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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健身已成为更多运动健身已成为更多
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在社在社
区内或附近公园里区内或附近公园里，，运动运动
场地和健身设施的建设场地和健身设施的建设，，
让在家门口锻炼身体更加让在家门口锻炼身体更加
便捷便捷，，运动健身的氛围更运动健身的氛围更
加浓厚加浓厚

一些国家发展出比较一些国家发展出比较
成熟的社区体育文化成熟的社区体育文化，，在在
满足居民体育运动需求的满足居民体育运动需求的
同时同时，，推动社区体育公共推动社区体育公共
服务和组织化水平不断服务和组织化水平不断
提升提升

■■观点观点R

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社区体育在我国兴起，目前

已发展成为全民健身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城市中亮丽

的风景线。30多年来，作为城市社会体育公共管理的基

本单位，社区体育在组织体系、场地设施建设、居民参与

度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不断丰富着社区居民的文

化生活，提高了居民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提升了居民

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当今时代，科技飞速发展，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让

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但静坐生活方式导致很多人缺少

身体活动，肥胖、“三高”等疾病日渐增多。同时，现代社

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容易增加人们的疏离感并导致归

属感缺失，影响身心健康。

社区体育具有参与主体多元、活动范围就近、活动时

间和形式灵活、活动内容多样等特点，能够实现健身、娱

乐、社交等多种功能，既是人们强身健体、娱乐身心、提高

幸福感的良好选择，也是增进居民互动交流、增强社区凝

聚力的重要途径。截至 2020年底，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

积达到 2.2 平方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37.2%，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数超过 1.86名，社区

体育处在快速发展时期。

在社区体育中，儿童体育、家庭亲子体育和老年体育

是需求比较旺盛的形态。1996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发起了一项“发展有利于儿童居

住的社区和城市”的倡议，即在城市和社区建设中融入儿

童友好理念，建设儿童友好城市和社区。去年 10 月，我

国印发的《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提

出，到 2025年，将开展 100个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试点，此

举将推动社区体育公共资源配置优先满足儿童需要。我

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拥有较多闲暇时间，又

有健康长寿和重建社会交往圈的愿望，在社区体育组织

和设施建设中更多考虑老年人的需求，将有助于他们保

持健康、扩大交往、增进幸福。

发展社区体育，应该着力提升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水

平和组织化水平。目前，我国社区体育场地多为分布零

散的室外场地，如健身苑、健身广场、健身步道等，但是足

球、篮球、排球、网球场地和集多个项目为一体的综合性

室内外体育场馆数量相对有限，致使现代体育项目较少

在社区层面普及开展。同时，我国社区体育组织以松散

的健身团队为主，正式的社区体育俱乐部数量较少、组织

化程度较低。从国际经验看，体育俱乐部作为德国、英国

等欧洲国家社区体育的基本组织形式，具有非营利性、自

主经营和政府扶持相结合等特征。它既是社区、学校体

育一体化的桥梁，也是人们有组织参加体育活动的有效

途径。把社区体育俱乐部建设与附近的体育场馆和公园

的体育服务中心相结合，有利于促进社区体育持续稳定

发展，为居民提供有效的体育运动和交流互动平台。

社区居民的参与状况也决定着社区体育建设的效

果。社区要充分利用体育促进社区发展的功能，发挥

参与主体的广泛性、活动形式的多样性、活动内容的趣

味性等优势，以体育运动增强社区居民归属感和凝聚

力，为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作出积极贡献。

（作者为首都体育学院原副校长、教授）

全民健身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凯珍

一群孩子正在小型足球场上进行着一场

激烈的比赛，他们虽然个头不高，但脚下功夫

不错，一看就训练有素。家长在场边看得起

劲，不时热烈地鼓掌喝彩。在不远处的一个

篮球场上，几名身材高挑的女孩正在教练的

指导下练习投篮。这附近还有一个网球场，

一名教练正在耐心地向几名孩子示范如何正

确发球……

这是本报记者日前在荷兰海牙南部的维

米尔公园游乐场看到的场景。据工作人员介

绍，每周一至周四下午，这里都会组织两到三

个小时的集体活动，除了球类运动，还包括一

些田径项目和游戏活动。

在海牙市，共有 33 个游乐场和体育场馆

举办类似的社区体育活动。这些活动被统称

为“街区体育”，由海牙雇主体育俱乐部基金

会负责实施。在该基金会工作的社区体育教

练西尔瓦娜·登布尔告诉记者，“街区体育”项

目已经开展多年，旨在激发海牙市民的运动

热情。“我们在网站和社交媒体上公布运动地

点和时间，任何人都可以参加，无需报名，完

全免费。”

“街区体育”项目面向海牙所有人开放。

由于活动时间与学生们的课余时间相对重合，

参加者多为运动场所附近社区的青少年。项

目组织者不仅免费向参与者提供运动设施，还

免费提供专业教练，通过定期且专业的训练提

高青少年的运动水平。此外，教练们还经常把

运动设备借给孩子们，方便他们自己决定运动

项目和时间。

为了确保参与者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中参

与体育锻炼，海牙市政府与区政府合作成立了

协调机构，安排联络人与具体项目组织者对

接。社区警察也为项目提供安全保障。

巴斯·德布鲁因是海牙市赛格布鲁克区政

府工作人员，也是“街区体育”项目在该区域的

联络人。据他介绍，该区域居民大多收入不

高，很多孩子没有条件进入俱乐部参加运动，

在这一区域开展“街区体育”项目至少可以实

现两大目标，一是让孩子们获得运动的机会，

二是减少不良少年滋扰生事的可能性。

“‘街区体育’项目的门槛很低，但意义非

凡。”德布鲁因说，集体活动不仅有助于提高青

少年的身体素质，也有利于培养他们的社交能

力，从而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孩子们通过参加

体育训练，对公平竞争和规则有了切身感受，

对团队合作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对社区体育

运动的投资，就是对美好未来的投资。”

海牙一位家长对记者说，他的孩子以前不

爱运动，也不愿与人交流，整日里盯着手机和

电脑。后来尝试了几次“街区体育”活动，不久

之后便喜欢上了踢足球。现在，他把课余时间

大都用在了足球训练上，不仅增强了身体素

质，性格也开朗了许多，还交了很多朋友。

北京冬奥会荷兰体育代表团团长卡尔·韦

尔海延说，在荷兰各地都有类似于“街区体育”

这样的群众性体育项目。荷兰政府和社会各

界在发展群众体育方面不遗余力，兴建了一大

批体育设施。有数据显示，在荷兰，社区每隔

600 米就能看到体育设施，触手可及的体育设

施增加了荷兰人体育运动的参与热情，83%的

荷兰人每周都会参加体育活动。

荷兰虽然总人口只有大约 1700 万，却是

体育大国。在冬奥会奖牌榜上，荷兰长期名列

前茅。北京冬奥会上，荷兰取得 8 金 5 银 4 铜

的优异成绩。

“无处不在的群众体育活动就像一个巨大

的蓄水池，荷兰很多优秀运动员就是从中脱颖

而出的。”韦尔海延说，这些贴近社区居民的

“零门槛”运动项目正是荷兰竞技体育的基础。

“街区体育”降低民众参与运动门槛
本报记者 任 彦

新加坡

荷 兰

在本报记者位于德国柏林的住所不远处，

有一片公共体育运动场，每天都有不少附近居

民前来踢球、跑步。特别是到了周末，他们还会

专程来到这个只有铁丝和栏杆包围的简易球

场，为本地区的维尔默斯多夫足球队呐喊助威。

相比拜仁慕尼黑等世界知名的德国足球

甲级联赛俱乐部，维尔默斯多夫可谓寂寂无

闻——它只是德国第六级业余联赛的一支球

队，球员业余，排名中游，在柏林以外毫无知

名度。但翻看球队的历史，让人不禁感到惊

讶——这家足球俱乐部自 1911 年创立以来，

已逾百年历史。

德国俱乐部众多。根据最新数据，目前

柏林一共注册有 2479 家体育俱乐部，而在德

国全境，这一数字更是高达 9 万，会员总数超

过 2700 万，相当于每 3 名德国人就有 1 人是

体育俱乐部会员。在地图上搜索，仅记者住

所附近，就有至少 10 家体育俱乐部，其中不

乏“百年老店”。这些俱乐部大都以所在街区

命名，维尔默斯多夫、弗里德瑙、舍恩贝格、滕

佩尔霍夫……

这类俱乐部或协会大都由民间自发注册

成立，政府给予一部分资金补助，俱乐部负责

日常管理活动。全德 9 万家体育俱乐部由大

约 270 万名志愿者管理，每年他们义务贡献超

过 5 亿小时的工作和练习时间。加入俱乐部

的方式非常简单，居民只需就近寻找自己感兴

趣的运动项目，提交申请，缴纳会费就可以成

为会员。

作为传统体育强国，德国的体育俱乐部项

目可谓五花八门。距离维尔默斯多夫俱乐部

不远处的弗里德瑙体育俱乐部，创立于 1886
年，是柏林最古老的俱乐部之一，该俱乐部下

辖足球、篮球、排球、羽毛球、手球、体操、赛车

等 10 余个分会，拥有会员 2000 余人。

除了让会员定期参加体育锻炼外，体育俱

乐部还经常举办其他活动。如弗里德瑙俱乐

部还经营了一家会员餐厅，丰富整个街区的生

活，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

对于体育俱乐部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运

动场地。大多数体育俱乐部都是在政府投资

建设的公共运动场开展活动。如维尔默斯多

夫俱乐部借用了市立公园的公共体育场，弗里

德瑙俱乐部则是和一所中学共用场地。根据

德国基本法，政府有责任承担城市社区的体育

基础设施建设。

这其中，德国已推出的体育“黄金计划”功

不可没。二战后，德国经济快速发展，为缓解

战后日趋严重的体育设施不足问题，德国在

1959 年推出“黄金计划”，按照每人 2 平方米的

运动空间需求制定规划。在半个多世纪的时

间里，德国先后执行三期“黄金计划”。截至目

前，德国全国已建成体育设施 13.6 万余个，其

中包括 78 个大型体育场，6.6 万余个露天运动

场，3.5 万余个体育馆，1.5 万余个射击场，7000
余个室内游泳池，等等。

正是这种民间自发与政府支持相结合的

模式，共同打造了德国这一植根于社区的体育

俱乐部文化，也奠定了德国体育强国的群众基

础和人才梯队。

居民社区不乏俱乐部“百年老店”
本报记者 李 强

德 国

新加坡裕廊西街的裕泉区邻里公园里，矗

立着一座造型独特的两层建筑。上层是一片

绿色空地，既可以运动，也可以作为观景平台；

下层是一个多功能场地，用于举办社区活动或

开展体育锻炼。在新加坡政府实施的邻里体

育计划支持下，这种适合日常运动的邻里公园

及公共绿地随处可见。

邻里体育计划是新加坡“2030 年体育愿

景”的一部分，该愿景旨在推动全民运动，是应

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挑战的措施之一。

邻里体育计划着眼于完善公共基础设施、打造

便利的公共体育空间，努力让民众在步行 10
分钟内就能到达运动场所。

正是得益于邻里体育计划，裕泉区邻里公

园经过更新改造，已成为一个设备齐全的体育

休闲中心。公园内健身设施齐全，扫描二维码

即可获得体育设施正确使用方法和运动小知

识。社区有时还会在这里组织瑜伽等健身课

程，一些专业的体育志愿者为居民提供指导。

此外，该公园的运动场还设有幼儿游乐场、五

人制足球场、慢跑跑道等，满足不同年龄段人

们的运动需求。

家住附近的陶先生说，裕泉区邻里公园改

造后既漂亮又实用，家里人会时常来此共度闲

暇时光。“改造后的公园运动场更有活力了”，

裕泉区居委会的志愿者张振辉看到，如今越来

越多的老年人在这里组织活动，晚上来此慢跑

的人也多了起来。

除邻里公园，健身角也体现着新加坡对于

有限城市空间的合理规划。新加坡超过 80%
的人居住在由政府规划建设的公共住房即组

屋里，大部分组屋都建有健身角。在绿地与树

木的环绕中，孩子们在游乐场欢快玩耍，年轻

人在健身器材上锻炼，老年人在空地上打太极

……健身角成为适合三代人一起运动的空间，

也为居民融入社区提供了方便。

骑行是新加坡人喜欢的便捷环保的运动

方式。新加坡政府在多个组屋区修建了自行

车道，并将其与公园车道相连接，人们骑上自

行车便可以从家通往公园和景区。沿着遍布

城市的道路网骑行，民众既可以欣赏河岸景

观，也可以探索公园里的红树林保护区……骑

行也成为游览新加坡的一种便利方式。目前，

新加坡自行车道网络全长 460 公里，政府计划

在 2030 年前将其扩大至 1300 公里，让人们能

够在城市里更加安全舒适地骑行。

打造便利的公共体育空间
本报记者 刘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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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英国曼彻斯特英国曼彻斯特，，小朋友小朋友参加网球训练参加网球训练。。 影像中国影像中国

图图②②：：荷兰海牙的公园里荷兰海牙的公园里，，孩子们在打曲棍球孩子们在打曲棍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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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③③：：德国柏林德国柏林，，几位居民在社区运动场进行足球训练几位居民在社区运动场进行足球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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