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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社会阶层群体休闲体育参与意识和行为研究

韩勤英,刘献国,钟涛

(河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河南 新乡453007)

摘 要:以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理论”为依据,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

方法,对我国不同社会阶层群体休闲体育的参与意识和行为进行调查研究.得到我国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参与休闲体

育的基本状况;揭示不同社会阶层群体休闲体育的参与意识和行为特征;提出发展我国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参与休闲

体育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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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是一个国家或区域生产力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衡量社会文明的尺度,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高度发展的结晶,是人的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和生命状态[1].进入新时代,国家致力于构建人口、资
源、环境和经济协调统一、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结构.休闲体育的发展对于提升人口质量,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和

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发展休闲体育,让休闲体育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已

成为当今人们提高健康水平的一种迫切需要.在当今社会发展休闲体育事业已同一个国家的进步、综合国力

的增强以及民族的振兴息息相关.
与此同时,目前我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期.“社会阶层结构正在有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向

多阶层转化”[2].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社会阶层的结构性变化是中国

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最核心内容.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对于研究我国休闲体育发展状况、不同社会阶层休

闲体育需求具有重要影响 [3].特别是不同社会阶层对于社会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拥有量不

同,直接影响人们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意识和行为.

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以我国不同社会阶层群体休闲体育参与意识和行为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
理统计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根据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选取了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安徽、
重庆、河南、辽宁、新疆、山东、陕西、广西12省市自治区的不同社会阶层居民作为调查对象.共计发放填写

2322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7005份,有效率为73.23%,符合社会学调查相关标准.
通过本研究领域9位专家对问卷内容及结构效度进行检验,认为效度符合研究要求;采用重测法,用同

样的问卷分别进行2次测试,测得信度符合研究要求.对调查问卷收集到的有效数据,运用SPSS21.0软件对

数据进行统计和处理.
本研究根据美国社会学研究专家布劳与邓肯通过统计不同社会个体收入、受教育程度以及职业背景的

总分反映其社会地位的多维度方法[3-5],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确定不同社会阶层的划分标准(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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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社会阶层评分表

Tab.1 Scoringcriteriaofsocialstratification

个体月收入/元 受教育程度 职业 得分

>5000 研究生及以上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 7

(4000,5000] 大学(含大专) 经理人员、中小私营企业主 6

(3000,4000] 高中(含中专) 专业技术人员 5

(2000,3000] 初中 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 3

(1000,2000] 小学 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 2

⩽1000 文盲或半文盲 农业劳动者、无业、失业、半失业者 1

2 结果与分析

根据调查对象有效样本(共17005人)的个体月收入、受教育程度、职业阶层3个方面的评分标准,将社

会群体划分为:阶层A(总分⩾19,上层)有977人,约占5.7%;阶层B(15⩽总分⩽18,中上层)有2490人,约
占14.6%;阶层C(12⩽总分⩽14,中层)有4271人,约占25.1%;阶层D(7⩽总分⩽11,中下层)有4560人,
约占26.8%;阶层E(总分⩽6,下层)有4707人,约占27.7%.
2.1 休闲体育意识层面的特征

2.1.1 态度指标:喜欢休闲体育程度

经χ2 检验(χ2=1339.076,自由度为16,P=0.000<0.01),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对休闲体育的喜欢程度

具有显著性差异.由表2可知,非常喜欢、比较喜欢和一般喜欢的人数在社会各阶层所占比例均较高,且随着

社会阶层的提高喜欢程度逐渐增加;不喜欢和非常不喜欢的群体在阶层D和阶层E群体中所占比例较高,
且随着社会阶层的降低呈现上升趋势.不同社会阶层均有相当多的人喜欢休闲体育.休闲体育作为一种社会

文化现象,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喜欢,并日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表2 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对休闲体育喜欢程度的分布

Tab.2 Distributionoffondnessforleisuresportacrosssocialclasses

喜欢体育程度
占该阶层比例/%

阶层A 阶层B 阶层C 阶层D 阶层E 所有阶层

非常喜欢 38.7 31.5 22.1 13.6 11.5 19.2

比较喜欢 34.7 34.5 35.1 35.4 23.3 31.8

一般 24.2 29.2 39.0 46.2 55.9 43.3

不喜欢 2.3 4.0 3.4 4.6 8.1 5.0

非常不喜欢 0.1 0.8 0.4 0.2 1.2 0.7

2.1.2 限制性因素指标:限制参与休闲体育的原因

由表3可知,限制人们参与休闲体育的原因排在第1位的是工作忙,占调查总人数的23.70%,在各社会

阶层所占比例均较高;排在第2位的是家务事多,随着社会阶层降低所占比例逐渐增加;排在第3位的是无

体育设施,各社会阶层表现出起伏状态.限制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参与休闲体育的原因各种各样,因此细致分

析原因,有针对性地提高人们参加体育活动的意识,合理安排休闲时间、建立相应的体育组织、增加体育活动

场地和设施以及增加社会体育指导员对解决问题都有重要作用.
2.1.3 目的达成指标:参与休闲体育目的达到程度

经χ2 检验(χ2=182.588,自由度为16,P=0.000<0.01),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参与休闲体育目的达到程

度具有显著性差异.由表4可知,参与休闲体育目的完全达到和完全没有达到的人群在社会各阶层所占比例

均较低;基本达到、一般达到、部分达到的人群在社会各阶层所占比例均较高.其中,在参与目的基本达到的

群体中,随着社会阶层的上升,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在参与目的部分达到的群体中,随着社会阶层的提升,
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由分析可知,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参与休闲体育目的达到程度较为理想.阶层A,阶层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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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休闲体育的目的会更加明确,目的达到程度也较高,这与他们的职业和生活习惯有密切关系;因为阶层

A,阶层B的,职业多倾向于管理层、经理和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休闲体育参与意识和对时间的规划能力较

强,对生活品质要求较高,因此目的达到程度会相对较高.
表3 限制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参加休闲体育的原因分布(多选)

Tab.3 Distributionofconstraintsofleisuresportparticipationacrosssocialclasses

限制参加休闲体育原因
占该阶层比例/%

阶层A 阶层B 阶层C 阶层D 阶层E 所有阶层

工作忙 21.4 25.4 27.8 22.7 21.1 23.7

家务事多 15.8 14.8 19.1 19.4 24.3 20.4

对体育没兴趣 7.6 9.1 7.8 8.7 7.6 8.1

无运动技能 8.0 10.1 8.4 8.1 7.8 8.3

没有同伴 13.1 9.9 10.1 9.1 5.2 8.2

无体育设施 9.9 10.1 8.0 7.5 8.6 8.4

经济条件差 4.9 3.9 3.6 6.0 10.2 6.6

身体好没必要 0.8 0.3 0.7 0.5 2.0 1.0

不符合身份 0.4 0.2 0.5 0.3 0.3 0.3

体弱不宜参加 1.2 1.1 1.2 1.6 1.8 1.5

不能获得乐趣 2.0 1.4 0.7 1.6 0.5 1.0

家人朋友反对 0.1 0.8 0.2 0.1 0.0 0.2

更喜欢其他活动 6.9 4.3 3.2 4.9 2.6 3.7

运动后不适 2.2 1.2 0.4 1.9 0.7 1.0

没有特别理由 5.4 7.4 8.4 7.8 7.2 7.6

表4 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参与休闲体育目的达到程度分布

Tab.4 Distributionofleisuresportgoalattainmentacrosssocialclasses

目的达到程度
占该阶层比例/%

阶层A 阶层B 阶层C 阶层D 阶层E 所有阶层

完全达到 7.0 5.0 4.6 3.8 3.8 4.4

基本达到 47.9 38.4 36.3 39.7 34.6 37.9

达到一半左右 16.3 15.8 14.3 12.7 14.7 14.4

部分达到 22.6 30.3 32.0 34.0 37.9 33.0

完全没达到 6.2 10.5 12.8 9.8 9.0 10.3

2.1.4 需求指标:参加休闲体育活动的动机

由表5可知,选择强身健体,缓解身心疲劳,治疗和预防疾病等动机的在各阶层群体均占较高比例,说明

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对个体身心健康认知度较高.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的物质文

化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而精神生活方面相对物质生活的快速发展显得愈发贫瘠.不同阶层的人群有相

当部分处于亚健康状态,因此注重身心健康符合当今时代发展需求.
在反映社会交往的动机中,阶层A,阶层B,阶层C表现出比另外2个阶层较强的倾向性.根据陆学艺的

观点“职业结构是社会分层的主要基础”[6],本文认为前3个阶层的人员职业构成多为经理人员、公务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其职业特点导致其社交群体关系的不同,从而导致了其社会交往动机倾向性明显.在反映提

升运动成绩的动机中,同样伴随着社会阶层的下移,其选择的人数占比减少,因为运动技能的掌握直接决定

了休闲体育运动项目的参与程度,阶层C以上的群体有经济能力及运动需求,使得自己迅速掌握某一项技

能,继而提升运动成绩,甚至深入学习某一项技能;而社会阶层较低群体则对一些较高消费的项目浅尝辄止,
甚至回避学习.在保持健美体形,减肥的动机上,各个社会阶层中的选择较为平均,而展示身份地位方面则呈

现出较大的不同.在反映不同群体时尚等的选择上,提高文化品位、获得自信、了解自己在各自阶层选择上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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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这从侧面反映了不同社会群体对于休闲体育的认识仅停留在直观的强身健体层面,还未上升到深层次

的文化品位层面以及通过休闲体育认识自我的层面.
表5 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参加休闲体育活动的动机分布(多选)

Tab.5 Distributionofmotivesforleisuresportparticipationacrosssocialclasses

参加休闲体育活动动机
占该阶层比例/%

阶层A 阶层B 阶层C 阶层D 阶层E 所有阶层

消遣娱乐 8.8 7.9 8.7 9.9 11.2 9.3

结识朋友 4.9 4.4 3.9 2.4 3.0 3.5

强身健体 23.8 24.1 26.7 27.3 27.0 26.2

缓解身心 14.9 16.1 15.2 17.5 16.8 16.3

提高品位 8.9 8.8 7.6 6.0 5.3 7.1

治疗和预防疾病 9.5 10.4 10.5 10.4 11.5 10.6

融和家庭关系 2.7 2.2 1.6 2.2 1.9 2.0

保持健美体形 8.2 7.9 6.2 6.4 4.0 6.3

提高运动成绩 1.6 1.2 1.0 0.8 0.9 1.0

沟通交流 3.9 3.3 3.3 1.8 2.2 2.7

沟通上下级关系 1.6 0.4 0.4 0.2 0.2 0.4

减肥 6.8 8.2 7.4 7.4 5.1 7.1

消磨时间 1.5 2.4 3.0 4.1 5.3 3.5

时尚 1.2 1.0 1.3 0.7 0.7 1.0

其他 1.8 1.7 3.0 2.8 4.8 3.0

2.2 休闲体育行为层面的特征

2.2.1 时间特征指标:每周参加休闲体育活动次数

经χ2 检验(χ2=292.088,自由度为16,P=0.000<0.01),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周参加休闲体育活动次数

有显著性差异.由表6可知,每周参加休闲体育活动1次的群体在社会各阶层中所占比例均较高,且随着社

会阶层的下降呈现上升趋势;参加2次的群体随着社会阶层的上升呈现下降趋势;参加3次的群体在社会各

阶层中呈现起伏状态;参加4次及以上的群体随着社会阶层的上升呈现上升趋势.参加活动频率受所在阶层

影响.高频参加活动的人数比例随社会阶层增高而增加.阶层A,阶层B,阶层C的职业多为管理人员,经理人

员和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学历层次较高,能够较好认识到休闲体育活动的价值和意义.阶层E工作性质一般

以体力劳动为主,职业多为工人、农民,工作时间长,生活压力较大,锻炼观念和意识有待加强.
表6 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周参加休闲体育活动次数分布

Tab.6 Distributionofweeklyleisuresportparticipationacrosssocialclasses

每周参加活动次数
占该阶层比例/%

阶层A 阶层B 阶层C 阶层D 阶层E 所有阶层

1次 35.1 42.5 51.0 47.3 57.5 49.0

2次 23.3 24.2 22.0 21.9 16.1 21.0

3次 20.1 14.9 13.0 17.0 14.5 15.2

4次 7.8 6.3 3.8 5.3 4.1 5.0

5次及以上 13.6 12.1 10.2 8.5 7.8 9.8

2.2.2 空间特征指标:休闲体育锻炼地点选择

由表7可知,休闲体育锻炼地点第1位是住宅周围.这种现象说明抓身边的体育组织,建设身边的体育

设施,办身边的体育活动,不断完善“三边工程”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休闲体育需求的当务之急[7],建设居

民生活圈的体育设施,如居民小区的休闲体育活动场所、修建居民附近的健身路径等对于方便居民就近参加

休闲体育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排在第2位的是公园.在体育运动场馆不足的情况下,公园和广场成了

人们锻炼的好地方.排在第3位的是运动场,说明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人们还是喜欢在运动场地进行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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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安全又有运动氛围.因此,学校和公共体育设施对社会开放对于满足人们进行休闲体育活动场地的需求就

显得十分重要.各省市虽然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学校和社会公共体育设施对社会开放的力度还相

差甚远,还需进一步努力,全社会都关心关注人们的休闲体育活动,形成资源共享.
表7 不同社会阶层群体休闲体育锻炼地点分布(多选)

Tab.7 Distributionofleisuresportlocationsacrosssocialclasses

锻炼地点
占该阶层比例/%

阶层A 阶层B 阶层C 阶层D 阶层E 所有阶层

住宅周围 20.5 25.8 31.1 34.2 42.5 32.2

运动场 19.7 15.7 10.9 11.3 7.1 11.9

体育馆 14.6 11.2 7.1 6.8 4.8 8.0

公园 10.6 14.4 16.4 17.5 14.4 15.4

广场 4.9 8.7 11.8 13.1 16.6 11.9

健身苑 5.7 5.1 4.7 4.7 3.0 4.5

游泳池 7.5 5.4 3.3 1.7 0.7 3.1

网球场 4.1 1.0 1.5 0.4 0.5 1.2

保龄球馆 0.3 0.6 0.1 0.1 0.2 0.3

经营性体育设施 6.1 5.0 3.8 2.0 1.3 3.3

其他 6.0 7.2 9.4 8.2 8.8 8.2

2.2.3 项目特征指标:参加休闲体育项目

由表8可知,参加休闲体育项目排在前2位的是跑步和散步,并且随着社会阶层的降低,跑步和散步的

人群比例逐渐增加.人们把简单易行又不太受场地限制的跑步和散步作为首选.排在第3位的是羽毛球,并
且各社会阶层之间的选择率比较接近,说明羽毛球运动项目深受欢迎,并有相当的发展市场.

阶层C以上人群参加技术性较强、体育消费较高运动项目的人较多.如今的人们参加休闲体育活动已经

不再局限于一些简单的身体活动,而是参加那些技术性较强,能提高人们体育兴趣的休闲体育活动.特别是

受过良好体育教育的阶层A、阶层B和阶层C不同程度的爱好并掌握多种体育运动技术,体育实践活动形

式多样.在城市生活的人们由于工作节奏快,精神长期处于紧张状态,更加向往大自然和田园生活.利用假期

参加登山和在野外进行各种体育活动,是重要的休闲体育活动.积极开发野外体育活动项目,建设野外体育

活动的体育设施,可以满足人们对野外体育活动的需求.促进体育消费是当前亟待解决的课题[3].随着生活

水平的提高和劳动强度的减少,肥胖、运动不足等“文明疾病”逐渐蔓延,对人们的健康构成威胁.为了保持健

康和良好的体形,参加健美操、跳绳、器械运动等健身健美运动也是不少人的选择.参加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的

人数较多,但参加气功健身的人数减少.近些年参加气功锻炼的人数明显减少.气功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应
该排除不利影响,积极组编有益于民众身心健康的气功,为民众身心健康做出应有的贡献.
2.2.4 消费特征指标:每月休闲体育消费数额

经χ2 检验(χ2=1932.758,自由度为32,P=0.000<0.01),不同社会阶层群体每月休闲体育消费数额

具有显著性差异.研究社会各阶层人群的休闲体育消费,对于掌握人们休闲体育消费的情况,为政府和社会

团体制定休闲体育消费政策,开发休闲体育营销市场,引导人们积极进行休闲体育消费,促进休闲体育产业

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5,8].由表9可知,休闲体育月消费额在(0,50]元的消费群体占调查总人数的57.7%,随
着社会阶层的提升人数逐渐减少;消费额在(100,300]元的消费群体中,阶层B和阶层C群体所占比例较

高,且在不同社会阶层表现出波浪起伏状态;在>300元的消费群体中,阶层C以上群体所占比例较高.
由以上分析可知,我国不同社会阶层群体休闲体育消费水平整体较低,这与人们的消费意识和观念有着

密切联系.总体来看,阶层C以上的月消费额较高,阶层D和阶层E的月消费额较低.由于工作性质的不同,
阶层C以上职业多集中在管理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收入和学历相对较高;阶层D和阶层E职业多集

中在商业服务阶层和工农业阶层,收入和学历相对较低.阶层C以上有较充足的资金进行体育消费,其消费

意识比较超前,用于休闲体育方面的投入较高;阶层D和阶层E消费意识相对薄弱,用于休闲体育方面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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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较低.政府要采取积极措施引导不同社会阶层群体进行休闲体育消费,促进我国休闲体育产业快速

发展[9].
表8 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参加体育活动项目分布(多选)

Tab.8 Distributionoftypesofleisuresportacrosssocialclasses

休闲体育项目
占该阶层比例/%

阶层A 阶层B 阶层C 阶层D 阶层E 所有阶层

跑步 18.6 20.9 21.1 20.0 25.9 21.6
体操 1.5 2.9 2.3 1.7 1.8 2.1
网球 4.6 1.4 1.4 1.3 1.6 1.7

羽毛球 12.7 10.7 11.8 13.2 11.3 12.0
乒乓球 5.3 6.6 5.6 5.0 5.2 5.5
游泳 7.8 6.1 5.6 5.7 2.8 5.3

太极拳 3.9 1.8 2.0 1.9 1.9 2.1
气功 0.6 0.4 0.4 0.8 0.6 0.6

保龄球 0.4 0.6 0.2 0.1 0.4 0.3
木兰拳(扇) 0.2 0.1 0.1 1.2 0.3 0.3
器械运动 2.4 2.2 3.0 2.6 1.6 2.4
健美操 1.8 2.6 2.0 3.1 2.6 2.5
登山 6.2 6.2 6.8 6.3 4.8 6.1
足球 2.7 1.7 2.0 1.0 1.0 1.5
武术 1.7 0.3 0.4 0.7 0.6 0.6
排球 2.0 1.2 0.5 0.4 0.2 0.7
门球 0.2 0.2 0.0 0.2 0.3 0.2

秧歌舞 0.6 0.8 0.8 1.2 2.7 1.3
跳绳 2.2 4.7 6.3 6.0 4.5 5.2
散步 11.7 14.8 14.0 16.1 18.8 15.5
钓鱼 1.5 1.8 1.6 2.3 1.9 1.9

老年迪斯科 0.8 0.3 0.3 1.1 0.1 0.5
体育舞蹈 2.1 1.4 1.5 1.0 0.8 1.3
高尔夫球 0.5 0.2 0.7 0.0 0.1 0.3

瑜伽 4.2 5.4 3.2 1.8 1.3 2.9
其他 3.6 4.8 6.3 5.1 6.8 5.6

表9 不同社会阶层群体休闲体育月消费额分布

Tab.9 Distributionofmonthlyexpenseforleisuresportacrosssocialclasses

休闲体育月消费额/元
占该阶层比例/%

阶层A 阶层B 阶层C 阶层D 阶层E 所有阶层

[0,10] 13.7 21.2 31.1 36.5 48.5 33.6
(10,30] 8.6 8.8 13.5 13.6 16.7 13.1
(30,50] 7.3 9.8 8.9 14.6 11.2 11.0
(50,100] 14.5 18.6 14.2 17.7 12.7 15.5
(100,150] 11.3 11.9 10.4 7.7 5.9 9.0
(150,200] 11.3 8.7 9.9 3.9 0.9 6.2
(200,250] 5.9 3.8 3.1 1.0 0.5 2.3
(250,300] 8.9 5.8 2.9 3.0 1.0 3.4
>300 18.5 11.4 6.0 2.0 2.6 5.9

2.2.5 信息获取指标:是否经常收看休闲体育节目

经χ2 检验(χ2=651.427,自由度为8,P=0.000<0.01),不同社会阶层是否经常收看体育节目具有显

著性差异.由表10可知,经常收看体育节目者占调查总人数的22.40%,且随着社会阶层的提升人数逐渐增

多;偶尔观看休闲体育节目者占调查总人数的62.90%,在各社会阶层中表现相对均衡;从来不观看休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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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节目者占调查总人数的14.7%,随着社会阶层的降低人数逐渐增多.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休闲体育的发展,体育赛事和媒体对休闲体育报道日益增多,休闲体育对于改变人们

的生活方式促进社会文明,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阶层A和阶层B从观看休闲体育比赛获得信息,把体

育作为生活内容的重要部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休闲体育需求,具有重要意义.从本调查来看,仍有部分群

体从不观看休闲体育节目.具体原因值得进一步研究.
表10 不同社会阶层群体收看休闲体育节目频率分布

Tab.10 DistributionoffrequencyofwatchingleisuresportTVprogramacrosssocialclasses

看节目频率
占该阶层比例/%

阶层A 阶层B 阶层C 阶层D 阶层E 所有阶层

经常 36.9 31.8 23.2 19.4 16.7 22.4

偶尔 54.8 56.3 67.7 65.9 60.8 62.9

从不 8.3 11.9 9.1 14.7 22.5 14.7

2.2.6 组织方式指标:是否加入某个休闲体育组织

经χ2 检验(χ2=199.414,自由度为8,P=0.000<0.01),不同社会阶层群体是否加入某个体育组织具有

显著性差异.研究不同社会阶层人群参加休闲体育组织的性质,对于了解我国不同省份体育组织的形式,掌
握不同社会阶层人群参加休闲体育组织的状况,为体育决策部门和社会团体建立相应的体育组织提供参

考[10-11].由表11可知,加入体育组织的比例为26.9%,其中参加正式体育组织的群体在各社会阶层中所占

比例均较低,随着社会阶层的提升人员逐渐增加;不加入体育组织的比例为73.1%,在各社会阶层中所占比

例均较高,随着社会阶层的降低人员逐渐增加.
加入体育组织的群体希望能够有组织的进行活动,在体育组织活动过程中进行情感上和运动技能上的

相互交流,从而获得参加组织的归属感和情感交流的满足感.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参加正

式体育组织的比例较低,整体的群众性体育组织建设相对比较滞后,有待于进一步改善和加强[7,9].不加入体

育组织的群体,由于对体育组织的了解程度相对较低,限制了其参与程度.
表11 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加入休闲体育组织

Tab.11 Distributionofmembershipofleisuresportorganizationacrosssocialclasses

加入的体育组织类型
占该阶层比例/%

阶层A 阶层B 阶层C 阶层D 阶层E 所有阶层

正式 12.1 8.1 8.9 4.7 5.5 7.1

非正式 28.0 22.6 18.5 20.0 16.5 19.8

无 59.9 69.3 72.6 75.3 78.0 73.1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 论

1)体育意识特征: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对休闲体育的喜欢程度,参与休闲体育目的达到程度,参与休闲体

育动机等方面均具有显著性差异;限制不同社会阶层群体不参加休闲体育活动的因素各种各样,休闲体育的

认识仅停留在直观的强身健体层面,还未上升到深层次的文化品位层面以及通过休闲体育认识自我的层面.
2)体育行为特征: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周参加休闲体育活动次数、参加休闲体育锻炼地点、休闲体育消费

水平、是否经常收看体育节目、是否加入某个体育组织等方面均具有显著性差异;参加休闲体育活动项目排

在前3位的依次为跑步、散步、羽毛球,并且随着社会阶层的降低,跑步和散步的比例逐渐增加,阶层C以上

多参加技术性较强、体育消费较高的运动项目.
3.2 建 议

1)根据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划分理论,建议在研究休闲体育发展方面应更多地考虑不同社会阶层所

拥有的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的状况,切实从我国不同社会阶层角度把握休闲体育的发展方向.

911第6期           韩勤英,等:不同社会阶层群体休闲体育参与意识和行为研究



2)根据不同社会阶层人群的具体情况,建议对不同社会阶层的休闲体育发展从休闲体育项目的设置、
场馆建设、休闲体育组织、运行机制等方面分别实施分层发展规划和管理.
3)根据不同社会阶层人群的实际需要,建议抓身边的体育组织,建身边的体育设施,搞身边的体育活动,

不断完善“三边工程”,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休闲体育需求.
4)构建学校体育、家庭体育与社会体育一体化的休闲体育发展道路,满足终身体育发展的需要[13-14].
5)由于我国不同社会阶层整体休闲体育消费水平较低,所以应根据“转型期”社会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建议加强休闲体育消费教育,积极引导和促进休闲体育消费水平的提高.
6)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坚持城市发展休闲体育以社区为重点,建议进一步加强社区体育组织特别是社

区体育俱乐部建设,加强社区体育指导员队伍培养,为广大居民参加休闲体育活动提供人力、物力和环境方

面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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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ionconsciousnessandbehaviorofleisuresports
indifferentsocialstratums

HanQinying,LiuXianguo,ZhongTao
(CollegeofSportandHealth,HenanNormalUniversity,Xinxiang453007,China)

Abstract:InlinewiththecontemporarytheoryofChinesesocialstratification,thisarticleinvestigatedtheprevalenceof
leisuresportparticipationofpeoplefromdifferentsocialclassesinChina.Researchstrategiessuchasliteraturecritique,social
survey,statisticalanalysisandlogicalreasoningwereemployed.Socialclassdifferencesinleisuresportparticipationwerere-
vealed.Plus,psychologicalandbehavioralcharacteristicsofleisuresportparticipationofpeopleindifferentsocialclasseswere
identified.RelevantrecommendationsinrelationtoleisuresportpromotionamongpeoplefromvarioussocialclassesinChina
were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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