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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文山市大众游泳运动现状调查及发展优势研究

王洪祥，王宇宁
（昆明学院 体育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１４）

摘要：采用问卷调查、访问调查、文献资料、数理统计等方法对云南省文山市大众游泳运动的现状进行调查研究，

结果显示：文山市参加游泳健身运动的男性参与率高于女性，且青少年学生的参与率最高；游泳技术以蛙泳为

主；影响大众参与游泳运动的主要因素是游泳场馆的水质．建议充分发挥文山市气候、设施优势，进一步推动文
山市大众游泳运动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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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泳运动是一项历史悠久的体育运动，深受人
们喜爱．游泳可增强体质、促进健康、锻炼意志，且实
用性强、简单易学，因此该项目容易被大众所接

受．［１－２］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全国各地掀起了全民健身新高潮，大众游泳

运动也得到了空前发展．本文拟通过对云南省文山
市大众游泳运动现状调查，旨在为文山市大众游泳

运动的发展及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以云南省文山市白沙坡露天浴场、水上乐园、休

闲广场游泳馆、体育城游泳馆中的游泳爱好者为研

究对象．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问卷调查法

发放调查问卷 ３００份，收回 ２８９份，回收率为
９６３３％，其中有效问卷２７７份，有效率为９５８５％．
１２２　访问调查法

对文山市的 ４个主要游泳场馆进行实地考
察，对其经营和群众游泳运动等情况进行访问

调查．

１２３　文献资料法
检索了《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文科技期

刊数据库》中有关群众游泳运动的文献资料，为本

研究提供相关材料和理论依据．
１２４　数理统计法

调查获得的数据通过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游泳健身群体的性别结构
收回调查问卷样本 ２７７份，其中，男性为 １７５

人，占６３１８％；女性为１０２人，占３６８２％．从调查
及问卷样本可知，游泳健身群体以男性居多．
２２　游泳健身群体的年龄结构

从下表１可知，文山市大众游泳健身群体的年
龄主要集中在２０岁以下和２１～３０岁之间，分别占
４０４％，２７１％；３１～６０岁的仅占２９２％．游泳参与
率随年龄上升呈下降趋势．

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１）３１～６０岁年龄
段的群体由于工作繁忙和家庭因素的影响，很少有

时间参加体育锻炼．２）２０岁以下和２１～３０岁的青
年，他们对于体育锻炼的需求相对较高，所以青少年



的游泳参与率最高．

表１　游泳健身群体年龄结构统计表

年龄 ２０岁以下 ２１～３０岁 ３１～５０岁 ５１～６０岁 ６１岁以上

人数／人 １１２ ７５ ６３ １８ ９

百分比／％ ４０４ ２７１ ２２７ ６５ ３３

２３　游泳健身群体的职业结构
从表２可以看出，学生占３２９％，接近总人数的

１／３；单位职员和个体经营户分别占２８９％，１３３％．
在《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中，着重强调了青少年

体质健康的重要性，从文山市参加大众游泳运动的

职业结构来看，反映出学生的体育健康意识较强，游

泳参与率最高；［３］单位职员、个体经营户、退休人员

也认识到体育锻炼的重要性，且不同职业的人员游

泳参与率不同．［４］

表２　游泳健身群体职业结构统计表

职业 学生 单位职员 个体经营户 退休人员 其他

人数／人 ９１ ８０ ３７ ４９ ２０
百分比／％ ３２９ ２８９ １３３ １７７ ７２

２４　游泳健身群体的消费情况
从表３可知，１００元以下的消费者占 ４３０％；

２００～４００元以上的占４６２％，文山市游泳健身群体
的消费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其原因主要是初学者
一般需要购买救生圈或浮板、漂浮衣以及泳衣、泳

镜、泳帽等，部分初学者还会参加游泳培训班，而每

期游泳培训班的平均收费为５００元左右．而对于定
期参与游泳活动的群体中来说，大多数人是为了健

身、健美，他们的消费主要是办理会员卡．

表３　游泳健身群体消费情况统计表

消费水平 １００元以下 １００～２００元 ２００～４００元 ４００元以上

人数／人 １１９ ３０ ６９ ５９

百分比／％ ４３０ １０８ ２４９ ２１３

２５　游泳健身群体对于游泳场馆的选择
由表４可见，选择游泳馆的占７１１２％，超过总

人数的２／３；选择天然水域和小区泳池的较少，分别
为１９９％，９０％．

表４　游泳场馆选择情况统计表

场馆 游泳馆 天然水域 小区泳池

人数／人 １９７ ５５ ２５
百分比／％ ７１１ １９９ ９０

大多数游泳爱好者选择游泳馆的主要原因是：

１）游泳馆设施齐全、管理规范、水质清洁．２）有的游
泳馆还配备了水上娱乐设施，例如组合滑梯、水上滑

梯、跳台、跳板等，增加了游泳运动的娱乐性．３）有
的游泳馆还会定期开展游泳比赛、水球比赛、水中赛

跑等项目．４）游泳馆有专业游泳教练，能够帮助游
泳者提高游泳技能．５）游泳馆配备了救生员，能为
游泳爱好者提供安全保障．

２６　游泳爱好者的常用泳姿
泳姿有４种，分别是蛙泳、自由泳、蝶泳、仰泳，

每种泳姿的技术特点不一样．蛙泳是常用的游泳姿
式之一，技术要领为人体俯卧水面，两臂在胸前对称

直臂侧下屈划水，两腿对称屈伸蹬夹水，似青蛙游

水．蛙泳较省力、易持久，常用于渔猎、泅渡、救护、水
上搬运等．［５］而表５也表明，选择蛙泳技术的游泳爱
好者为１２８人，占４６２％，由此可见，蛙泳受到大多
数游泳爱好者的青睐．

表５　游泳健身群体泳姿选择情况表

泳姿 蛙泳 自游泳 仰泳 蝶泳

人数／人 １２８ ９１ ４６ １２
百分比／％ ４６２ ３２９ １６６ ４３

２７　影响市民参加大众游泳运动的主要因素
由表６可知，“水质差”是影响市民参加大众游

泳运动的主要因素，占２３８％，有关部门应加强对
游泳池水质监测，水质的检测应常规化，使游泳爱好

者放心．而认为“收费贵”和“场地少”的分别占
２１３％，１９１％，由于文山市内的室内游泳馆数量有
限，若游泳者过多，就容易造成“收费贵”．

表６　制约市民参加大众游泳运动的主要因素

制约因素 水质差 收费贵 场地少
天气

不好
没时间 不安全 其他

人数／人 ６６ ５９ ５３ ４０ ３４ １５ １０
百分比／％ ２３８ ２１３ １９１ １４５ １２３ ５４ ３６

３　文山市大众游泳运动的发展优势

３１　气候优势
文山市地处云南省东南部低纬度高原，属西风

带、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降雨 １４６４ｄ，
９９２７ｍｍ；最冷月为１月，平均气温８～１０６℃；最
热月为６～７月，大部分地区平均气温１８～２３℃；年
平均气温 １９℃，全年无霜期 ３５６ｄ、日照时间
２２２８９ｈ，昼夜温差１０℃左右．整体气候通常是冬
无严寒，夏无酷暑．

文山市应根据其独特的气候、日照、雨量等条

件，开发建造人工和天然游泳场所，并规范管理，完

善相关配套服务，为文山市普及游泳运动提供天然

的物质条件．
３２　设施优势

文山市是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县
级市．在文山市有大型游泳场馆４个，分别是白沙坡
露天浴场、水上乐园、休闲广场游泳馆、体育城游泳

馆，其中，文山市体育城游泳馆是２０１０年建成的，共
投资３０００万元，游泳馆长１２５ｍ，宽１１７ｍ，建筑面
积１１０００ｍ２，属于省内一流的游泳馆．从文山市游
泳馆的总体情况来看，已具备举办大型游泳比赛的

条件．
（下转第１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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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生尤其是女生一节体育课基本上都是在见习

中度过的，而课时又有限，所以想要通过体育课就达

到锻炼身体的目的根本不可能实现．
２６　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主要目的调查分析

从表４可知，云南省高职高专院校的学生参加体
育活动的主要目的将健身排在首位，有 ５２９％ ～
９１２％的学生认为参与体育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健身，
说明学生对体育能健身，增强体质这一认知已经非常

明确．３８６％～８０４％的学生认为体育活动能健美，
选择这一项的大都是女生．还有学生认为参与体育活
动的目的是娱乐、健美、参与竞争、交际等，他们参与

体育活动的目的多种多样，可见，高职院校的学生体

育活动的目的正呈多元化的趋势发展［２－４］，这一现状

反映出高职院校的学生体育学习的取向呈多元性．

表４　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主要目的调查统计（Ｎ＝１３６６）

选项 人数／人 百分比／％
９５％的置
信区间／％

健身 ９８５ ７２１ ５２９～９１２
健美 ８１３ ５９５ ３８６～８０４
娱乐 ６４８ ４７４ ２６１～６８７

参与竞争 ７６４ ５５９ ３４７～７７１
交际 ４２８ ３１３ １１５～５１１

感受刺激 ３２１ ２３５ ５４～４１６
觉得无聊 ３０９ ２２６ ４８～４０４
其他 ４６ ３４ ４３～１１１

３　结论与建议

３１　结论
通过研究可知，１）云南省高职高专院校学生体

育学习取向形成的主要因素是体育兴趣，其次是学

校体育对学生体育学习的影响．不同专业的学生对
体育的需求不一样，他们对体育的需求有一定的专

业针对性．认为合理的饮食习惯对健康影响最大，其
次是体育锻炼．２）场地器材的缺乏已经成为阻碍学
校体育开展的一个严重问题．３）职业院校体育课程
内容枯燥，无法激起多数学生的体育学习兴趣．４）
高职院校的学生体育学习呈现多元性的特征．
３２　建议

１）学生对体育的兴趣是影响学生体育学习取
向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以后的体育教学中，必须充

分考虑学生的体育学习情感，从学生的体育兴趣和

实际需要出发设置课程．首先，从学校层面出发，应
改善学校的体育设施和器材，以满足学生学习的需

要．其次，应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用教师自身的魅力，
吸引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２）不同专业的学生对体育学习的项目需求不

一样，他们对项目的需求有一定的专业需求性．因
此，高职院校体育课程的设置必须根据学生的需求，

不同专业的学生应该开设不同的体育项目．
３）改变传统的体育项目，体育课不要局限在

篮、排、足、田径等传统体育项目上，而应该多样化，

还应该多开设学生喜欢的体育项目，诸如羽毛球、健

美操、体育舞蹈、游泳等项目，以满足学生体育学习

多元化的需求．

［参考文献］

［１］张峰岩．对河北省高职院校体育课程设置与体育课程资源的现
状调查与分析［Ｄ］．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２００７．

［２］王长粉．南京是高职院校学生体育态度的调查研究［Ｄ］．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２００７．

［３］张鹏．高职院校女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取向的调查研究［Ｊ］．体
育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０（５３）：１４５－１４６．

［４］柴娇，崔浩澜．体育课堂教学设计的新取向［Ｊ］．西安体育学院
学报，２００５，２２（４）：

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

９８－９９．

（上接第１１２页）

４　结语

文山市游泳运动参与率随年龄上升呈下降趋

势，且男性游泳参与率高于女性；参与游泳运动的年

龄主要集中在２０岁以下和２１～３０岁之间，青少年
学生的游泳参与率最高；不同的职业导致了游泳的

参与率不同；影响大众参与游泳运动的主要因素游

泳场馆的水质．
游泳是群众喜爱的健身活动，是全民健身运动

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体育部门、学校和单位应该贯
彻落实《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加大宣传力度，提高

广大市民的健康意识，提升市民参与游泳运动的积

极性，普及和提高群众性的游泳运动，为大众游泳运

动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体育部门应制定合理的健

身活动发展规划，使其它大众健身项目与游泳项目

互相促进、和谐发展，形成普及与提高的发展态势．
同时，应充分发挥文山市气候、设施优势，推动文山

市大众游泳运动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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