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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山东省 17 市部分社区健身器械使用情况调查分析得出结论：山东省城市社区的健身器械没有

发挥相应的作用，器械利用率不高，健身器械的维护不及时，影响了社区居民健身的效果，需采取积极有效的

措施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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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the body - building apparatus utilizations
in urban communities of Shan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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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ational utilization and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body - building apparatus are two major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mass fitness activities in urban communities. The authors of this paper，employing interviews，
polling，mathematical statistics，documentations and etc.，made a research on the utilizations of body - building apparatus
in some communities in 17 cities and areas of Shandong province，and arrived at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the body - build-
ing apparatus does not play its due roles，the present utilization rate is low，and the untimely maintenance influences the
body - building activities in urban communities. Therefore，active and effectiv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improve the
present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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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实施 5 年来，人们的健身意识特别

是城市居民的健身意识逐年提高。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各级

体育部门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在居民小区配置健身器械已取

得一定的成效。5 年中，国家体育总局和各级地方政府投入

资金近 2.45 亿元（总局级省、市体委投资 13 943. 2 万元，占

56.95%。其它投资为 10 540. 06 万元，占 43. 05%）。山东省

投资 4 341 万元，修建了全民健身工程设施 563 项，使群众对

全民健身工程的认识和了解逐步得到加深，健身意识、健身

效果和生活质量相应得到提高。随着《纲要》第 2 期工程的

实施，如何使现有的健身设施更好的发挥作用，在社区体育

的开展中健身设施的管理使用情况如何，社区居民对健身设

施的使用达到何种程度以及城市社区体育健身器材的健身

效果等等，目前就山东省情况来说，尚未有人在这一方面进

行更多的研究。因此，这一课题有着极其重要研究价值，对

进一步搞好山东省城市社区全民健身活动有着积极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山东省 8 个城市中 122 个社区（包括济南 20 个

社区 400 人，青岛 18 个社区 360 人，淄博 20 个社区 500 人，

泰安 15 个社区 300 人，荷泽 12 个社区 240 人，枣庄 12 个社

区 24 人，滨州 10 个社区 200 人，烟台 15 个社区 300 人）的健

身器械使用率进行调查分析，为山东省主管社区“工程”实施

的部门提供决策参考，同时也为其它省市有关部门提供借

鉴。

1 已有体育健身器械的情况

本次调查重点对 8 个市的 122 个社区的健身器械使用

及管理情况进行调查。其结果为，已有健身器械的社区为

93 个，占被调查社区的 76.23%。一些社区已将健身规划列

入日程之中，看出山东省城市社区的健身活动正在得到逐渐

加强，街道社区健身器械的硬件建设已引起重视。没有健身

器械的社区的主要原因是：老社区规划中没有留下足够的场

所空间；资金不足和上级部门的重视程度不够等。本课题重

点对已有健身器械的 93 个社区进行调查。

2 居民对社区健身器械数量的看法

社区体育健身器械数量的多少，是居民从事健身活动的

必要条件，也是社区全民健身工程的硬件建设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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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受到广大居民普遍的关心和重视，本项共调查 2 540
人，认 为 够 用 的 216 人 占 8.5%，差 不 多 的 少 20 人 占

28.35%，太少的 1 008 人占 39.69，没有的 596 人占 23.46%。

从调查结果看，75%以上的社区有健身器械，城市居民

反映的情况和我们访问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在有健身器

械的社区中，够用和基本够用的不足 37%，另 63%以上被认

为太少或没有，反映出社区健身器械数量未达到居民的期

望。“健身工程”的实施尚处于初级阶段，有待进一步的发展

和完善。各级主管部门应该加大建设的力度，争取早日达到

群众满意的程度。

3 居民对社区健身器械的喜欢程度

居民对本社区健身器械的喜欢程度直接影响到居民的

健身次数和健身效果。从调查情况看，居民对本社区所设器

械很喜欢的占 22. 4%（435 / 1944），有近 30%（560 / 1944）的居

民对所设器械不喜欢。近半数的人（949 / 1994）保持着一般

的态度。大部分居民对本社区的健身器械持肯定的态度，但

也有部分居民对部分健身器械持否定态度。因此，对社区健

身器械的设置一定要结合社区的具体条件，考虑居民的锻炼

要求，有针对性地进行配置。这样对居民的健身质量将会起

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4 居民对社区健身器械选用的情况

社区体育健身器械选取了各社区最常用的 13 类，分别

是：1）平衡滚筒；2）攀高环、天梯；3）太空漫步机；4）平衡木、

踏桩；5）荡椅、秋千；6）综合训练器；7）小球（乒乓、羽毛球

等）；8）肋木；9）单、双杠；10）仰卧起坐、俯卧撑平台；11）鞍马

训练器、吊环等；12）大球（篮、排、足球）；13）其他。各年龄阶

层的居民对健身器械的使用情况也不一样，显示了年龄与爱

好的一致性。

少年儿童（7 ～ 11 岁）对娱乐性、新颖并带有一定刺激的

健身器械感兴趣，且利用情况良好。前 5 位选择为：3）、5）、

1）、7）、2），对 9）选择较少，对 11）项几乎不选择，可能该项目

的技术性较强、力量要求较高所致，对 12）类有兴趣，但一些

社区对该项目有所限制。

中青年对器械的利用情况较差。调查中发现：该组参与

健身的人口比例也较低。这可能与工作忙、压力大、无空闲

时间和家庭事务多有较大关系。尽管选择率较低，该组在所

有健身器械中，前 5 位选择为：7）、12）、6）、10）、9）。可看出中

青年对有竞争性项目及力量练习项目较喜欢，有一定的锻炼

兴趣。

老年喜欢利用简单易做、练习平衡、舒展身体的器械，对

技术与力量要求相对较高的器械选择较少。前 5 位选择为：

3）、8）、4）、7）和 10）。

上述情况说明：居民较喜欢利用 3）、4）、6）、7）、8）等类器

械进行健身活动，对 11）等类型的器械兴趣较小。因此，各

社区在设置体育健身器械时，应根据各社区的具体情况（如

资金、场地居民年龄等），有针对性地选择不同类型的健身器

械，不能搞大而全，以避免重复浪费，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器

械利用率。

5 对器械较少利用及不利用的原因

社区居民对器械较少利用及不利用的原因调查，是为了

解在居民在参加健身活动中健身器械发挥的作用。

结果，显示 45.67%（88 / 1944）的居民选不想用。其原因

有以下几种：第 1，这部分居民中部分是选用传统的跑步或

散步、武术、跳绳等项目健身；第 2，有较大一部分人根本不

健身，因此对器械的利用情况无所谓。这部分以中青年人居

多。这是一种值得我们警惕的现象。18. 42%（358 / 1944）居

民不会正确使用想用的健身器械，22.12%（430 / 1944）的人反

映器械数量不足，不能经常使用。总之，以上情况反映出山

东省城市社区居民对社区健身器械利用不甚理想。其原因，

有硬件的关系，但更多的是管理上因素。

6 社区居民四季利用器械健身情况

社区居民在不同季节对社区内的健身器械使用情况，可

以反映健身器械对天气和季节适应性。山东省属北方地区，

气候干燥，冬季寒冷，夏季炎热。从各社区居民所反映的情

况看（春季 997 人，占 51.3%，夏季 834 人占 42.9%，秋季 966
人占 49.7%，冬季 401 人占 20.60%），利用器械情况基本符

合本地的季节变化情况。

社区居民 4 季利用器械健身情况顺序（多选）是春季 >
秋季 > 夏季 > 冬季。冬季的利用率最低，原因是白天较短，

天气寒冷影响了户外健身；另外铁制器械冰冷，也是居民不

愿接触的主要原因。这反映出现有的健身器械虽具有耐用

性，但却影响人们在冬天的使用。适当改善器械的材料（如

冬天在器械的扶手上加上一层聚脂塑料），以方便居民的使

用，对提高器械的利用率也有作用。

7 居民利用器械健身时间及频率

通过对山东省 8 个城市 1 944 名居民利用健身器械时间

和频率的调查，反映出山东省社区居民健身状况水平，对社

区管理部门的管理以及制定今后发展的决策有着直接的影

响。调查结果见表 1。

表 1 居民利用器械健身活动时间及频率
人

（%）

时间段 活动的频率 /（次·周 - 1） 持续时间 /（min·次 - 1）

5 ～ 7 时8 ～ 12 时13 ～ 15 时16 ～ 19 时19 ～ 时 1 ～ 2 3 ～ 4 5 ～ 6 7 ～ ～ 30 31 ～ 60 61 ～ 90 90 ～
319 224 41 752 608 1 190 408 272 74 1 273 527 144 0

（16 .41）（11.52）（2.11）（38.68）（31.28）（61.21）（20 .99）（13.99）（3.81）（65 .48）（27.11）（7 .4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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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结果看，反映社区居民利用器械健身的高峰是下

午 4 ～ 6 时和晚上 7 时以后，这 2 个时间段占 70%。因此，在

设置健身器械时应充分考虑到这一情况，选择好器械设置地

点及健身环境，以免影响居民生活。从居民利用器械的频率

和每次持续时间方面看，山东省城市居民的周活动频率较

低、活动时间短，1 周活动 1 ～ 2 次达到 61. 21%，每次持续时

间在 30 min 以内接近 65. 50%。据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认

定：“体育人口”主要是指每周参加体育活动频度在 3 次以

上，每次活动时间在 30 min 以上，具有与自身体质和从事的

体育项目相适应的中等负荷强度者。这是衡量城市居民健

身效果最有效的标准。而山东省城市社区居民体育健身状

况比例相对偏低，还不能达到健身要求。

8 健身器械损坏原因

健身器械的维护是保证社区居民长期使用，得到可持续

锻炼的必备条件之一。因此，找出器械被损坏的原因，并采

取相应得力的措施，对城市社区全民健身的发展无疑会起到

积极的促进作用。

从调查结果看，使用不当与人为破坏占 50%以上。社

区管理部门的指导跟不上和维护不及时是造成健身器械损

坏的主要原因。以淄博市被调查的 20 个社区为例，在现场

调查中发现，就有 3 处社区健身场所被占用，还有 10 余处的

健身器械被人为破坏，影响了健身活动的开展。当然损坏因

素还包括环境、非人为破坏、正常损耗等。因而在使用器械

过程中，应提高居民保护器械的意识和自觉参与日常监督维

护意识，还需要管理部门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与维修。这样

才能延长健身器械的使用寿命，更好地发挥其健身的功效。

9 居民对收取费用用于器械维护的态度

“花钱买健康”已是国外较为普遍的观念，随着我国市场

经济的发展，花钱买健康将成为我国全民健身发展的一大趋

势。调查结果看，43.39%的山东城市居民持反对态度，这与

居民的收入偏低及长期以来政府的福利性健康投资有关；另

外，居民对这部分经费的使用持怀疑态度，还有 1 / 3 的居民

持观望态度。对收取少量费用用于城市社区健身器械的日

常维护和更新，是弥补国家经费不足和社区健身器械得到可

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对提高健身器械的利用率和居民的身

体健康将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10 结论与建议

（1）山东省部分城市社区健身器械偏少，一部分器械设

置不合理，不能被有效利用。

（2）山东省城市社区中少儿、中青年、老年 3 组对社区所

设健身器械的使用情况各不相同。对太空漫步机、小球、综

合训练器的利用率较高，而对吊环等器械基本不用。

（3）对健身必要性缺乏认识以及工作事务的繁忙是影响

山东省城市社区中青年人参加健身锻炼的直接原因。但也

有部分居民对健身器械健身的作用和方式不甚了解。传统

健身方式也是影响器械利用率的原因之一。

（4）山东省城市社区居民利用器械健身受到季节、气候

的影响。春季利用器械率最高，而冬季利用率最低。

（5）山东省城市社区居民利用器械健身主要集中在 16 :
00 ～ 18:00 和 19:00 以后这 2 个时间段。但每周活动的次数

3 次以上及每次持续的时间 30 min 以上的人数比例偏低。

（6）山东省城市社区健身器械损坏的主要原因是使用不

当和人为破坏。居民的自觉保护器械意识、自觉监督意识淡

薄以及管理部门的日常维护工作不及时是导致器械得不到

有效维护的根本原因。

（7）从城市社区居民中收取少量费用用于器械的日常维

护开支和器械的添置更新是城市社区健身发展的趋势。它

能有效地弥补社区资金的不足和健身活动的开展。但部分

居民的观念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

（8）建议有关管理部门加大资金的投入；同时根据社区

居民年龄层次的不同、需求不同设置相应器械，以提高器械

的利用率。

（9）加大社区管理管理部门管理力度，提高居民自觉维

护和监督意识，延长器械使用年限和使用寿命，提高器械利

用率。

（10）加大社区健身内容和方式的宣传力度，充分利用本

地和本社区体育人才的资源参与管理和辅导，最有效地发挥

本社区健身器械的作用，提高居民的健身水平和效果。

（11）社区管理部门应结合社区健身器械每年组织多次

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健身比赛，提高家庭的参与氛围，形成

规律性和制度化，突出娱乐性、休闲性和健身性。

（12）社区管理部门对本社区的健身活动及健身器械的

管理应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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