管理人员 20. 0

科教文工作者 23. 6

直接服务人员 20. 0

学生 21. 8

总计 100

3. 1. 6　家庭情况

江苏省北部地区小城镇体育人口中已婚者占 67. 2% ,未

婚者占 31. 3% ,丧偶未再婚占 1. 5%。 本次调查中把家庭类

型分为 7种类型 ,即单身、夫妇家庭、单亲家庭、核心家庭、主

干家庭、联合家庭和其它。调查显示 ,核心家庭在该地区体育

人口中比例最高 ,占 53. 7% ,其次为夫妇家庭和主干家庭。

3. 1. 7　经济状况

江苏省北部地区小城镇体育人口中个人月收入平均为

619. 48元 ,主要集中在 500～ 1 000元 ,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个人家庭月收入平均在 1 549. 31元左右 ,主要集中在 1 000

～ 2 000元之间。 经分析 ,体育人口与家庭收入有关 ,基本是

呈正相关。

3. 2　参与体育活动的基本情况

3. 2. 1　参与体育活动动机

江苏省北部地区小城镇体育人口参与体育活动动机前 3

位是: 1)为了增强体力和健康 ; 2)在学生时代就喜欢体育活

动 ,并养成习惯 ; 3)为了精神情绪的修养和改善。此外还有部

分人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运动能力、为了散心解闷、消遣娱乐。

表 2　江苏省北部地区体育人口参加体育活动动机统计一览表

选　　　项　　　　 序号 选中%

为了增强体力和健康 1 28. 8

为了散心解闷、消遣娱乐 2 8. 7

感到运动不足 3 3. 2

为了精神情绪的修养和改善 4 11. 9

为了和朋友、同伴的交流 5 8. 7

为了美容、减肥、健美体形 6 5. 9

为了增加社会交往或与家人接触 7 4. 1

为了提高自己的运动能力 8 10. 5

陪伴子女参加体育活动 ,使他们能有健
康的身体

9 4. 1

在学生时代就喜欢体育活动 ,并养成习
惯

10 13. 6

因为体弱多病 11 0. 5

总计 100

　　在维持健康的手段上 ,体育人口首先想到的是进行体育

活动 ,非体育人口想到的是补充营养保健品、改善生活规律

和加强营养等非体育手段。

3. 2. 2　体育行为情况

调查显示 ,江苏北部地区小城镇体育人口参加体育活动

项目依次为: 1.长走、跑步 ; 2.乒乓球 ; 3.足、篮、排等球类运

动 ; 4.羽毛球 ; 5.各种体操 ; 6.游泳。 在选择项目上具有简便

易行、开展广泛的特点 ,由于地域上的特点 ,网球及冰雪项目

在本次调查中 ,选中率为 0。

表 3　江苏省北部地区体育人口参加体育项目统计一览表

　　项目 序号 选中%

各种体操 1 8. 7

长走、跑步 2 18. 8

交际舞、体育舞蹈 3 2. 4

游泳 4 7. 7

气功、太极拳 5 2. 9

乒乓球 6 15. 9

羽毛球 7 13. 0

网球 8 0

冰雪运动 9 0

跳绳 10 3. 4

武术 11 1. 9

跳民间舞蹈 12 0. 5

足篮排等球类运动 13 13. 6

台球、保龄球 14 2. 9

地掷球、门球 15 0. 5

健身器活动 16 5. 8

登山 17 1

其它 18 1

(下转第 18页 )

15

张文静 ,等: 江苏北部小城镇体育人口现状调查



专业知识较低等问题 ,阻碍了城市体育的发展 ,建议高等体

育院校应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养力度 ,职能部门应加强

对非专业高学历人员进行专业培训 ,使城市社区体育获得新

的发展。

3. 根据市民参加体育活动的空间特征 ,科学规划住宅环

境 ,多建简易、实用性强的体育锻炼场所和安装健身设施 ,同

时加强学校体育场地的开放。 在新建居民区、开发区应留有

空地、草坪以利市民的健身活动。 在拆低建高及新建楼房设

计时 ,要考虑健身器材的安放。高档住宅要考虑健身房间 ,以

满足居民健身发展的需要。

4. 建立和健全社区体育的组织管理体制、法规制度和体

育的科学保障系统 ,积极倡导家庭体育 ,促进居民的体育消

费 ,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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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北部地区小城镇体育人口活动场所前 3位是: 1)

单位的体育设施 ; 2)公共体育场所 ; 3)公园、广场。 体育人口

去收费的体育场馆的比例非常低。从该地区体育人口活动的

人际环境来看 ,与朋友同事一起锻炼、个人锻炼和参加单位

组织的锻炼是体育人口的主要活动形式。

江苏省北部地区小城镇体育人口中 13. 4%的人 1年中

参加过 4次或 4次以上的体育比赛或表演 , 86. 6%的体育人

口未参加过 4次以上的体育比赛或表演 ; 56. 7% 坚持每周周

末或节假日进行 1 h的身体锻炼或身体娱乐活动 ; 31. 3%的

人参加体育俱乐部或基层体育组织。

3. 2. 3　活动效果

江苏省北部地区小城镇体育人口在身心各方面的锻炼

效果十分明显 ,其身体和心理的基本情况明显优于非体育人

口。如体育人口中各种慢性病的发病率只有 5% ,远远低于非

体育人口中慢性病的发病率 ;体育人口中呼吸系统、职业病

及消化系统发病率几乎为 0,明显优于非体育人口。

4　结论与建议

1. 江苏省北部地区小城镇体育人口比例为 12. 7% ,低

于全国体育人口的比例。 其中 ,男性占 74. 6% ,女性占

25. 4% ,性别比明显高于全国体育人口性别比 ;体育人口中

16～ 25岁年龄段比例最高 ,其次为 26～ 30岁 ,比例分别为

29. 4%和 16. 4%。

2. 被调查的体育人口首要的参与运动动机是为了增强

体力和健康 ;跑步、乒乓球和羽毛球。他们活动的场所主要是

单位的体育设施、公共体育场所及公园、广场。

3. 与非体育人口相比 ,体育人口在身心健康方面优于非

体育人口。

4. 为提高小城镇体育人口的比例 ,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加

大全民健身活动的宣传力度 ,提高居民的体育意识。 在社区

和乡镇体育活动中 ,强化以体育人口带动非体育人口的作

用 ,尤其针对妇女和中老年人口的宣传及带动 ,使他们更多

地参加体育健身活动。

5. 加大对体育场地和场 (馆 )的投资力度 ,现有体育场所

全方位开放 ,保证居民有足够活动场所 ,同时多开发一些实

用、有趣的健身项目 ,并经常举行社区或基层竞赛 ,提高居民

参与体育活动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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