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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understand university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using methods and capability of the path 
appliance, this research sample survey the students in the universities which have set up path exercising ap-
plianc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students don’t fully understand the National Fitness Project, most students 
don’t know much about using methods and capability of the path exercising appliance. Holding path exercis-
ing lecture is a good way to understand the using methods and capability of the path exercising appliance, the 
university should give more publicity of National Fitness Project and increase ways of students’ exercis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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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解大学生对“路径”器械使用方法与性能了解方式，该研究对郑州市部分安装和设置路径

健身器械的高校的大学生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男女大学生对全民健身工程的了解不够充分, 多

数大学生对“路径”健身器械的使用方法和功能了解不足。举办“路径” 健身讲座是对“路径”健身器械的

使用方法和功能了解比较好的方式，学校应加大《全民健身工程》的宣传力度，提高大学生掌握练习

方法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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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997 年，原国家体委下发了《关于 1996 年度体

育彩票公益金用于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的通知》。决定将

体育彩票公益金（国家体委提存部分）的 60%用于实

施全民健身计划，主要在城市社区中配建一批群众体

育活动场地。从 1996 年至今，我国已建成 10 万套公

益性健身器械，每天均有一千万人利用路径健身器械

参加健身活动，体现了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人与自

然环境、人文环境的和谐发展。 

随着《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不断深入和发展,

郑州市部分高校也陆续引入了健身器“路径”器械.为

高校大学生参与体育健身提供了一个平台。大学生是

否对《全民健身工程》有所了解，是否对“路径”健身

器械的使用方法与性能需要了解以及了解的方式均未

见到报道。为了使安置在高校健身器“路径”器 

械能够发挥出社会效益。不断提高大学生的对《全面

健身工程》的了解程度。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及现

代体育教学与大学生走向社会后体育生活的衔接提供

可操作性经验。同时深入、系统地研究这一课题在当

前有者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 

2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通过对郑州市部分安装健康“路径”的高校采用文

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逻辑分析法就

以下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得出结论；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大学生对全民健身工程的了解状况 

在我国，全民健身路径是指修建在室外，占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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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地制宜，简单易建，投资不大，美观实用，方

便群众，老少皆宜，具有科学性、趣味性、健身性的

大众公共体育设施。一般由数站构成((5-20 站不等)。

健身路径是路径工程的主要组成部分。配套设施主要

包括小篮板、乒乓球台、体质测试器材等。 

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对全民健身工程完全了解

的人数百分比为 4.05％、基本了解了的人数百分比为

13.96％、不了解的人数百分比 30.61％，其中了解一

点不了解的人数百分比为 52.63％、分别高于完全了解

的大学生人数百分比 48.31％个百分点，高于基本了解

大学生人数百分比 38.67％个百分点，由此可见男女大

学生对全民健身工程的了解不够充分。见表 1 

通过百分率检验，男女大学生对全民健身工程的

了解程度有显著性差异（X2= 6.10  P<0.05）。说明，

女大学生对全民健身工程的了解一点和不了解的人数

比率明显高于男大学生。，女大学生对全民健身工程的

了解一点的人数高的原因可能根女生喜欢路径健身器

械中的一些具有娱乐性能的项目有着直接关系。 

表 1 大学生对全民健身工程的了解状况的调查表 

完全了解 基本了解 了解一点 不了解 合计 人数 

性别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男生 18 3.60 74 14.62 242 47.83 172 33.95 506 100.0 

女生 21 4.60 61 13.23 267 57.91 112 24.29 461 100.0 

 

3.2 大学生对“路径”健身器械的使用方法和功能

了解情况 

大学生对全民健身路径的使用方法及各种路径器

械的方法的了解，直接影响到大学生参与“路径”健身

的质量和健身效果。 

从大学生对“路径”健身器械的使用方法和功能了

解情况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大学生对“路径”健身器械

的使用方法和功能基本了解的只占调查大学生人数比

率的 14.48％，了解一些的大学生人数比率为 50.26 

％，一点都不了解的大学生比率为 35.26，由此 

可以看出多数大学生对“路径”健身器械的使用方法和

功能了解不足。这肯定会影响到大学生参与“路径”健

身的质量和健身效果。 

通过百分率检验，男女大学生对“路径”健身器械

的使用方法和功能了解情况人数比率无显著差异

（X2=2.98  P>0.05)，见表 2。说明男女大学生对“路

径”健身器械的使用方法和功能了解程度处在同一水

平。访谈中得知，这是因为在体育课程中没有对“路径”

健身器械的使用方法和功能进行讲解，这导致多数男

女大学生对“路径”健身器械的使用方法和功能基本了

解程度处较低的原因之一。 

 

表 2  大学生对“路径”健身器械的使用方法和功能了解情况调查表 

基本了解 了解一些 一点都不了解 合  计 人数 

性别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男生 79 15.61 245 48.42 182 35.97 506 100.0 

女生 61 13.23 241 52.28 159 34.49 461 100.0 

合计 140 14.48 486 50.26 341 35.26 967 100.0 

注： 1.男女大学生百分率相比较 X2=2.98  P> 0.05 

 

3.3 大学生对“路径”健身器械的使用方法与性能

需要了解的方式 

3.3.1 大学生对开设“路径” 健身课程的需求 

调查结果显示：男生选择没有必要开设“路径” 健

身课程的人数比率为 61.66%，明显高于有必要开设男

生人数比率 34.58 个百分点。女生选择没有必要开设

“路径” 健身课程的人数比率为 61.82%，明显高于有

必要开设女生人数比率 34.58 个百分点。说明多数男

女生均认为在高校没有必要开设“路径” 健身课程，见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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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高校大学生对开设“路径” 健身课程的需求调查表 

男  生 女  生 合  计 人数 

性别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没有必要开设 312 61.66 285 61.82 597 61.74

有必要开设 137 27.08 127 27.55 264 27.30

无所谓 57 11.26 49 10.63 106 10.96

合  计 506 100.0 461 100.0 967 100.0

注： 1.男女大学生百分率相比较 X2=3.07  P>0.05 

 

经百分率检验，男女生认为在高校没有必要开设

“路径” 健身课程,和有必要开设“路径” 健身课程人数

比率（X2=3.07  P>0.05）无显著性差异。 

调查结果反映，一方面大学生对“路径”健身器械

练习方法缺乏了解，另一方面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认为

在高校没有必要开设“路径” 健身课程，这可能和大学

生中学阶段较少的参与“路径”健身器械和部分大学生

不喜欢“路径”健身器械及部分健身器械不使用大学生

健身有直接关系。 

3.3.2 高校大学生对开设“路径” 健身课程的形式 

调查结果显示：举办“路径” 健身讲座是大学生选

择人数比率最高 40.15%，分别高于选择在体育实践课

中开设人数比率 13.63%个百分点、高于选择在体育理

论课中开设 22.35%个百分点、高于选择对“路径” 健

身爱好者进行辅导 24.62%个百分点。有此可以肯定举

办“路径” 健身讲座是爱好“路径”健身大学生最喜环

的一种辅导方式。见表 4 

 

表 4  高校大学生对开设“路径” 健身课程的形式 

男   生 女   生 合    计 人  数 

性  别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可在体育实践课中开设 31 22.63 39 30.71 70 26.52 

可在体育理论课中开设 26 18.97 21 16.54 47 17.80 

举办“路径” 健身讲座 57 41.61 49 38.58 106 40.15 

对“路径” 健身爱好者进行辅导 23 16.79 18 14.17 41 15.53 

合    计 137 100.0 127 100.0 264 100.0 

注：1.凡是喜欢“路径”健身器械健身的同学填写，男生填写人数 1137 人，女生填写人数 127 人 

    2.男女大学生百分率相比较 X2=2.90  P>0.05 

 

经百分率检验男女生认为可在体育实践课中开设

开设“路径” 健身课程、可在体育理论课中开设举办

“路径” 健身讲座、对“路径” 健身爱好者进行辅导的

人数比率（X2=2.19  P>0.05）无显著差异。反映出高

校男女大学生 对开设“路径” 健身课程的形式的看法

是一致的。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4.1.1 在高校设置“路径”对在大学生中贯彻落实《全民

健身计划纲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高校扩招后现有体育场地设施的不足。 

4.1.2 “路径”的设置丰富了广大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

类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校因场地与器材的限制

导致大学生健身方式的单一性。参与锻炼的大学生锻

炼形式呈现多样化趋势。 

4.1.3 大学生对全民健身工程完全了解的人数百分比

为 4.05％、，其中了解一点不了解的人数百分比为

52.63％、由此可见男女大学生对全民健身工程的了解

不够充分。但男女大学生对全民健身工程的了解程度

有显著性差异（P<0.05）。说明，女大学生对全民健身

工程的了解一点和不了解的人数比率明显高于男大学

生。 

4.1.4 大学生对全民健身路径的使用方法及各种路径

器械的方法的了解，直接影响到大学生参与“路径”健

身的质量和健身效果。从大学生对“路径”健身器械的

使用方法和功能了解情况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大学生

对“路径”健身器械的使用方法和功能基本了解的只占

调查大学生人数比率的 14.48％由此可以看出多数大

学生对“路径”健身器械的使用方法和功能了解不足。

这肯定会影响到大学生参与“路径”健身的质量和健身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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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大学生无显著差异（P>0.05)，说明男女大学

生对“路径”健身器械的使用方法和功能了解程度处在

同一水平。 

4.1.5调查结果显示：男生选择没有必要开设“路径” 健

身课程的人数比率为 61.66%，明显高于有必要开设男

生人数比率 34.58 个百分点。女生选择没有必要开设

“路径” 健身课程的人数比率为 61.82%，明显高于有

必要开设女生人数比率 34.58 个百分点。说明多数男

女生均认为在高校没有必要开设“路径” 健身课程。男

女生认为在高校没有必要开设“路径” 健身课程,和有

必要开设“路径” 健身课程人数比率（P>0.05）无显著

性差异。另一方面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认为在高校没有

必要开设“路径” 健身课程，这可能和大学生中学阶段

较少的参与“路径”健身器械和部分大学生不喜欢“路

径”健身器械及部分健身器械不使用大学生健身有直

接关系。 

4.1.6 举办“路径” 健身讲座是大学生选择人数比率最

高 40.15%，有此可以肯定举办“路径” 健身讲座是爱

好“路径”健身大学生最喜环的一种辅导方式。男女生

认为可在体育实践课中开设开设“路径” 健身课程、可

在体育理论课中开设举办“路径” 健身讲座、对“路径” 

健身爱好者进行辅导的人数比率（P>0.05）无显著差

异。反映出高校男女大学生对开设“路径” 健身课程的

形式的看法是一致的。 

4.2 建议 

4.2.1针对大学生缺乏“路径”健身知识和锻炼方法这一

事实，应通过体育教学，课外辅导及体育健康课程进

行讲解，高校在体育课程教学中应把 “全民健身工程”

列入日常的体育理论和实践课的教学内容当中。提高

大学生“路径”健身知识和锻炼方法和“路径”健身的质

量和健身效果。 

4.2.2 增加教师培训的力度，更新教师知识。健身器教

学是一门新课程，利用健身器做好教学工作，教师的

作用至关重要，教师对健身器械也有个认识、学习和

掌握的过程。因此，对体育教师的组织和培训显得十

分重要。 

4.2.3 编写“路径”健身教材及摄制教学光盘，针对学生

不同的年龄层次、不同性别和教学目的和要求进行摄

制，可在校园网站上播放供为体育教师们上课和大学

生参与“路径”健身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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