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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志愿服务现状及发展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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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2．西安体育学院 体育艺术系，西安 710068) 

摘 要：主要运用问卷调查法对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志愿服务的种类、内容、时间及形式等进行对比分析．主要 

结论如下：1．社区体育志愿服务最主要服务种类是 日常性健身和赛会活动；最主要服务内容是健身指导和组织管 

理．社区体育志愿服务需要提高服务的专业性、适应性和科学性．2．自发和有组织招募的志愿服务不同，长期的社区 

体育志愿服务行为与锻炼习惯成正相关 ，短期的志愿服务受招募组织的影响．3．服务质量提高的突破13在于短期组 

织招募的志愿服务；社区体育志愿服务的长期发展需要大量有长期锻炼习惯的志愿者． 

关键词：社区体育志愿服务；因素关联；发展路径 · 

中图分类号 ：G812．4 文献标志码 ：A 

志愿服务体系是许多重要公益性社会活动赖以生存的社会机制，“奉献、友爱、互助、进步”本质无私奉献 

与社区服务的本质属性福利性和公益性相辅相成．城市社区体育志愿服务脱胎于邻里间的自助互助，在松散 

的社区群众性体育活动中长期指导健身行为、组织健身活动、管理健身人群，缓解了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与 

不能满足的人才需求之间的矛盾，已然成为推进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目前我国城 

市社区体育志愿服务的发展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城市社区体育志愿者人员严重缺乏，队伍的整体素质 

不高，服务意识淡薄，管理体制不健全；城市社区体育志愿服务的时间分散，社区居民对体育志愿服务的需求 

较大，对志愿服务的需求内容主要集中在指导服务与信息服务，社区居民多元化和个性化的需求没有得到满 

足．研究社区体育志愿服务能有效促进社区体育志愿服务常态化发展，解决全民健身中社区体育需求问题． 

本研究通过大量调研统计数据来阐释城市社区体育自发型志愿服务的现状，探讨社区体育志愿服务的发展 

问题。 

1 研究对象 

以城市社区体育志愿服务的现状为研究对象．调研以城市社区体育活动为切人点，数据来源于社区和街 

道的公益性健身苑点(以下简称“健身苑点”)330份、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以下简称“培训班”)302 

份和部分高校学生 166份，总计 798份志愿者问卷和社区健身人群 1167份问卷． 

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了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和逻辑分析法等方法，主要研究方法是问卷调查法．根 

据研究主题设计了社区体育志愿者问卷 1和锻炼居民问卷 2．问卷的效度检验：12位专家对两份问卷的效度 

进行了打分，问卷 1、问卷 2的内容效度平均分为 8．5和 9．1分，结构效度平均分为 8．6和 9分，说明问卷有 

效 ．问卷的信度检验：问卷1多为事实性问题且多选题比例较大，故在编制问卷时设置志愿服务频率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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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相关问题，对其做相关一致性分析，原则上每周参加或每天参加其性质属于长期的志愿服务行为，偶尔 

参加属于短期或应急类志愿服务行为，两题相关性 r为 0．669，达到中等相关．问卷 2的信度检验采用重测 

法，对桃石亭锻炼点的健身人群进行了间隔半个月的两次测量，测得 r一0．790(P<O．O1)，问卷稳定性可靠． 

对北京、上海、西安、郑州、武汉等城市的培训班、健身苑点人群和部分高校志愿服务的学生发放志愿者问卷 

1和锻炼居民问卷 2，发放与回收情况见表 1． 

表 1 问卷 I和问卷 2的发放与回收情况统计 

城市 问卷 1 问卷 2 

发放份数 回收份数 有效回收率／ 发放份数 回收份数 有效回收率／ 

北京 

上海 

郑卅l 

西安 

武汉 

总计 

3 研究结果与讨论 

我国城市社区志愿服务主要是居委会内部成立的志愿服务组织在社区开展的“小事不出楼”的便民式互 

助和自助志愿服务活动_】]．社区居民通过结社成立各种体育组织，如老年人协会、文体活动站、单项体育协会 

等，开展健身技能、健身知识的传授及活动的组织管理等服务．社区体育志愿服务的种类、内容、时间和形式 

与社区体育健身活动紧紧相连，通过培训班、健身苑点和学生志愿者 3类群体的志愿服务相关内容不同形式 

的对比能够清晰把握社区体育志愿服务开展现状． 

3．I 城市社区体育志愿服务种类、内容及对比分析 

3．I．I 城市社区体育志愿服务种类与内容之间相互影响． 

服务种类和服务内容的选项经 Cochran S Q检验，P===0．O0<0．Ol，各选项间彼此独立，具有显著性差 

异．继而对社区体育志愿服务种类和服务内容进行频数分析，其应答次数选项趋势如图 1、图 2所示，社区体 

育志愿服务种类主要是日常性健身、运动会(比赛)和展示宣传推广活动，分别占37．O ，28．3 ，19．8 ．位 

于服务内容前 3位的分别为健身指导、组织管理和宣传推广，分别占37．6 、20．0 ，14．3 ．可见，日常性 

健身、运动会(比赛)和展示宣传推广活动是社区体育志愿服务开展的主要服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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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社区体育志愿服务内容应答次数趋势图 

不同服务种类的服务内容的趋势如图 3所示，志愿者选择 日常健身和运动会(比赛)的志愿者分别为 

37．0 和 28．3 ，成为选项最多的志愿服务种类．对比二者的服务内容，前三项服务内容一致，分别为健身 

指导、组织管理和宣传推广服务，各占所选服务种类总人数的63．7 、28．9 和 20．3 ，37．7 、27．7 和 

18．5 ．6项志愿服务种类里健身指导、组织管理是选项最多的服务内容，充分凸显了健身指导和组织管理 

在社区体育志愿服务中的主导地位． 

3．1．2 3类群体志愿服务种类、内容的对比 

由于志愿者数据来自培训班、健身苑点和学生 3个性质不同的群体，首选对 3类群体的服务种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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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和服务形式做卡方检验， 一0．000~0．01，说明 3个群体间均存在显著差异，不同群体的志愿服务表现 

不同 ，3个群体间的服务种类和服务内容及服务形式的对 比能够清晰表达 目前社区体育志愿服务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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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宣传推广 
— — 活动评判 
— — 测量诊断 
— — 知识讲座 

⋯ ⋯ 其他 

服务内容 

图3不 同服务种类的服务 内容趋势 图 

对服务种类和服务内容与 3类群体做交叉对比分析如图4、图 5所示，培训班的社区体育志愿者参与志 

愿服务种类最多的 3项是日常性健身、运动会(比赛)、展示宣传推广活动，分别占被调研总人数的 78．5 、 

72．5 、53．0 ；健身苑点志愿者服务种类最多的 3项是日常性健身、展示宣传推广活动和运动会(比赛)，占 

被调研总人数的89．4 、35．8 9／6、34．2 ；学生志愿者主要是参加运动会(比赛)、展示宣传推广活动及体质 

测量 ，占被调研总人数的 57．8 、41．0 、22．3 ．虽然培训班与健身苑点的志愿服务种类选项最多 的三项 

相同，但是培训班中参与志愿服务种类之运动会(比赛)的人数仅次于日常性健身，而且展示宣传推广活动也 

有过半的培训班志愿者的参与，与日常性健身以89．4 的绝对优势成为健身苑点志愿者最主要的志愿服务 

种类的比例形成鲜明对比(健身苑点志愿服务的其他两项最多仅在 1／3处徘徊)．总体而言，健身苑点志愿者 

以日常性健身为绝对的志愿服务种类；培训班志愿者参与社区体育志愿服务种类相对较多；学生志愿者主要 

以运动会(比赛)和展示宣传活动、体质测量等非日常性活动为主，服务种类较为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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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3类人群关于服务种类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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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3类人群服务内容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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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社区体育志愿服务内容需求情况 

图6可见，社区体育锻炼居民最需要的体育志愿服务依次是锻炼指导、组织管理、知识讲座、信息服务、 

活动宣传与评判、体质检测、器械的维护与指导等，其选择 比例分别为 23．8 、17．1 、16．4 、13．8 、 

¨．5 、10．6 和 6．8％．虽然锻炼指导和组织管理仍是社区居民所需要的主要内容，但知识讲座、信息服 

务、活动宣传与评判、体质检测等服务内容的需要都在 1O 以上，已与前两项没有绝对的差距．随着社区居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锻炼指导和组织管理虽仍是目前开展的主要内容，但志愿服务需求多元化的倾向更加明 

显和突出．而从志愿者本身来讲，其 自我需求如图 7所示，最欠缺的是专业技术和健身知识这些专业层面的 

技能，其次是组织管理、教授指导和沟通技巧能力，健身知识欠缺问题在社区体育志愿服务实践中凸显，志愿 

服务内容已不能满足社区居民的健身需求．在新的全民健身形势下，社区体育志愿服务需要对自身重量训 

练、力量训练、运动和减肥及功能性体适能、康复训练等专业有系统的认识，更需要懂得老年人的健身计划、 

获得认证和经验丰富的健身专业人员[2]．专业技术和健身知识的缺乏，无疑会影响志愿服务的质量，居民健 

身需要更加科学、系统和多元，需要更多的健身知识，更多信息交流，需要健身活动的宣传和评判，需要健康、 

系统的诊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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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虽然锻炼指导和组织管理仍是志愿服务所需服务内容，但是专业技能和健身知识的缺乏对服务质 

量的影响不容小觑，需加大持续系统培养的力度，满足社区体育志愿服务的现实所需，提高社区体育志愿服 

务的质量，以适应新的社区体育志愿服务的多元化发展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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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社区居民志愿服务需求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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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志愿者培训内容需求趋势图 

3．2 社区体育志愿服务时间对比及相关性分析 

3．2．1 社区体育志愿服务时间及其对比分析 

穆青把社区志愿服务的类型分为救济型、互助型、公共服务型、公民参与型．13 福利性和公益性是社区志 

愿服务的本质属性，与生活习惯紧密相连．依时间长短社区体育志愿服务可分为长期性质的服务和短期性质 

的服务，社区体育志愿服务时间的长短能够反映出社区体育志愿服务的本质属性，其对社区体育志愿服务的 

发展具有更大的实践指导价值． 

对志愿者从事志愿服务时间长短的统计如图8所示，服务时间在[1O年，20年)以内的人数最多，占总人 

数的20．7 ，培训班和健身苑点的志愿者为其主要成分；其次是[5年，1O年)占 ed,人数的 18．0 ，也以社会 

体育指导员和健身苑点的志愿者为主；再次是偶尔参加，以学生为主要群体，占了 15．1％；然后是[3年， 

5年)年和[1年，3年)．选择最少的志愿服务时间是<3个月，以学生和健身苑点的志愿者为主，选择[3个 

月，1年)以内的以学生和健身苑点的志愿者为主，主要提供短期志愿服务．结合图 9来看，培训班和健身苑 

点的志愿者大多开展长期志愿服务，学生群体偶尔参加短期社区体育志愿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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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3类人群志愿服务时间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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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3类人群志愿服务性质趋势图 

对 3类群体参加志愿服务时间进行卡方检验，P一0．000<0．01，应拒绝原假设，认为 3类群体的志愿服 

务时间具有显著差异．由图8和图 9分析，培训班志愿者服务时间选项最多的4项是[10年，20年)、[5年， 

10年)、20年及以上和偶尔参加，比例分别为 37．1 、20．9 、20．1 、7．9 ．总体而言，培训班的志愿者多 

从事社会基层体育活动的志愿服务，服务时问偏长，5年以上的占了总人数的78．1 ．相对于前者，健身苑点 

的志愿者服务时间更加集中，位于前 4位的为[5年，10年)、[3年，5年)、[1年，3年)和[1O年，20年)，比例 

分别为 24．5 、20．6 、14．6 和 l4．2 ．时间主要集中在 1年到20年以内，总数占73．9 ．学生志愿者集 

中在[3个月，1年)和[1年，3年)，其比例分别为 23．0 和20．5 ，与学生的实际情况相符，主要由校团委的 

组织招募和管理_4]，参与志愿服务活动集中在大学前 3年，尤其是前两年之内．由于培训班志愿者服务时间 

受国家级培训的年限资格要求的影响，尤其[10年，2O年)的数据(从三级到国家级正常程序下需要最少 

O  0  0  O  O  O  如 ∞ ∞ 加 

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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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的基层公益社会活动经历)，[5年，1O年)因其服务时间占培训班志愿者 1／s、健身苑点志愿者的近 1／4 

而成为社区体育志愿服务时间最重要最集中的时间段．由以上分析可知，社会体育志愿服务时间总体上以长 

期服务为主，短期志愿服务集中在偶尔参加和不到 3个月两个时间段．社会体育指导员和健身苑点志愿者以 

长期志愿服务为主，短期性志愿者以学生为主要群体，偶尔参加社区体育志愿服务活动，5～10年志愿服务 

时段对于开展志愿服务培训和服务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3．2．2 锻炼时间与服务时间的相关性分析 

社区体育志愿者长期从事社区体育志愿服务，其服务时间与锻炼时间有没有关联呢?3类群体志愿者 

锻炼时间与服务时间相关性见表 2，总 pearson的相关系数 r一0．497，健身苑点志愿者锻炼时间与志愿服务 

相关性 r一0．662，培训班志愿者相关性 r一0．446，都大于或接近中等相关，预示着锻炼时间会一定程度地影 

响志愿服务行为．学生志愿者群体相关性 r===0．187，其多参与有组织的短期志愿服务，其服务时间与锻炼时 

问没有相关性，即短期有组织的志愿服务与其锻炼时间没有关联． 

锻炼时间和志愿服务时间的趋势如图1O所示，由前面分析得知，培训班和健身苑点的志愿者大都是长 

期志愿服务行为，但是其志愿服务时间与锻炼时间的相关系数差距却很大，为寻其原因对二类志愿者的年龄 

进行对比分析如图 11，51～6O岁的志愿者两者比例都最大，61岁以上培训班志愿者中占26．5 ，健身苑点 

志愿者中占39．5 ．但年龄小于 50岁的健身苑点志愿者的比例仅为 8．7 ，而培训班的志愿者中33．8 的 

志愿者小于 50岁．由此可知，青壮年占培训班志愿者 1／3是与健身苑点志愿者年龄结构的最大区别，是极有 

可能造成服务时间与锻炼时间相关系数低的一个重要原因．经了解青壮年群体正值工作家庭繁忙时期，多没 

有足够的时间进行长期健身，其从事的志愿服务多为短期性质．因此，由年龄造成的锻炼习惯成为影响相关 

性差距的主要原因．社区体育活动多为群众娱乐性、自主性的健身活动，经过访谈得知大多数的健身指导等 

长期的社区体育服务行为就是在志愿者的长期的健身习惯中产生的．在一定程度上，长期的志愿服务与其锻 

炼时间成正相关，长期的社区体育志愿服务溶于其长期的锻炼习惯中，短期的志愿服务与锻炼时间没有关 

联．短期的志愿服务适合没有时间保障的年轻人，长期的社区体育志愿服务更适合于有一定的闲暇时间和锻 

炼 习惯 的中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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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会体育指导员 
培训班 

—一 公益性健身苑点 

一 学生志愿者 

3．3 两种形式志愿服务的对比分析 

经统计，调研的社区体育志愿者中有 306位经常参与自发的志愿服务，与经常参与被组织招募志愿服务 

的比为 58．1 ：41．9 ．继而对 3类群体关于经常从事 的志愿服务的形式进行分析 ，发现培训班志愿者经 

常自发开展的占52．3 ，健身苑点的志愿者经常自发开展的占72．7 ，学生志愿者缺乏自主意识、积极性和 

主动性，不经常自发开展志愿服务．结合三个群体志愿服务种类的情况，自发开展的志愿服务内容相对集中， 

围绕日常性健身活动开展，有组织开展的志愿服务类型较为分散，围绕运动会(比赛)等非日常性健身活动开 

展．锻炼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情况如图 12，经常做一些无偿帮助他人健身的占 18．59％，偶尔会做的也 

有 30．76 ，更多的人表示有需要时会做，从来不做的人仅占7．46 ，由此可见社区健身人群参与社区志愿 

服务的比率较高，也佐证了社区体育志愿服务的“互助”性质．社区体育志愿服务多为长期服务，经分析具备 
一

定的健身习惯的人群只要具备了一定的服务能力、充足的闲暇时间，给予适当的时机就有可能转化为志愿 

服务行为，长期的志愿行为使志愿者与服务对象之间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安全互信的依恋关系，需求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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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感受到来自志愿者的关注和帮助，从而获得积极的能量，自尊感和归属感得以增强 ；同时优秀志愿 

者的榜样行为不仅提供了良好的健身氛围，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志愿者之间的凝聚力，促使志愿者之间 

互相学习，转化为志愿服务的持续动力．长期的志愿服务时间与其锻炼习惯成正相关，可见志愿服务也绝非 

完全没有私利．诚然，利他主义是志愿服务的思想基础，但是社区体育志愿服务中利己性动机的实现存在着 

利他的价值取向，并不妨碍利他性价值的实现 。-7 ．Baston的移情——利他主义假设理论认为当志愿者对 

服务对象发生移情时，帮助他人就像帮助自己一样．这个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相通 ．鉴于社区体育健身活动的繁重性和长期性，社区体育志愿服务需要从社区长期锻炼的体 

育骨干中培养、引导其在健身习惯中蜕变为长期的社区体育志愿者，成为社区体育志愿服务的有力保障． 

表 2 不同群体社 区体 育志愿者服务 时间与锻炼 时间相关 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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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居民认可组织比例趋势图 

有组织招募开展的志愿服务内容较为分散，围绕运动会(比赛)等非日常性健身活动开展，短期志愿服务 

为主，与锻炼习惯无关，短期有组织的志愿服务更加适合没有时间保障的年轻人．各体育部门和社区组织可 

以更好地借助组织招募这个平台动员社会所需的志愿服务人员开展多元化和专业性强的志愿服务，使服务 

质量得到短期强化提高．问卷 2中对社区居民的调查中关于“您希望以下哪类组织开展志愿服务”的选项，位 

于前三名的是政府部门、体育组织和社区居委会，图 13所示选择第四位的才是志愿者组织，而且比率远远低 

于前三位，由此可见，志愿服务组织还没有得到完全信赖，社区居民需要的是政府相关部门开展更专业更多 

元化的志愿服务．不仅社区居民信赖而且社区体育志愿服务缺乏的多元化、科学化和专业化也只能依靠政府 

组织的长期的公益性培训来提高．由政府多部门出面定期组织招募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开展目前急需且适 

应全民健身需求的志愿服务，无疑是目前社区体育志愿服务质量提高的突破口．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 论 

1)Et常性健身、运动会(比赛)和展示宣传推广活动是目前社区体育志愿服务开展的主要服务种类，无 

论哪类志愿服务种类，健身指导和组织管理都占有重要的主导地位．锻炼指导和组织管理等专业技能仍需加 

强．多元化、科学性及流行性的健身知识和技能尤其欠缺． 

2)长期的志愿服务行为受其锻炼习惯的影响，志愿服务时间与健身时间成正相关；短期的志愿服务受 

招募组织的影响较大．社区体育志愿服务总体上以长期服务为主，[5年，10年)志愿服务时段对于开展志愿 

服务培训和服务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3)自发开展的志愿服务内容相对集中，围绕 日常性健身活动等长期开展，主要提供健身指导和组织管 

理．有组织招募的志愿服务类型和服务内容较为分散，围绕运动会(比赛)等非 日常性健身活动短期开展．由 

政府多部门协商定期组织招募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开展目前急需并适应全民健身需求的志愿服务，是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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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体育志愿服务质量提高的突破口． 

4．2 建 议 

1)社区体育志愿者需持续开展专业技能培训，尤其应注意培训从事 5～10年的志愿者群体，提供更专 

业和更多元化的志愿服务以适应全民健身活动的需求． 

2)引导和培养社区体育中具有良好锻炼习惯的健身人群开展长期的社区体育志愿服务，发动多部门借 

助组织招募这个平台组织短期急需的志愿服务，动员社会所需的志愿服务人员开展多元化和专业性强的志 

愿服务，使服务质量得到短期强化和针对性提高是社区体育志愿服务发展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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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Community 

Sports Volunteer Service in our Country 

XIA Shuhua ，GUAN Zhaoyang ，W ANG Hua 

(1．PE Institute，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xiang 453007，China；2．Department of 

Sport Arts，Xi’an Physical Education University；Xi'an 7 1 0068，China) 

Abstract：W ith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our country city community sports volunteer service factors such as the 

type，content，time and forms were analyzed．Conclusions are：(1)At present，the most important service category is daily fit— 

ness and competition activities；and the main content is fitness guidance and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The professional，a— 

daptability and scientific of the community sports volunteer service need to be improving．(2)Spontaneous and organized recrui— 

ting volunteer service is different，the service behavior of Long—term community sports volunteer and whose exercise habits is 

positively related and Short-term volunteer service is influenced by recruiting organization．(3)the breakthrough of improving 

service quality i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hort—term organized of voluntary service；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 

ty sports volunteer service needs a large number of volunteers who having a long—term exercise habit． 

Keywords：community sports volunteer service；the correlation of factors；development pa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