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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use the questionnaires and the statistics to investigate and research the developing status of the 
Henan ordinary university students intramural sports competition, then put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s 
continuing increasing the investment, stabilizing the basically construction of the sports apparatus, strength-
ening the democratic construction of P.E. association, increasing the opportunities that students can take part 
in sports competition autonomously, deepening innovations, developing various sports competition 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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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问卷法、数理统计法等方法对河南省普通高校学生校内体育竞赛开展的现状进行了调查

研究。提出：继续加大投入保障，夯实体育设施基础建设；加强体育组织民主建设，增加学生自主参

与体育竞赛的机会；深化创新理念，开展多样化体育竞赛项目，普及体育竞赛活动等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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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校内学生体育竞赛是高校体育竞赛的主要方式之

一，由校、院、系、年级、班级、学生社团、体育俱

乐部或单项体育协会等参与组织。学生校内体育竞赛，

不仅丰富了大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增强了大学生的

身体素质，培养了大学生团结、协作、拼搏的精神，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生全面素质的发展。本文通过

对河南省普通高校学生校内体育竞赛的现状进行整体

上的了解与把握，找出河南省普通高校学生校内体育

竞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办法，

为学校体育竞赛在未来时期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帮助和

参考。 

2 研究方法 

在大量查阅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设计问卷，向 19

所河南省普通高校的体育教师、学生发放《“河南省普

通高校学生校内体育竞赛现状与发展研究” （教师问

卷和学生问卷）》表，教师问卷发放 35 份，回收 31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 96.8%；学生问卷发放 500 份，

回收 473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 98.7%。最后采用

SPSS12.0 统计软件对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进行相

关处理。 

3 学生校内体育竞赛活动状况  

3.1 学生校内体育竞赛的组织与参与呈现多重性 

由表 1 可知，体育教学部和学校各级主管体育的

行政部门是学生校内体育竞赛资源的主要所有者，也

是学生体育竞赛的主要责任者，具有组织和举办各级

学生校内体育竞赛的职责。由表 2 可知，在调查对象

中，有 30%的学生选择没有参加过各种类型的校内体

育竞赛，其背后的因素在于，学生的参与既受个人爱

好兴趣的影响，又受限制于自身的运动能力。在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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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学生校内竞赛组织者 

选项 教师人数 百分比 学校数 百分比 

学校各级行政主管部门 18 60% 12 63% 

学生社团 11 37% 6 32% 

松散小群体 0 0% 0 0% 

其他 1 3% 1 5% 

 
表 2 学生加校内体育竞赛活动类型 

 校级 院系级 班级 其他 没参加 

学生参加竞赛活动情况 18% 25% 22% 5% 30% 

 

表 3 学生校内体育竞赛软件状况 

 教师选择 学生选择 

 高 一般 低 高 一般 低 

领导重视程度 30% 43% 27% 27% 56% 17% 

教师参与热情 43% 47% 10% 27% 46% 27% 

学生参加积极性 70% 27% 3% 50% 47% 3% 

竞赛组织水平 37% 50% 13% 17% 80% 3% 

竞赛制度完备程度 37% 56% 7% 13% 80% 7% 

 
校内体育竞赛体系中，校级比赛对参赛学生的要求最

高，学生参与的可能性随之降低，而代表班级参加院

系级的体育竞赛则不会受到太多运动能力的限制。 

3.2 学生参与校内体育竞赛裁判、组织工作的积

极性高 

学生自发组织校内体育竞赛可锻炼他们的能力，

了解体育运动知识，加强与同学和老师的沟通，从而

喜爱体育运动：同时，有助于减轻体育教师的工作负

荷，动员更多的学生参与到体育竞赛中去。通过调查，

有 87%的学生认为本人所在学校有学生参与体育竞赛

裁判和组织工作，只有 13%的学生认为没有学生参与

裁判和组织工作。 

3.3 学生校内体育竞赛硬件相对缺乏 

据调查，我省 34 所高校共有符合标准的各类体育

场地 695 个，总面积 859412m²，其中体育场地面积为

843438m²，建筑面积为 15974m²低于教育部教计字

[79]472 号文件规定的人均 12m²标准。 

3.4 学生校内体育竞赛软件状况较好 

由表 3 可知，教师和学生都不认为本校的整体软件因

素较差，而有相当多的选项认为本校的整体软件状况

较好和一般。从软件状况的具体因素分析来看，教师

和学生都十分看重“教师参与热情”和“学生参加积极

性”的重要性，这充分说明了教师和学生作为我省普通

高校学生校内体育竞赛主体的地位。在对“竞赛组织水

平”和“竞赛组织完备程度”的选择中，教师和学生的选

择也趋向一致性。 

3.5 学生校内体育竞赛项目设置状况 

调查结果显示（见表 4 和表 5），教师选择中，以

下项目排在经常开展项目的前五位：篮球（100%）、

足球（70%）、排球（53%）、田径（50%和乒乓球、长

跑并列）、拔河（47%）；在学生选择中，以下项目排

在经常开展项目的前五位：篮球（77%）、乒乓球

（57%）、足球（50%）、拔河（33%）、长跑（27%）。

这些项目具有以下特点：普通高校大学生喜闻乐见的

球类项目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以篮球、足球和乒乓球

为最；还有一些易于组织、简单易行的项目，如：拔

河和长跑，这些项目对场地设施、经费数量和人员规

模要求较低，技术性含量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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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学生校内竞赛项目设置状况（教师选择） 

 

田径 篮球 足球 排球 拔河 跳绳 武术 长跑 游泳 滑冰 乒乓球 广播操 健美操 其他 

从没有 3% 0% 3% 10% 10% 17% 23% 0% 83% 93% 10% 23% 17% 10% 

不经常 47% 0% 27% 37% 43% 53% 54% 50% 17% 7% 40% 54% 40% 20% 

经常 50% 100% 70% 53% 47% 30% 23% 50% 0% 0% 50% 23% 43% 70% 

 
表 5 学生校内竞赛项目设置状况（学生选择） 

 
田径 篮球 足球 排球 拔河 跳绳 武术 长跑 游泳 滑冰 乒乓球 广播操 健美操 其他

从没有 7% 7% 10% 27% 7% 23% 37 20% 84% 80% 10% 60% 33% 43% 

不经常 80% 17% 40% 56% 60% 67% 50% 53% 13% 17% 33% 37% 47% 57% 

经常 13% 76% 50% 17% 33% 10% 13% 27% 3% 3% 57% 3% 20% 0% 

 

4 改革学生校内体育竞赛现状的具体对策 

针对上述河南省普通高校学生校内体育竞赛的现

状，本文就具体改革办法进行了调查，考虑到教师和

学生在对问题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上的差距，本文以教

师的选择为准。调查结果显示，本文提出的针对性改

革办法得到了广大师生的认同。 

4.1 项目多样化、活动普及化。 

要先在思想上打破“田径运动会”、“精英运动会”、

“高水平运动会”、“正规运动会”、“学生运动会”、“校

内运动会”等陈旧观念；建立起“综合运动会”、“全员

运动会”、“欢乐竞争运动会”、“群体运动会”、“校内

外运动会”、“社区体育节”等新观念，从根本上改变对

校运会的认识，使校运会能根据各地各校的条件多种

模式地发展起来。同时要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增

加活动的普及化程度。运动会的设项至少要达到正规

竞技项目与娱乐项目参半，精英竞赛项目与全体娱乐

项目参半，还要逐步加大后者的比例。 

4.2 组织民主化、增加学生自主参与机会。 

由于普通高校学生校内体育竞赛有广泛的群众

性，工作量大，内容丰富，仅靠体育教师的工作是不

够的，应根据各项体育比赛的特点和要求，在赛前可

以发动和集中一些其他科任教师和学生中的体育骨

干，利用课余时间培训，熟悉有关规则和裁判法，统

一要求和工作方法，明确分工职责，进行现场示范和

裁判实习。同时必须增加学生参与比赛选择性的程度，

既有统一的要求，又要尊重学生的意见，让更多的学

生参与体育竞赛项目设置、活动组织方面的工作。 

4.3 突出健康、快乐体育理念，较少竞技性。 

有 93%的教师和 73% 的学生认为“突出健康、快

乐体育理念，较少竞技性”的对策是可行的。彻底转变

传统的以单一的竞技运动项目作为学校体育唯一内容

的观念，有选择地把适宜于大学生健身的部分竞技运

动项目与健身性、娱乐性、趣味性和地方民族性较强

的大众文化体育项目融合在一起，结合大学生的身心

特点与知识层次，富有创意地开拓那些科学、简便、

有趣的大众化竞赛项目，并以集体项目为主，使学生

在团结的、竞争的、欢乐的气氛中，既达到强身健体

的目的，又能受到集体主义教育，达到学校体育健身

育人的目的. 

4.4 拓宽资金来源、尝试商业化操作。 

学校要适当增加学校体育经费，以解决学生校内

体育竞赛经费的困境。尽管我省普通高校学生校内体

育竞赛在商业化操作上有重重阻力，既有政策和规章

的约束，又有实际操作的难度，但是在现有条件下，

还是要充分利用竞赛活动的无形资产，吸引更多的商

业赞助，增强比赛自身的造血功能，实现比赛活动的

良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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