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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休闲体育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存在着时间、人数、项目和消费等方面的性别差异，

女性休闲体育发展相对滞后。这主要是社会性别环境制约和女性自我限制相互作用的结果。为促

进我国女性休闲体育的发展，需要加强女性休闲体育理论研究和技术开发，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

休闲体育发展的主流决策，科学规划和建设休闲体育活动场地、项目及服务体系，加强宣传教育，

增强社会性别平等意识，消除女性自身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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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s leisure spo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g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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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reas leisure sports in China are developing rapidly, there is a gender difference in leisure sports in 

China in terms of leisure time, number of people, event and consumption: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leisure 

sports is relatively backward, which is mainly due to the result of interaction between social gender environmental 

confinement and women’s self restriction. In order to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leisure sports in China,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theoretical study and technical development of women’s leisure sports, consider social gender 

awareness as a major factor for making decis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eisure sports, scientifically plan and con-

struct leisure sports playgrounds, events and service systems, strengthen promotion and education, sharpen such 

awareness as social gender equality, and eliminate women’s self restr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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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及人民

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我国的休闲体育得到

了可喜的发展，人们对休闲体育的重视度逐渐提高，

体育场馆、设备状况逐渐改善，休闲体育项目变得丰

富多彩。但我国休闲体育发展现状还存在很多的缺陷，

例如：市场化程度不高、技术含量低、投资长期不足、

服务设施不全、休闲体育场所少而且收费偏高；城乡

发展不平衡，参与群众年龄、性别差异较大等等[1]。我

国对休闲体育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形成比

较一致的休闲体育概念及理论体系，而且研究内容也

以休闲体育行为和项目的发展为主，少有从历史、文

化和社会学视角对休闲体育的城乡差异、性别差异及

可持续发展的深入分析。休闲体育是一种文明、科学、

健康的现代生活方式，女性是休闲体育不可或缺的主

体，女性休闲体育的充分发展是女性身心健康、全面

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而女性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衡量社会发展与进步

的重要标志。因此，积极发展女性休闲体育，构建两

性和谐的休闲体育文化，对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

意义。本文试图从社会性别视角审视我国休闲体育现

状中的男女性别差异，并提出促进我国女性休闲体育

发展的对策。 

 

1  当前我国休闲体育的性别差异 
当前，我国社会在两性平等方面比以往有了很大

进步，但是由于社会性别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生活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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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领域，休闲体育差距在男女性的生活中依然存在，

女性休闲体育发展相对滞后。通过走访调查和综合分

析了相关研究后发现，在参与休闲体育时间、人数、

场地项目的选择与消费上性别差异 明显。 

1)参与休闲体育时间差异。余暇是从事休闲体育

活动的基本保障。在社会工业化和自动化高度发展的

今天，人们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但是，女性由于受

职业与家庭双重角色所限制，自由时间相对男性较少。

据中国公众休闲状况调查组从 2000 年起历时 3 年多对

上海、天津、哈尔滨的调查研究发现：即使是实行了

双休日之后，在享有闲暇时间上仍延续着传统的社会

差别，即男性优于女性。据王雅林[2]调查，工作日男性

群体的休闲时间为 314.38 min，女性为 288.41 min；而

休息日男女休闲时间分别为 471.69 min 和 387.87 min，

两者相差 83.82 min。石振国等[3]的研究显示，男性居

民每次花在休闲体育活动的时间在 2 h 以上、1.5~2 h

和 1~1.5 h 这 3 个时间段都比女性居民多，而在 0.5~1 

h 和 0.5 h 以下两个时间段里，又以女性居民多于男性

居民。许宗祥等[4]的研究也发现，男女性在参加休闲体

育活动的次数和时间上差异很大。每周从没参加过和

仅参加 1 次休闲体育活动的女性多于男性。在活动时

间安排上来看：男性每次休闲体育活动时间在 30~60 

min 的比例几乎是女性的两倍；1~1.5 h 也高出女性 5

个百分点。这说明，男性花费在休闲体育的时间比女

性长，女性每次锻炼的时间相对较短。 

2)参与休闲体育人数差异。体育人口是反映参与

休闲体育人员数量的直接指标，体育人口的性别比也

基本反映了参与休闲体育人员的性别组成。群众体育

现状调查结果显示，2000 年我国 16~70 岁的城乡居民

中，体育人口的性别结构男性占 62.5%，是全国总人

口的 11.4%；女性占 37.5%，是全国总人口的 6.9%。

男性体育人口占男性总人口的 20.2%，女性体育人口

占女性总人口的 15.8%。①徐箐等[5]的研究显示，上海

市体育人口的性别比为 161:75。男性体育人口数高于

女性体育人口数，而且分年龄性别比波动幅度较大。

性别比 高的是 26~35 岁年龄组，为 340:60，女性体

育人口数大大低于男性。其次是 36~45 岁年龄组，为

179:94，性别比较低的是 46~55 岁和 56~65 岁年龄组，

分别为 98:46 和 103:71。不难发现，26~45 岁年龄组差

异 大，该年龄段的女性正是工作、生活压力加大，

负担系数较高的时期，符合不同性别角色社会发展条

件差异特征。 

3)场地和项目的选择与消费差异。在场地选择上，

女性明显表现出选择场地消费少、离家近且便于兼顾

家庭的倾向。男性在选择公共场所、单位、收费场所

的比例远远高于女性，而在自家庭院、住宅小区、公

园广场的比例低于女性[4]。另有调查表明，在收入较低

的职业妇女中 17%的女性体育活动局限于家里和公

园，仅 5%的女性去公共体育场馆进行体育活动，而

收入较高的职业女性中有 46%的女性则喜欢去较高档

次的公共体育场馆。②并且，女性除了更多选择在一

些无收费的公共场所进行健身外，她们往往还不愿进

入男性集中的体育场所。 

在项目选择上，女性比较喜欢相对“静”一点的

相对单调的项目，如散步、瑜伽、太极拳等；男性就

比较喜欢相对“动”一点的项目，如跑步、旅游、打

球等[3]。男性在休闲体育高消费项目上的选择范围和自

主权也比女性更大，众所周知，高尔夫球场和赛车场

上活跃的多是男人的影子。 

在休闲消费上，女性体育休闲消费总水平明显低

于男性。女性无休闲体育消费的比例大于男性，在休

闲体育消费少于 10元及 10~100元的范围内略占优势，

而在 100~500 元和多于 500 元高消费范围内均少于男

性[4]。尽管健身馆、健美操培训班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出

现，但其高消费水平使大部分女性只能“浅尝辄止”。

而一些较高档次的休闲娱乐场所几乎是男人们的专

利。 

当然，休闲体育性别差异还表现在其它很多方面，

如休闲体育享受和体验程度差异、休闲体育理论研究

差异、休闲体育决策权差异等，这些都不能被忽视。 

 

2  导致女性休闲体育滞后的因素 
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

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休闲体育领域性别差异的存在，

是社会性别环境制约和女性自我限制相互作用的结

果。 

1)社会性别环境制约。男女之间存在着各种差异，

这主要由于我们生活在性构社会(“性构社会”是指社

会中男性与女性角色都是由社会构建出来的)[6]。休闲

体育发展的性别差异现象是由于社会性别观念、体育

决策者性别差异和女性社会地位等因素造成的。 

第一，社会性别观念影响。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存

在着男尊女卑的思想，传统的性别偏见至今仍然影响

着中国妇女的生存价值，妇女依然处于从属地位。她

们不仅要工作，还要扮演“相夫教子”的角色，承担

大量的家务和义务。如今，虽然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明

显的提高，但性别差异的影子依然残留在人们的意识

里，“传统宗教、道德、哲学、习俗等远没有肃清”[7]。

它反映在休闲体育上的结果是，女性较男性拥有较少

的权利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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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决策者性别差异的制约。女性在当前体育

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比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在体

育管理层依然是男性一统天下。“体育决策部门，女性

的比率明显不足。在目前国际奥委会的 127 名委员中，

女性只有 12 名。在 15 人的执委会中，女性只有 1 名。

在我国体育总局及直属单位中，司级女干部只有 20 人，

占总人数的 12%。男女平等的道路还任重道远”[8]。决

策层性别的不对称造就了休闲体育文化生产、机制的

构建与休闲体育运行中的男权本位和“非女性主义”

语境。女性在体育决策上的失语导致了她们在休闲体

育领域中的不利状态。 

第三，女性地位限制。社会地位的相对低下使女

性在人类体育文化实践活动中成为边缘群体，女性在

体育文化叙事中丧失了主体性。传统的伦理和性别意

识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妇女的生存价值，在社会工作

上分划着所谓的“男性工作”和“女性工作”，而女性

工作涵盖的多是服务性工作，且具有典型的时间长、

收入低、少升迁机会和协助男性工作等特点。劳动的

差异显示了两性地位的差异。受教育的程度也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女性的社会地位。造成女性在休闲体育

活动中缺席。经济地位的弱势限制了女性享有休闲体

育活动的资源，特别是商业性休闲体育活动。据 2000

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全国以农业为主

的女性收入仅是男性收入的 59.6%，全国城镇在职女

性的人均年收入是男性收入的 70.1%。女性的收入普

遍低于男性。在消费上，女性更多的是负责家庭日用

品的消费，并不掌握家庭的经济大权，她们的消费更

多的是为家人服务[9]。传统的性别教养和女性较弱势的

经济地位使她们在休闲场地和项目的选择与消费上比

较谨慎。 

2)女性自我限制的影响。首先是自我观念的限制。

自我观念会在无形之中决定女性选择休闲活动的方

式，如敏感、害羞、过分关注自己在他人面前的形象

等往往会导致自尊心的缺乏，对休闲行为产生不利的

影响， 终成为限制女性体育休闲的一种因素。还有

研究认为，人们从事休闲活动的 大障碍在于“个人

心理状态和特性”，在于“人们以什么样的方式评价自

己，认为自己在自由的时间里做什么样事情才比较得

体”[10]。社会存在对女性参与体育活动不雅的判定，

在这种文化观念的影响下，女性 终可能会去选择更

为“得体”的事情(如美容甚至打麻将)。 

其次是女性对性别角色的妥协和认同。女性在成

长过程中，始终被教导遵循社会对女性提出的价值观

和行为要求，如温顺、善良、依恋、体贴，以他人为

重，家庭责任感等，同时，女性也在不自觉地把它内

化成一种心理定势。所以，如果一个女性知道社会不

赞许她们从事某项活动，那么这就可能意味着，她甚

至可能根本不会去考虑参加这项活动，并认定自己对

这项活动“不感兴趣”。这种性别角色的妥协和认同限

制了女性对其休闲兴趣的表达。 

第三是技术技能缺乏。体育活动项目都具有一定

的技术要求，需要一定的技能，这对于许多女性，尤

其是未受过学校系统体育教育的女性来讲成了参与休

闲体育活动的障碍，甚至因此放弃选择体育活动。“自

我感受的无能”限制了女性的休闲。技能的缺乏会导

致失去信心，没有信心又影响技能的提高，成了恶性

循环。关彦莉[11]在对女性闲暇体育现状调查中表明，

9.5%的女性(25~34 岁：9.7%；35~44 岁：6.1%；45~55

岁：12.8%)认为技术技能的缺乏影响着自己参与休闲

体育活动。是自我感受的无能限制了她们对休闲体育

的参与，转而选择以观赏体育的方式来代替技术含量

稍高的休闲体育活动，如看体育电视转播和去现场观

摩体育比赛、表演等。 

 

3  促进女性休闲体育发展的对策 

3.1  加强女性休闲体育理论研究和技术开发 

1995 年，第 4 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促进了我

国女性体育研究的起步，进入 21 世纪后我国女性体育

的发展和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12]。学者们从历史、

社会、文化等不同角度对女性体育理论与实践进行分

析，促进了我国女性体育的发展。然而，我国女性体

育研究的质量、深度和广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女性体

育事业还存在着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城市与农村、

女性与男性等发展不平衡现象。在我国成功举办了奥

运会和休闲体育迅速发展的背景下，针对女性在休闲

体育中的不利状况，加强从社会性别视角关注和研究

女性休闲体育、促进女性休闲体育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社会和相关政府部门要在体育科研机构中专设女性休

闲体育研究部门或成立专门机构，办好各种体育刊物，

开辟女性休闲体育研究专栏，加强女性休闲体育学科

化建设，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女性休闲体育理论与实

践体系[13]。 

加强女性休闲体育器材用品的研制、开发与设计，

生产出适合女性的不同类型、不同功能、价格合理的

新型健身器材和用品是促进我国女性休闲体育文化和

产业发展的重要措施。同时，编辑出版“趣味性、娱

乐性、实用性强，易于自我锻炼、评价、检测”的体

育技术、卫生知识、娱乐消遣等方面的书籍、画册、

音像制品等，以满足女性休闲健身、娱乐、消遣等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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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休闲体育发展的决策主流 

传统的性别观念和现实的社会性别不平等是女性

在休闲体育中处于不利状况的重要原因。女性休闲体

育的发展需要有男女平等、共同发展的社会大环境的

培育。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是全球性的争

取性别平等的战略，已经成为衡量各国社会发展程度

的依据之一。因此，要充分发挥政府在提高女性社会

地位中的宏观调控作用，把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政府工

作的各项决策中，在社会成员的利益格局调整和资源

配置上，坚持男女平等参与、共同发展、共同受益的

原则，切实制定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与妇女发展相协

调的政策，进一步消除性别歧视，维护妇女合法权益，

提高女性经济、社会地位，淡化家庭给女性带来的角

色紧张，缓解女性双重角色的压力，赋予女性更多自

由支配的时间和空间，营造男女平等、共同发展的社

会大环境。 

休闲体育是女性社会交往、健康娱乐和自我发展

的重要平台之一。在休闲体育发展决策中要坚持男女

平等的社会性别意识，切实制定有利于休闲体育发展

和两性协调发展的政策，使休闲体育资源配置充分考

虑到性别差异，公平地满足女性休闲体育设施的特殊

需要，满足女性能接受休闲体育教育和培训的需要，

保证规则和标准建立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之上等。在

体育管理和决策层面上，特别是较高层次上，要增加

更多的女性领导者和决策者，加强女性在休闲体育运

动中的决策权。在社会体育生活和休闲体育服务业中，

要有更多的女性领导和女性榜样人物，以起到角色的

示范作用，提高女性的参与率，同时，要发展能使女

性在各层次上全面参与休闲体育活动并形成具有这种

参与价值的新的休闲体育文化。然而必须考虑的是，

新的休闲体育文化体系中的女性休闲体育必须尊重不

同性别的价值诉求，在性别自尊的基础上和男性休闲

体育文化建立起水乳交融的关系，以丰富人类休闲体

育文化的内涵，形成我国两性和谐的休闲体育文化生

态系统。 

3.3  科学规划和建设休闲体育场地、项目和服务体系 

科学规划和建设休闲体育活动场地与设施。女性

不能充分地参与体育休闲活动，重要的原因是现有活

动场地和器材设备不能公平地满足女性的特殊需要。

在城市，学校和社区是女性休闲体育生活的主要场所，

在农村，学校和村庄公共余地是女性休闲体育生活的

主要空间。因此，要按照科学便捷、城乡协调、两性

和谐的原则，改进和加强学校休闲体育设施建设，并

结合社区和村庄人口规模、人员素质、个性偏好和消

费水平，大力发展功能细化、形式多样、方便选择的

体育馆所，为更多的女性提供运动、健身、休闲、娱

乐便利。 

要消除体育休闲的性别差距，为女性提供休闲机

会， 佳途径是实现休闲体育项目的多元化与特色化。

一方面加强女性特色项目的研发和创新，另一方面大

力发展适合男女及家庭共同参与的体育娱乐活动。根

据女性的身心特点和社会角色，在时间上面向人生的

全过程，在空间上面向社会的全方位原则，合理配置

不同强度、不同时间、不同年龄组合的女性活动项目

和方式，激发不同层次女性的参与意识与热情。 

构建多层次、高质量的休闲体育服务体系。不同

层次的女性群体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消费观念。政府

既要鼓励社会力量，共同培育适合不同消费层次群体

的休闲体育消费市场，更要加大投入，完善休闲体育

基础设施，降低消耗门槛。同时培养专业化的社会体

育指导员队伍，消除因技术缺乏对女性参与休闲体育

产生的障碍。消除休闲服务中的性别歧视，努力缩短

性别间休闲差距，实现两性和谐共享。 

3.4  加大宣传和教育力度，消除女性自身限制 

解决内因是推动事物变化发展的决定力量。加大

对女性休闲体育的宣传和教育是解决影响女性参与休

闲体育活动的内因的重要手段。各级政府部门应通过

社会舆论和各种传媒导向进行宣传，强化男女平等观

念、消除性别角色刻板印象，引导女性充分认识休闲

体育对改变传统生活观念、提高现代生活质量和身体

健康水平的价值，使女性打消性别顾虑，积极地参与

和享受各种休闲体育活动。另一方面，要通过学校休

闲体育教育和培训服务机构帮助女性正确认识性别角

色与性别关系，树立现代性别平等意识，改变传统休

闲观念和增强权利意识，并提供休闲体育参与所需的

兴趣培养、技能培训与支持性服务，提高女性休闲体

育活动能力，消除自身限制。 

 
注释： 
① 2001 年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数据库. 国家体育

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提供. 
② 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与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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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质疑的不是世界冠军，而是学校体育理念 
 

近日，重庆大坪中学女子足球队获得世界中学生女足冠

军的新闻成为坊间热议的焦点。从新闻报道的方方面面看，

目前我们无法认定大坪中学是否属于蓄意假造身份参赛。然

而，不管这些事实最后的认定情况如何，值得我们思考的问

题还是不少。 
高校自 1986 年以来招收高水平运动队，但始终无法解

决培养进入国家队的顶尖运动员的问题，即便偶尔有昙花一

现的个别选手，也无法真正形成为一种机制。清华大学的胡

凯能获得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冠军，但像他一样的选手毕竟凤

毛麟角。该校附属中小学的梯队建设使得跳水队能一时追上

世界高水平，但目前这支队伍的窘况也使我们无法对于高校

及其附属中小学产生国家队选手乃至世界冠军抱有信心。高

等院校无法解决人才选拔、培养、参赛等一系列问题，所以

深圳大学男足没有参赛费用，北京理工大学男足艰难维持，

经历 23 年的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的举措至今面临着难以解

决的难题。 
说实话，美国职业体育的庞大市场和高校乃至中学竞技

体育的庞大体系是我们无法不正视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始

终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获得优异的运动成绩。这个问题看似

是选材局限、教练员水平、训练和比赛经费等造成的，其实

根本原因在于两个方面：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体育体制没有提

供足够的土壤；整个学校尚未产生正确而可持续的体育发展

理念。 
高水平竞技体育的整个 4 级体系足够强势，体育系统内

封闭运行的惯性足够大，社会各界对于运动成绩和金牌的渴

望足够强烈，家长对于孩子从事竞技体育的经济动机足够强

劲。这些因素使得学校要想从夹缝中走出一条路异常艰难。

所以，我们看到，优秀的苗子很难进入普通学校，企业的赞

助很难投到学校运动队，学校学生代表国家参加比赛并不容

易，运动员一有成绩就可能被家长推上挣钱的道路。所以，

我推测，如果这次大坪中学女足获取的世界冠军不是靠自身

的力量，那其背后肯定有不小的经济利益在其中。 
学校对于发展体育的理念也相当关键。长期以来，教育

系统内还存在过搞竞技运动容易使学生受伤和培养虚荣心

等思想，一些学校曾反对竞技运动进课堂甚至进学校业余活

动。这些年来，另外一个极端现象开始出现，为了给学校争

名次和名气，有些学校把有限的体育经费用到少数尖子运动

员身上，甚至不惜在学籍和学分上做手脚，延长优秀运动员

的学习年限，帮助他们顺利毕业。在这种功利思想的驱动下，

普遍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的营造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没有

水的鱼难以生存，失去文化依托的所谓运动明星自然难以在

校园里立足。当然，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的诸多活动正在强

烈地扭转这种现象，但我们还是不无担忧地看到：一些学校

领导乃至教育部门负责人，还是把出风头和创名气作为体育

工作的最高目标。所以，只要我们的学校和教育部门不把体

育文化的营造和广大学子的体育兴趣的培养和习惯的养成

作为学校体育的根本，体育比赛中的虚假现象还会绵延不绝

地出现。 
把参与体育锻炼的权利还给学生，而不是追逐所谓的冠

军，我们的学校体育才有希望，我们的体育环境才能净化。 
 
 

（易剑东教授  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 

 

体育在线专家板块链接：http://www.tiyuol.com/forum-76-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