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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大学生余暇体育行为及体育消费研究

周国霞，王玉洪
（昆明学院 体育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１４）

摘要：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对昆明市部分高校２０１０级大学生的余暇体育行为和体育消费情
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昆明市高校大学生有一定的余暇时间参加体育活动，强身健体、放松身心成为他们参加余

暇体育活动的主要动机；制约大学生体育消费的主要因素是体育活动场所少，休闲娱乐项目单一．建议学校开放体
育设施，创造良好的体育健身环境，积极引导和推进大学生健身运动；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体育消费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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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暇”也称为“闲暇”，是指扣除１个人所参加
的各种社会活动和履行各种社会职责之后的完全可

按个人意愿自由支配的时间．［１］因余暇体育是在余
暇时间内实施的，所以余暇时间是人们参加体育活

动和接受体育文化的前提条件．而余暇体育是余暇
活动的一种，属于积极、健康的余暇活动．余暇体育
最大的特点是身心的调理和娱乐，它反应出一种积

极和自觉的体育思想，也可以将它认为是一种余暇

运动．余暇体育不同于竞技体育，也不同于体育课
程，它是一种以自由和自愿参加为原则的积极的余

暇活动方式．［２］

综上所述，余暇体育活动是学校体育社会化发

展的必然选择和趋势，也是对高校体育教育效果的

评价和反馈．通过研究大学生的余暇体育行为，归纳
出其参与的动机、方式、习惯等，并结合对大学生体

育消费的分析与思考，旨在提高大学生余暇生活质

量，树立正确体育消费观念，丰富校园文化生活，促

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１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以昆明学院、西南林学院、云南中医学院２０１０

级的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调查分析其余暇体育

行为及体育消费情况．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文献资料法

查阅有关余暇体育、体育消费、体育文化等方面

的文献资料，为本研究和问卷设计提供详实的史料

来源和理论依据．
１２２　问卷调查法

在３所高校２０１０级大学生中发放问卷５００份，
收回５００份，问卷回收率 １００％；有效问卷 ４９６份
（其中男生１９２人，女生３０４人），有效率为９９２％．

问卷采取随机发放，昆明学院发放２００份、西南
林学院和云南中医学院各１５０份．
１２３　数理统计法

使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对获得的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大学生余暇生活状况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每周有较多余暇时间的大

学生分别为 ３０２％，３９１％，而很少有可自由支配



时间的只占 １２３％．说明虽然大学生课业负担较
重，但仍拥有较多的余暇时间．因此，如何合理安排
余暇时间对于大学生的发展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

表１　大学生每周余暇时间情况表

余暇时间／ｈ ４４ ４０ ３２ ２０

人数／人 １５０ １９４ ９１ ６１

百分比／％ ３０２ ３９１ １８４ １２３

从表２中看出，男生在余暇时间主要从事的活
动是上网、体育活动、阅读报刊杂志；女生则主要是

上网、休息和学习．说明随着网络的飞速发展，计算

机网络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

之中．
２２　大学生余暇体育活动

余暇体育活动是指大学生在规定时间之外，利

用闲暇时间自觉参加的体育锻炼．［３］大学生的余暇
体育是在学校体育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它反映了当

代青年的生活、锻炼方式，体现了高校体育教育的价

值，映射了社会的文明水平．因此，大学生如何按照
自己的意愿分配余暇时间就显得非常重要．余暇时
间虽然有限，但应该分配一定的时间进行体育锻炼，

因为体育锻炼不仅可以强身健体、放松身心，而且可

以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表２　大学生余暇活动的主要形式

活动形式 看电影 阅读报刊 休息 学习 网络 棋牌活动 体育活动 社交活动

男生／人 １２ ２２ １８ ２１ ５９ １５ ３０ １５

百分比／％ ６３ １１５ ９４ １０９ ３０７ ７８ １５６ ７８

女生／人 ２６ ３０ ６１ ６０ ６８ ４ １３ ４２

百分比／％ ８６ ９９ ２０１ １９７ ２２４ １３ ４２ １３８

２２１　参与余暇体育的动机
从表３可知，大学生参加余暇体育活动的主要动

机是强身健体、放松身心等，占被调查者的４１２％．当
代大学生把强身健体和放松身心作为进行余暇体育

活动的首要动机，其原因在于终身体育的思想已贯穿

于学校体育教育之中．学生已经认识到从促进身心健
康的角度去进行余暇体育活动，而余暇体育活动可以

使他们获得愉悦的情绪体验和满足感．
表３　大学生余暇体育活动参与动机情况表

选项 人数／人 百分比／％

强身健体 １０６ ２１４

放松身心 ９８ １９８

掌握技能 ７７ １５５

追求时尚 ５３ １０７

丰富生活 ３８ ７７

磨练意志 ３０ ６０

健身健美 ２９ ５８

发展个性 ２７ ５４

情感交流 １４ ２８

教师鼓励 １１ ２２

学校提倡 ８ １６

其他 ５ １１

２２２　获取体育知识的途径
从表４可知，大学生获取体育知识的主要途径

分别来自报刊杂志和广播影视，说明大众传媒具有

很强的宣传教育作用．而以聊天和通过他人方式获
取体育知识的人数所占比例较小，然而对体育明星

的崇拜也是大学生获取体育知识的途径之一．

表４　大学生获取体育知识的途径

途径 课堂
报刊

杂志
广播影视 他人 网络

其他

方式
聊天

男生／人 １８ ５８ ４１ ７ ４４ ８ １６

百分比／％ ９４ ３０２ ２１４ ３６ ２２９ ４２ ８３

女生／人 ３３ ７８ ６４ ２５ ４６ １８ ４０

百分比／％ １０９ ２５７ ２１１ ８２ １５１ ５８ １３２

２２３　体育活动的方式及项目
因为余暇体育具有较大的个体性，所以大学生

对其形式的选择上也具有较大自由性，它主要是一

种自由、开放的形式．从活动方式来看，余暇体育的
形式主要是社会新兴体育项目、传统体育课堂与体

育项目相融合；余暇体育、学校体育教育与社会精神

文明相融合．［４］学生对体育运动的认识、理解以及对
体育运动的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此

大学生的体育活动兴趣也逐渐转向课外．
表５数据显示，有４３３％的大学生选择了小集

体参加体育活动的方式，独立锻炼的只占１０７％，
学校组织的俱乐部性质活动占 ２４２％，因此个性
化、小集体的活动方式已成为大学生首选的余暇体

育活动方式．

表５　大学生参加体育活动方式统计表

参加方式 单独 结伴 小集体 俱乐部

人数／人 ５３ １０８ ２１５ １２０

百分比／％ １０７ ２１８ ４３３ 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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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６可知，在余暇体育活动项目的选择上，
３０２％的男生选择了力量性和速度性较强的篮
球，其次是羽毛球和足球，只有１０％的男生选择
了健身操．由此可知，男生喜欢的是篮球、排球、足
球等对抗性激烈的团队项目．而最受女同学欢迎

的是容易进行且受场地限制较少的羽毛球和健身

操等体育活动，健身操已成为女生健身活动的首

选，这可能取决于交往的需求，基于女性爱美的心

理．而太极拳这类中国传统的体育项目很少有人
参与．

表６　大学生参加余暇体育活动项目情况表

项目 篮球 足球 排球 乒乓球 羽毛球 网球 健身操 体育舞蹈 太极拳

男生／人 ５８ ３２ １１ ３０ ３４ １９ ２ ３ ３

百分比／％ ３０２ １６７ ５７ １５６ １７７ ９９ １０ １６ １６

女生／人 ３４ ４ ４ ３９ ８７ １４ ７３ ４６ ３

百分比／％ １１２ １３ １３ １２８ ２８６ ４６ ２４１ １５１ １０

２２４　余暇体育活动的频率
从表７可知，大学生每周参与余暇体育活动２

次以下的占４０１％，３～４次占５０８％，每周坚持每
天锻炼的仅占３０％．调查中了解到有１／２的大学
生没有形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而且还有许多同

学活动时间短、锻炼强度不达标．体育锻炼作为一种
自觉自愿、个性化的体育行为习惯，目前却尚未达到

学校体育教育的要求．这就需要学校重新建立学习
和锻炼的动态平衡，要求学校和社会相互合作，使得

体育教育朝着终身化、生活化、社会化的方向

发展．［１］

表７　大学生参加余暇体育活动次数统计表

次数 ２次以下 ３～４次 ５次 ５次以上

人数／人 １９９ ２５２ ３０ １５

百分比／％ ４０１ ５０８ ６１ ３０

从表７还了解到大学生余暇体育行为的基本状
况，大学生参加余暇体育活动的次数不仅折射出大

学生体育锻炼习惯养成，也反映了体育教育的效果．
以每周５个学习日统计大学生参与余暇体育的

时间，表８显示，多数男生选择在下午和晚上进行锻
炼，分别占 ３４４％和 ４００％；女生选择晚上的占
３８８％．而最不愿意选择的时间是上午和中午，均没
有超出１００％．结果表明，余暇体育活动是一种自
觉的体育活动形式，目前高校对余暇体育锻炼没有

严格的时间规定，大部分学生选择在下午和晚上进

行，其原因主要是多数理论课程大都安排在上午．

表８　大学生参与余暇体育锻炼时间的选择

时间段 清晨 上午 中午 下午 晚上

男生／人 １７ １４ １８ ６６ ７７

百分比／％ ８９ ７３ ９４ ３４４ ４００

女生／人 ４５ ２１ ２７ ９３ １１８

百分比／％ １４８ ６８ ９０ ３０６ ３８８

２３　大学生余暇体育消费水平及其制约因素
２３１　余暇体育消费水平和结构

余暇体育消费是指大学生在余暇时间里为参加

体育活动而付出费用的行为，包括体育物品、体育消

息、体育活动等方面的花费．［３］体育消费与大学生家
庭的经济收入状况、体育兴趣、动机关系十分密切．

表９显示，３７１％的学生只能接受每学期１００元
以内的体育消费，与沿海发达地区部分高校相比，体

育消费水平偏低，这也是制约昆明市大学生余暇体育

活动持久性的主要因素，这一结果可能是缘于昆明普

通高校云南本地学生较多，而云南省又地处偏远地

区，这些地区的社会环境、人文因素、家庭收入和消费

观念等因素都影响了他们的余暇体育消费．
表９　每学期体育消费水平统计表

消费水平 １００元以内 １００～１９９元 ２００～２９９元 ３００元以上

人数／人 １８４ １５１ ８９ ７２

百分比／％ ３７１ ３０４ １７９ １４６

从表１０可以看出，用于购买运动服装和鞋帽的
大学生为４５０％，购买期刊物和体育器材的分别占
２１０％和１７９％．值得注意的是购买体育彩票这种
新的体育投资消费方式悄然崛起，体育投资消费也

慢慢地进入大学校园，形成一种新型的体育消费．
表１０　体育消费状况统计表

消费

结构

购买

服装

购买

器材

购买

期刊

观看

比赛

购买体

育彩票

参加俱

乐部

人数／人 ２２３ ８９ １０４ ３０ ３２ １８

百分比／％ ４５０ １７９ ２１０ ６０ ６５ ３６

２３２　体育消费心理与承受能力
调查表明，４５２％的学生只愿意承受１０元以下

的有偿体育消费活动，这一结果与国内相关研究存

在差异，可能与云南本地的体育意识、消费观念和家

庭经济条件有较大的关系．但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
和个人消费观念的逐步改变，体育消费的接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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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所提高．

表１１　校内有偿体育活动的接受水平

接受水平 １０元以下 １０～２０元 ２０～３０元 ３０～４０元 ４０元以上

人数／人 ２２４ １０７ ９３ ４３ ２９

百分比／％ ４５２ ２１５ １８８ ８７ ５８

２３３　制约余暇体育消费的主要因素
从表１２可以看出，消费价值观是制约大学生体

育消费的基本因素．仅有８７％的同学对体育没有
兴趣，说明了健身消费观念在学生中已经基本确立，

另一方面，在学校体育教育中仍需要进一步深化体

育健康教育观念．从表中也可看出，“体育活动场所
少，休闲娱乐项目单一”是制约大学生进行体育消

费的主要因素．

表１２　制约体育消费的主要因素

制约因素
家庭经

济条件

体育活

动场所

少，项目

单一

学业繁

重，空余

时间少

缺乏对

体育的

兴趣

其他

人数／人 １２９ １７４ １４０ ４３ １０

百分比／％ ２６０ ３５０ ２８２ ８７ ２１

目前昆明市普通高校运动场所、硬件设施滞后，

无偿开放运动场所缺乏及创新型体育消费项目少，

学生学业忙、空余时间少等因素极大地制约了大学

生体育消费行为，家庭经济条件是也是制约体育消

费最直接的原因，占２６０％．许多大学生虽然有自
身喜爱的体育商品和体育方式，但因其价格和消费

成本过高，导致基本上要花掉生活费的一大半甚至

全部，从而制约了他们的体育消费能力．

３　结论与建议

３１　结论
１）昆明市普通高校大学生拥有一定的余暇时

间参与体育活动．

２）大学生余暇时间获取体育知识的途径已不
再仅只是依赖报刊杂志和影视广播，而是更多依靠

网络．
３）强身健体、放松身心成为大学生参加余暇体

育活动的主要动机；体育行为习惯、学业安排等原因

阻碍了大学生参加余暇体育活动．
４）大学生选择参加余暇体育活动的时间主要

集中在下午和晚上，每周锻炼的次数主要为 ２～４
次，余暇体育项目还是以传统的球类项目为主．
５）昆明市高校大学生余暇体育消费主要是以

购买服装为主的实物型消费．影响大学生体育消费
的主要因素是社会环境、人文因素和家庭收入等．
３２　建议

１）学校体育教育要延伸到大学生余暇体育活
动中，管理者应创造良好的体育健身环境，使更多的

大学生自觉自愿地参与到体育活动中．
２）政府、高校要加大对体育设施的投入，开放

学校体育设施，尽可能改变体育活动场所不足的

状况．
３）结合云南的地域和文化特色，开发具有民族

特色的学校体育运动项目，在传统体育项目的基础

上，重新挖掘适合大学生身心发展的优势特色体育

项目，进而开发新型余暇体育项目．
４）从实际出发，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体育消

费观念，促进大学生健康、合理的体育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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