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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现状及发展对策

廖　军①

(湖南工业大学师院校区 体育系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 :目前湖南省部分体育指导员等级偏低 ,资源存量不足 ,利用率低 ,知识技能的来源多样化水平参差不齐 ,指

导动机有欠缺 ,年龄结构不合理。应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 ,加强高校与社会体育的融合 ,完善社会体育俱乐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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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是综合性的社会文化活动 ,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 ,体育已经成

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由于社会体育的兴起

与发展 ,社会体育指导员应运而生。社会体育指导员所开展

的各项工作 ,直接作用于广大民众 ,为公民增进健康 ,增强体

质 ,愉悦精神 ,善度余暇服务 ;为在全社会建立科学、文明、健

康的生活方式 ,不断提高生活质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 ]为

此 ,本文对目前湖南省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数量、分布状况、年

龄、学历等进行分析 ,旨在进一步了解我省社会体育指导员

的现状 ,并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管理、改革及其发展提供建

设性的建议。

一 　湖南省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现状

20005年 7月 ,我们通过发放问卷调查表《湖南省社会体

育指导员状况调查表 》,分别对湖南省的长沙市、株洲市、湘

潭市、益阳市、郴州市、吉首市的 60个居民小区与多个健身

中心进行了调查。问卷表涉及到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技能等

级、知识技能的来源、年龄层次、从事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指导

动机等。此次调查 ,共发放问卷 1200份 ,回收 1175份 ,回收

率 98%。问卷的发放采用在小区内现场发放 ,当场不记名的

方式填表并回收 ,其中剔除外观废卷 9份 ,检测废卷 16份 ,

最后有效答卷为 1150份 ,问卷的有效率为 96%。由于本次

调查的对象是社区内各个年龄层次及有相关信息的社会体

育指导人员 ,而且是一次针对社会体育工作进行的公益活动

并采用不记名的方式 ,所以答卷的可信度还是很高的。所有

数据利用 sp ss11. 5软件包进行统计处理 ,通过对问卷调查表

的统计与分析 ,我们将湖南省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现状归纳如

下 :

1、技能等级偏低 ,资源的存量不足

　　　　表 1　湖南省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等级的现状　　人　

性别 国家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合计

男 35 97 187 265 584

女 27 85 198 256 566

总计 62 182 385 521 1150

百分比 /% 5. 4 15. 8 33. 5 45. 3 100

　　从表 1可以看出 ,国家级和国家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

比例较低 ,说明现阶段湖南省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工作没

有深入基层 ,这种人才结构将会影响到社会体育事业的发

展。因为国家级、国家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具有培养低一级

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职责和权力 ,如果级别比例失调 ,必然影

响到整个队伍知识能力结构的完善。调查还发现 ,具有二

级、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的人中 ,相当一部分是在校体

育专业的大学生 ,其中绝大多数人还没有参加过社会体育指

导工作。可以说他们是高校中的“考证一族 ”, [ 2 ]为的是取

得证书以便将来毕业找工作。这种情况的存在 ,直接影响到

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实际数量。目前 ,我省社会体育指导员的

资源存量不足 ,到 2005年 ,湖南省注册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总

人数为 26 333人 ,每 3 911人拥有 1名社会体育指导员 ,人均

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数量不高 ,而 1994年的日本每 2 000人中

就有 1名社会体育指导员 ,与国内其他省份社会体育指导员

的资源相比也存在着差距。调查还显示 ,我省“应有专人指

导开展体育锻炼 ”在对社会体育指导的愿望及要求所立选项

中排在第三位。可见 ,我省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的不足与社

会的需求与用人制度方面有一定的关系 ,这就有可能在某种

程度上导致了群众体育管理的中断 ,影响群众体育工作的开

展。所以 ,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用人机制 ,使得

高校社会体育专业的这部分人才毕业后能够从事社会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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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工作 ,无疑会大大提高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学历层次和业

务水平 ,为队伍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后劲 ,为社会体育带来良

好的前景。

2、资源利用率低

湖南省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指导少 ,其原因一是由于我省

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和培训中的诸多不足 ,造成我省社会体

育指导员的指导水平不高 ,从而难于适应指导工作。二是社

会体育指导员没有类别的划分 ,不能满足不同行业、不同年

龄、不同层次人们的需求 ,指导面窄 ,对人群覆盖面小 ,社会

体育指导员服务项目以武术、健身操为主 , [ 3 ]指导对象以离

退休人员为主 ,缺乏指导服务的广度 ,不能满足社会群体多

层次的体育需求。三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有组织的

参加体育活动的人口数量较低 ,参加社区、辅导站及俱乐部

组织的体育活动者占总人数的比例小 ,参加体育活动的群体

大部份处于自发和无序状态 ,这种状况直接影响我省社会体

育指导员向人们提供指导服务的机率。

3、知识技能的来源多样化 ,水平参差不齐

表 2　湖南省社会体育指导员知识技能获得来源

知识获

得途径

短期

培训

自身锻

炼体会

体育院校

专业学习

媒体

传授

师傅

所教
百分比 /% 38. 3 31. 5 20 6. 5 3. 7

表 2显示 ,湖南省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知识技能大多来源

于短期培训和自身锻炼体会 ,来源于社会体育专业毕业的人

才偏低。还有 ,由于各个媒体的体育教学节目、光碟和从事

体育健身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 ,通过媒体和向别人学习也成

了获得体育健身知识和技能的一个新途径 ,这有助于广泛的

开展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 ,并在其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 ,但也存在着不足之处。目前 ,我省社体指导员的培训是

在获得等级资格的同时也结束了学习 ,没有建立各级社会体

育指导员的定期培训或进修制度。造成了社会体育指导员

知识技能的来源多样化和水平的参差不齐 ,使相当一部分人

在体育观念、理论、知识等方面跟不上时代的发展。特别是

由于社会环境和人为的因素 ,使得一些优秀的社会体育指导

员和社会体育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在

群众体育活动多样化、精度化的今天 ,我们对社会体育指导

员的需求发生了质的变化 ,不仅需要有很好的学识、专业知

识和高超的教学技巧 ,而且要求能正确把握人们的体育需

求 ,做出适当的指导。日本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养一直是由

大学或体育院校来负责的 , [ 4 ]体育协会等民间体育团体也培

养各种各样的社会体育指导员 ,特别是近年来又新增了一些

专门培养体育指导员的专业学校。美国社会健康体育指导

员职业资格的取得 ,必须通过书面和实际两类的考试 ,如果

要提高职业资格标准 ,还必须参加包括“社会交往、人际沟

通 ”等涉及管理方面的内容考试。该项体育指导员的任职资

格要求掌握的基本内容和大学本科、研究生院的医学、健康

教育学、运动科学的资格基本一致。因此 ,我们的当务之急

是培养高素质、高学历的社会体育指导员。

4、指导动机有欠缺、年龄结构不合理

表 3　湖南省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指导动机

指导动机 获得报酬 自身锻炼 职业发展 拓宽社交 传播知识 丰富经历 兴趣爱好 利用余暇 老有所为 获得承认

百分比 / % 30. 6 15. 3 10. 1 8. 5 6. 7 3. 4 4. 5 6. 2 9. 7 5

表 3显示 ,目前大多数社会体育指导员是义务指导 ,但

获得报酬仍排在首位 ,而自身锻炼、职业发展排在次位。由

于有获取报酬的利益驱使 ,使得一部分人成为业余社会体育

指导员 ,那么 ,老有所为、拓宽社交、传播知识、兴趣爱好、丰

富经历依次作为指导动机也是合理的。但是 ,从职业发展的

情况看 ,目前社会体育指导员作为职业发展的时机还不成

熟。[ 5 ]在调查中还发现 ,湖南省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中 ,年

龄结构 46～60岁所占的比例最高 ,为 49. 5% , 30～45岁所

占的比例为 32. 4% , 30岁以下所占比例最小 ,为 18. 1%。中

老年社会体育指导员占到 81. 9% ,说明湖南省社会体育指导

员的年龄结构不甚合理 ,中老年社会体育指导员所占的比例

过大。

二 　湖南省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发展对策

1、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

通过对参加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工作的部分教师和参

培学员的访谈 ,并向有关专家进行咨询 ,得悉我省社会体育

指导员培训存在着不足。首先 ,培训方式单一 ,难以照顾学

员的不同类型和特点。现行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主

要采用的是集中面授的方式 ,虽然上级主管部门曾多次发文

提倡面授与自学相结合的培训方式 ,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 ,

由于学员自学能力差 ,且缺乏必要的检查、督促机制 ,自学有

名无实。由于集中面授针对的是大多数学员一般的情况 ,故

而较难照顾到个别差异 ,而事实上社会体育指导员在实际工

作中所面临的服务对象各不相同 ,工作的侧重点不一 ,而现

行的集中统一面授的培训方式难以照顾这些特点 ,这在一定

程度上挫伤了部分学员的积极性。其次 ,培训内容有一定缺

陷 ,在课程设置上缺乏科学性 ,无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层次之

分 ,没有依照社会体育指导员所需要的知识体系的内在关系

构造其空间结构。再次 ,培训的教学模式未完全摆脱传统教

育的束缚。重视理论而相对忽视实践环节 ,课堂上教师讲授

过多 ,给学员思考、讨论及实践的时间不多 ,较难适应学员各

方面程度参差不齐的情况。因此 ,要针对以上不足 ,充分考

虑到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现实需求 ,加强培训空间及层次的构

建 ,使广大学员在实际从事社会体育指导的过程中能够应对

指导技术、技能等方面的挑战。

2、加强高校体育与社会体育的融合

我省普通高校体育专业的设置 ,主要服务于学校体育和

竞技体育两大领域 ,体育教师在社会兼职方面发挥自己专长

的人数还很少。湖南省目前有 17所高校设有体育教育专业

(截至 2007年 ) ,这些高校中现有 10所院校的体育系设置了

社会体育专业。每年招收的社会体育专业人才 ,经过 3到 4

年的培养输送到社会 ,逐渐成为开展社会体育活动的骨干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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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但是 ,实际上大多数毕业生却陷入了无处对“口 ”就业的

难堪境地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培养的体育人才和体育需求

存在着严重的脱节。因此 ,要加强高校与社会体育之间的联

合 ,使我们的学生能够融入到社会体育的大潮中去。同时 ,

发挥高校人才及场地优势 ,通过学校体育为“全民健身运动 ”

提供众多的健身场所。发达国家群众体育工作经验表明 :体

育场地设施、指导人员和法制是群众体育的三大支柱。在许

多学校 ,场地是作为教学、训练专用的 ,平时场地设施闲置的

问题就凸现出来。而另 —方面 ,群众体育急需大量的场地 ,

可以将这些闲置的场地设施向广大学生和其他社会人员开

放 ,吸引大量的健身者来使用 ,同时也给了我们体育专业学

生与社会体育之间沟通的空间 ,为今后的就业打下良好的基

础。再就是加强学科建设。近几年 ,虽然先后把湖南师大体

育学院、湘南学院、湖南城市学院、湖南体育职业学院等纳入

我省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基地 , [ 6 ]但到目前为止 ,这些大学

还没有专门为社会培养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设置。而日本高

等院校体育专业在培训目标上呈多元化的特点 ,培养社会体

育指导员是重要目标之一 ,在课程设置上 ,社会体育指导员

的基础课程和专业指导课占很大比例 ,使高校的体育教学与

社会体育指导实践密切结合。

3、完善社区体育俱乐部

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同志指出 :“群众体育最迫

切需要科学 ,是因为人们在观念、健身方法等方面存在着混

乱 ”。[ 7 ]群众体育的科学化 ,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数量和质量

至关重要。对湖南省 60个社区抽样调查 ,平均每个街道有

健身辅导站 7. 72个 ,平均每个辅导站有社会体育辅导者人

员 7. 2人 ,但真正在社区对居民进行直接健身辅导的群体却

有 63. 1%的人没有经过培训 ,没有获得等级称号。社会体育

指导员主要在各种体育活动辅导站、晨晚练点进行指导工

作 ,社区体育俱乐部没有成为大众体育的基本组织形式 ,即

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的主要场所还不完善。从调查得知 ,我

省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大 ,城区超过

40% ,但有组织的参加体育运动人口在全省人口中所占的比

例不高。社区体育组织水平低下 ,使得我省参加体育活动的

群体处于自发和无序的状态 ,这种状况使我省社会体育指导

员不能稳定地向人们提供指导服务。发达国家社会体育组

织以社区体育俱乐部为主 ,在欧洲 ,与居民密切相关的体育

俱乐部是这些国家的体育基础。这些社区体育俱乐部不以

盈利为目的 ,自发参加 ,自主运营 ,优先利用体育公共场地及

体育设施 ,对于事业收益及固定资产采取优惠措施 ,几乎所

有的体育俱乐部都具有“法人资格 ”。[ 8 ]其中许多体育俱乐

部历史悠久 ,创建至今己超过百年。北欧国家体育俱乐人口

所占的比例在欧盟国家中较高 ,其中丹麦和芬兰超过 40% ;

奥地利、德国、荷兰、瑞典和比利时的体育俱乐人口比例超过

了 25 % ;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的体育俱乐部人口所占

的比例低于 10%。欧洲国家体育俱乐部人口在总人口中所

占比例均达到 25%以上 ,即每 4个人中就有 1人加入体育俱

乐部。我省在实现社会体育指导员社会化的过程中 ,必须尽

快完善各种类型的社区体育俱乐部 ,真正建立起社会体育组

织网络体系 ,为社会体育指导员提供较好的服务场所。

目前 ,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组织管理还不够健全 ,省

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组织或协会尚未形成。随着《社会体育指

导员国家职业标准 》的颁布 ,应建立起社会体育指导员较完

善的管理网络 ,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体育

发展的要求 ,建立起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组织机构或协会 ,把

分散的社会体育指导员 ,按类别纳入其网络系统中 ,并根据

指导类别成立相应的体育俱乐部和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等。

要借助行政立法等功能 ,加快和促进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化

进程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举 ,为社会体育事业的发展提

供广阔的空间 ,并促进社会体育管理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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