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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using document analysis, survey, questionnaire and data statistics to analyze and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some student sports associations in Henan universities, we found some problems existed in some 
sports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student and put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 of development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tudent sports association of Hen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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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分析、访谈法、问卷调查、数理统计等方法对河南省部分高校学生体育社团现状进

行调查分析，发现了目前我省部分高校学生体育社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发展对策，来推动河南省高校

学生体育社团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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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高校体制改革深化和学生素质教育

的不断深入，高校社团正以空前的速度发展，成为校

园文化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它更为同学们提供了施展

才华、展示风采的舞台，使同学们在大学期间更有机

会了解社会、接触社会、发挥个性，培养个人能力。

而体育社团更是高校社团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

分，高校体育社团是指在高校范围内,由大学生自发组

织的、自主参与的,以特定体育活动为载体的群众性体

育组织。[1]体育社团在高校社团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但它又不同于社会体育社团。学校体育社团都是正式

团体而不是非正式团体。[2]高校体育社团同样具有社

团所特有的自发性、非营利性、自组织性等特点,同时

还具有休闲娱乐性、业余性、互助性、松散性、时尚

性等特点。高校体育社团是高校学生社团中最具影响

力和凝聚力的群体，在高校教育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不容忽视。[3] 

本研究将对河南省高校体育社团发展现状进行

调查研究和分析总结，旨在提出合理性发展建议，以

充分挖掘体育社团在体育实践中的积极作用，正确引

导其健康发展。 

1．研究方法 

为了获得河南省高校体育社团发展的第一手资

料，以及更为全面、客观的信息，本研究作者采用文

献调查、走访、问卷调查和数理统计等方式，同时从

教师、学校管理层面和学生层面进行调查研究。 

    本研究对象选取了郑州大学、河南师范大学、河

南大学、河南科技大学、河南农大、河南工业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中原工学院等 8 所河南省内本科院校，

与各高校学校团委、体育部及体育社团组织进行访问

和座谈，并向体育社团学生成员随机发放调查问卷

16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458 份，有效率为 91.1%。 

2．河南省高校学生体育社团现状分析 

2.1 河南省高校学生体育社团项目分布情况 

调查研究显示，河南省体育社团的项目主要是以

下 12 种。其中最受高校学生推崇的是球类项目。按照

曾经参加体育社团的学生数量由多到少依次是：篮球、

足球、乒乓球、健美操、武术、交际舞、羽毛球、排

球和自行车等。（调查问卷中此问题的选择为不定项选

择，因为一些学校学生可以同时参加两个以上的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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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而且每年可以重新申报。）近年来随着高校体育

教育的改革，多元化元素充斥着校园文化，所以一些

时尚项目也逐渐成为学生喜爱的运动方式，比如网球、

街舞、健美与健身等项目。 

这一结果与河南省教育厅主办的大学生体育类比

赛项目存在一致性，大学生足球、篮球、排球比赛是

三年举办两届，健美操，乒乓球，武术，网球等比赛

是每两年举办一次。由此看来，体育教育政策的倾向

性以及重视程度对于高校体育社团的发展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表 1 河南省体育社团项目分布 

社团项目 

（不定项选择） 

参加人数 占百分比% 

篮球 371 23.2 

足球 301 18.8 

乒乓球 266 16.1 

健美操 242 15.1 

武术 202 12.6 

交谊舞 166 10.4 

网球 125 7.8 

羽毛球 101 6.3 

健美与健身 83 5.2 

排球 67 4.2 

自行车 48 3 

街舞 37 2.3 

 

2. 2 河南省高校学生体育社团成员构成情况 

本研究从两方面对体育社团成员构成情况进行调

查。从男女比例上看，男生社员有 1076 人，占总人数

的 67.3%，占总社员的 2/3，是女生社员的两倍。而对

于不同的社团来说，男女比例不尽相同，其中健美操、

交谊舞、羽毛球和排球这几类社团中，女生比例明显

高于其它类项目。 

从年级构成看，一年级学生比例最高，占全体社

团成员总人数的 57.3%，二年级成员数占 28.5%，三

年级成员数量占 11.3%，四年级参与社团活动的人数

仅为 2.9%。在走访过程中，作者发现逐年递减的态势

是符合学校制度和学生的需求。几乎所有高校，在秋

季新生学生刚入校时，就会大力宣传各种社团，而刚

刚进入大学校门的学生对于新鲜事物的憧憬以及施展

自己才能的愿望，能够在各类社团中得以实现。当然，

也不能避免一部分学生更多的是跟风和盲目选择。当

新生步入高年级后，学业压力、考研压力甚至就业压

力就直接影响学生参与社团的积极性。 

 

表 2 河南省体育社团成员所在年级分布 

所在年级 参加人数 占百分比% 

一年级 917 57.3 

二年级 456 28.5 

三年级 181 11.3 

四年级 46 2.9 

 

2.3 河南省高校学生体育社团的组织管理 

调查表明，从管理部门看,我省高校学生体育社团

的主管部门基本符合共青团中央、教育部颁布的《关

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社团工作的意见》的规定。[4]高

校体育社团主管部门是校团委。在社团资金筹集管理

方面，目前大部分高校体育社团采用的是由社团成员

缴纳会费，作为主要活动资金，这部分资金由团委统

一分配。体育社团设备和场地管理上主要是由体育部

和团委共同管理和使用，由于各部门的管理分配不清，

给社团活动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2.4 学生参加体育社团的动机 

研究调查显示，学生选择体育社团的动机主要有

以下几点：首先以自己的兴趣、爱好为主要选择标准

的占 38.5%，以强身健体、增强体质为主要目的的占

31.4%；将体育社团活动作为娱乐消遣和缓解学习压

力一种途径的占 47.5%，在紧张的学习面前找到一种

自我释放的方式；也有 14.7%的学生认为平时接触的

范围仅限于宿舍、班级，参加高校社团可以扩大交往

面，培养交往能力；除此之外，相当一部分学生认为，

参加体育社团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塑造形体，保持身

材，培养健康气质。 

 

表 3 河南省体育社团成员参与动机 

参与动机 参与人数 占百分比% 

兴趣，爱好 616 38.5 

增强体质 502 31.4 

娱乐消遣 458 28.6 

缓解学习压力 302 18.9 

扩大交往 235 14.7 

塑造形体 170 10.6 

提高运动技能 86 5.4 

其他 2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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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河南省高校学生体育社团存在主要问题 

通过此次调查，作者发现河南省高校体育社团在

发展和建设上虽然已经取得骄人的成绩，但是仍存在

制约其健康、有序发展的问题，有待教育工作者和教

育部门认真分析和思考。 

3.1 体育社团经费不足，硬件设施不完善 

经费问题是摆在社团最主要的困难，制约着社团

正常工作开展及活动质量。目前，大部分的社团经费

来源单一，主要靠社员缴纳会费。而没有经费很难开

展高质量的活动，没有活动就不能吸引更多的学生参

与，这就形成恶性循环。另一存在问题就是硬件配套

设施如运动器材、场地不足。学生人数每年在不断增

长，而体育器材、场地设施却裹足不前，社团活动经

常和体育教学发生冲突，严重影响学生体育社团活动

的热情。 

3.2 体育社团管理制度不完善 

在本次调查中，高校体育社团在管理制度上存在

以下几点问题：首先，社团管理制度不完善，有些社

团甚至没有制定本社团的成文制度，仅仅是照搬别的

社团或者学校统一的制度，这就给社团的管理和发展

造成很多负面影响，造成了许多问题无章可循的局面。

其次，高校体育社团大多数采用学生自治，教师辅助

的模式。社团干部的选拔缺乏严格的审查和考核制度，

缺乏岗位培训和激励机制，另外，学生没有管理经验，

组织管理方法手段简单，加之学生流动性大，由于学

业等各项原因造成管理者的水平和规范性比较低下，

工作积极性不高。因此，制定一套适合实际情况的管

理制度成为管理部门工作的当务之急。 

3.3 缺乏专业指导人员 

根据调查，现在河南省体育社团缺乏专业老师指

导，绝大多数体育社团是由具备此项专长且有组织能

力的学生负责。其主要原因：一是负责社团工作的老

师对体育社团的重视程度不够，态度决定一切，以至

于在组织管理上存在很多漏洞；二是请专业老师需要

更多经费，而由学生负责可以大大节省开支；三是现

在大多高校建设新校区，而社团辅导只能利用课外时

间，这就给乘班车出行的老师带来极大不便；四是目

前的体育社团组织，没有明确是否和教师的薪金挂钩，

也会使教师的积极性大打折扣；最后现在社团出现新

兴的项目，如街舞、健美等，跟很多老师所学专项不

符，也给指导社团带来不便。 

4．河南省高校学生体育社团发展的对策 

4.1 完善社团各项管理制度 

制定切实有效地社团管理制度，是确保其健康、

有序发展的重要保证。目前，共青团省委及教育厅虽

然已经对高校社团管理制订了相关的管理制度，但是，

每个高校体育社团在运行和管理上都存在很大的差

异，所以，有必要根据社团发展情况因地制宜、灵活

多样地制定各项章程。如明确每位社团成员的权利和

义务制度，制定详细切实可行的奖罚制度以及完整的

财务管理制度等，开展活动的绩效评价，定期进行考

核与评比等等，充分发挥每位社员主人翁精神，群策

群力把社团搞好。 

4.2 争取学校高层的支持，多渠道募集社团资金 

社团要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必须有社团资金保

障。首先，争取学校高层的支持，因为办好学校社团

是评价一所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标准之一，另外，社

团办的出彩，也会给学校带来正面效应，很多知名高

校都会有自己优秀社团，比如复旦大学的诗社等等。

在经费的投入上，不能普遍撒网、平均分配，这样容

易造成资金的浪费，应该重点发展几个重点项目，选

择本学校有特色，原本发展比较好的社团来大力扶持。 

其次，社团管理者还可以通过向社会多渠道招募

资金。比如，在一场赛事中，向运动品牌拉一些赞助，

一方面可以解决一部分社团经费问题，还可以为该品

牌做宣传，这符合经济学上“双赢”理论。甚至可以

成立体育基金，与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建立稳定

的联系，依法获取他们的支持，并公平、公正、公开

地利用招募资金，推动体育社团发展。每所高校要根

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集思广益，争取各方利益最大化。 

4.3 改善体育社团指导模式 

可以通过“教师——社团骨干——社团成员”的

模式来加强体育社团的技术指导工作。首先，明确指

导老师。根据本次调查，高校有一部分老师有意愿培

养一批非体育专业的学生某项体育技能，再加上河南

省高校每年会举办各类体育赛事，需要发现人才，这

是体育老师的需求。建议社团管理者要与体育部门进

行沟通，与指导老师进行有偿合作，另外教师只负责

技术指导、训练课程的安排等工作，而不涉及过多的

管理事务，这样老师在时间和自主性上更为宽松。其

次，考虑到社团成员的数量比较多，单由老师进行指

导困难比较大，所以必须在社团中有意发现和培养一

些“骨干”，而这些学生必须热爱该项目并有突出表现，

并且对社团工作有热情。这样，不但可以减轻老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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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而且有利于扩大社团规模。

此外，在培养骨干的同时要注意“传帮带”，防止出现

断层现象，有助于社团长期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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