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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体育资源开放与共享研究的文献综述

,,,基于P:̀ R数据库

周亮!周子翔
"湖南科技大学 体育学院#湖南 湘潭 2!!"#!$

摘4要#在国务院颁布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中#学校体育资源的开放与共享被认为是盘活场地利用率的主要措施$

我国学校教育系统所持有的场地面积在全国场地面积总量中的占比极大#如何高效利用这些资源便成了近年研究的一

个热点问题$ 本研究通过范围取词法选取关键词#并透过 P:̀ R数据库中的专业检索功能检索历年来学校体育资源开

放与共享研究的代表文献#进而以文献调查法的方式对检索结果展开总结与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当前该领域的文献集

中于现状调查%困境与对策%理论模式这三个研究方向$ 建议现状调查方向的研究注重探索可复制性&困境与对策方向

的研究立足于长效化发展的前提&理论模式方向的研究积极展开实际运用领域的验证$

关键词#学校体育资源&开放与共享&文献调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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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学校体育资源是一个涵盖范围极广的概念#

广义上学校体育资源的类型基本可以分为自然资

源和社会资源两大类#其中#自然资源指地理环境

资源和气候条件资源#社会资源包括教育资源&人

才资源&科技资源&经济资源等*!+

' 而从国务院

颁布的2全民健身条例3与2全民健身计划""#!0

3

"#"#年$3中提倡的体育资源开放共享的角度#学

校体育资源则通常指狭义上的学校体育硬件设

施*"

3

(+

' 且在 "#!2年 !" 月 "0 日#国家体育总局

发布了2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公报3"以

下简称2公报3$#该公报统计了截止至 "#!( 年 !"

月 (! 日的体育场地数量占比情况#其中#学校教

育系统的场地面积占总量的 )('#!j

*2+

#这意味着

我国学校所持有的体育硬件资源在全国总量中的

占比极高#如何高效利用这些资源便成了值得研

究的问题' 面对此种情景#国务院早在 !88) 年颁

布2全民健身计划纲要3时便提出学校体育场地

应对社会开放#将资源的共享作为盘活利用率的

核心措施#这也成为我国近代学者思索学校体育

资源科学管理的开端' 时至今日#在 P:̀ R文献

资料数据库中收录的关于学校体育资源共享的论

文每年均有数十篇#累计文献已有百余篇#可见此

领域至今在众多学者眼中仍有研究价值'

!4学校体育资源开放与共享研究领域现

状简括与研究类型梳理

!'!4学校体育资源开放与共享研究领域的研究

现状简括

在P:̀ R期刊数据库中以布尔逻辑检索的方

式进行高级搜索"中文检索表达式!UQ

i

%学校(

O.$%体育(O.$ è

i

%开放(%F%共享(,外文检索

表达式!UQ

i

% U-?%%H(O.$% UA%F@D(O.$ è

i

%=[

AE.&.S(%F%U?OFE($#获得的检索结果共有 !0! 项

"含中文检索国内文献 !)8 篇与外文检索国外文

献 "篇$#剔除 " 篇无关或重复文献后#得到目标

28

4收稿日期#"#!8#2!)

基金项目#湖南省研究生创新课题"PZ"#!8#*()$

作者简介#周亮"!81)

3

$#男#湖南岳阳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体育教育学研究'



第 !期 周亮#等!学校体育资源开放与共享研究的文献综述

文献共 !)8篇#其中#核心期刊及PUUPR期刊合计

"*篇#其计量可视化分布分析如图 !所示'

由图 !文献分布饼状图的 2 项分析可知!在

文献来源分布中#占比前五的期刊中只有2沈阳

体育学院学报3属于 PUUPR期刊#且刊布数量仅

为 )篇"占比 ('!j$,在文献基金分布中#隶属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文献有 2篇"占比 "')j$,在文

献作者分布中#没有刊文数量超过 " 篇的专业领

域研究高产作者,在作者机构分布中#同样没有刊

文数量超过 (篇的专业领域高产研究机构' 基于

以上情况展开分析#可认为我国当前在学校体育

资源开放与共享研究领域仍处于初级起步阶段#

尚未形成完善的研究体系#其具体表现在总体文

章发表数量较少#核心期刊与 PUUPR期刊刊登率

低#缺乏研究课题与基金支持#没有专攻该研究领

域的作者与机构'

图 !4文献分布饼状图

!'"4学校体育资源开放与共享研究领域的研究

类型梳理

在P:̀ R期刊数据库中以布尔逻辑检索的方

式进行高级搜索#将研究主题关键词数量分布绘

制为柱状图#如图 "所示'

图 "4研究主题数量分布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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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由图 "可见#当前大多文献的研究重心集中在

体育场馆的对外开放上' 对其中的代表文献以文

献资料法的形式进行研究#可将文献类型依照研究

目的划为三类!学校体育资源开放与共享的现状调

查&学校体育资源开放与共享的困境与对策&学校

体育资源开放与共享的理论模式' 从学科发展角

度进行审视#其内在逻辑关系如图 (所示'

图 (4研究方向发展逻辑

"4学校体育资源开放与共享研究的文献

综述

"'!4学校体育资源开放与共享的现状调查分析

现状调查是反映实际情况的研究' 通过对期

刊数据库中关于现状调查的文献进行整理#可以

从局部与全局两个角度审视近年来我国学校体育

资源开放与共享的实际情况' 在期刊数据库中搜

寻到的关于现状调查的文献中#根据调查对象的

规模不同可以分为局部调查和全局调查两类#其

中#局部调查通常只针对一所大学或是一座城市

的情况进行调查#其内容相对细致,而全局调查则

是针对数十所大学乃至整个省甚至全国的范围进

行调查#其内容具有代表性#具体内容如下'

"'!'!4学校体育资源开放与共享的局部调查情

况分析

在进行局部调查的文献中#较有代表性的包括

张泽承的2大学城与社区体育资源共享调查研

究3

*)+

#王宝平的2天津梅河教育园区体育资源现

状研究3

*0+

#陈瑜的2南京高校与社区体育资源共

享意愿调查研究3

*1+

#许斌的2中国大学城体育场

馆资源管理问题研究3

**+

#王春生的2温州高教园

区体育资源开发和合理共享研究3

*8+

#等等' 以局

部调查为研究方式的文献在研究方向上涉及的大

多为资源内容&管理模式&开放时间这 (个领域,在

研究对象上大多选择大学城&教育园区以及大学&

中学&小学' 将数据与结论从资源模式和建设方式

两个角度整理成表格#对比如表 !&表 "所示'

由表 !与表 " 所展示的总结情况可知#在学

校体育的共享资源内容上#大学城因其较强的城

市功能和经济发展能力成为稀缺优质体育场馆的

主要提供者#但由于其作为城镇运作的概念相较

一般学校更强#使得资源共享开放的管理模式上

采用了预约制#部分场馆也存在同步收费的情况#

总体来说#运行机制上属于商业化的有偿使用#即

通过收费的方式解决管理与器材维护等成本' 相

对的#教育园区在体育资源的共享主要依赖于资

源整合#因此#其管理模式上更接近志愿服务#主

要由学生或教职工等体制内管理者对场馆进行管

理#通过课余时间定期开放室内体育场馆的方式

对外提供使用#这种运行机制的优势是将场馆的

利用率最大化#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管理混乱等

问题' 至于大学与普通中小学校#因其学校体育

资源规模存在较大差异#且拥有的室内场馆较为

稀缺#光是内部使用都可能存在供不应求的问题#

所以能够提供对外开放的资源大多是露天的公共

体育场#在管理模式上基于人手不足的原因#也大

多以自由放置和定期开放为主'

表 !4学校体育资源开放与共享的局部调查情况总结分析,,,资源模式

研究对象 资源内容 管理模式 开放时间

大学城
种类丰富的露天公共体育场以及优质体育场馆"如健身房&器械

馆与高尔夫球场等$

预约制 周末与节假日

教育园区 各类室内体育场馆"如乒乓球场&羽毛球场与舞蹈教室等$ 定期开放 课余时间

大学 种类丰富的露天公共体育场及少量室内体育场馆
定期开放与自由放置

混合管理
全天候

中学 少量露天公共体育场及少量室内体育场馆 定期开放 周末

小学 少量露天公共体育场 自由放置 大多不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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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学校体育资源开放与共享的局部调查情况总结分析,,,建设方式

研究对象 建设方式 结构性特征 性质

大学城
政府规划与企业开发互相

结合

相较一般教育园区及院校#其体育资源的主要建设方向偏重城

市功能与经济发展#开放与共享的主权由建设资金提供方掌握#

政府与院校大多仅负责政策和土地的宏观规划

商业化

教育园区
基于政府主导的多院校共建

共享

教育园区的结构性特征与大学城类似#但其体育资源的主要建

设方向以多院校间的资源共享为主#其对外开放与共享的主权

通常由院校管理层共同组成的委员会掌握

资源整合

大学
政府拨款与院校自行筹资招

标的混合建设体制

大学体育资源的建设目标主要以满足教育资源为主#其建设和

开放共享主权通常均由校方主导
校方自营

中小学 公办与民办体制

中小学体育资源的建设依照公办与民办体制上的不同有着显著

差异#其中#公办学校大多以校方管理为主#民办学校大多以出

资方管理为主

校方自营 "公

办$+商业化"民

办$

"'!'"4学校体育资源开放与共享的全局调查情

况分析

在进行全局调查的文献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包括杨红林的2我国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情

况的调查研究3

*!#+

#席玉宝的2全国学校场地对

外开放现状统计分析3

*!!+

#许贵福的2我国城市

学校体育场地开放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3

*!"+

#王

凯珍的2我国城市学校体育设施开放现状及影响

因素研究3

*!(+

#魏本好的2学校体育场地对外开

放的现状分析3

*!2+

' 由以上文献研究内容可见#

学校体育资源开放与共享的全局调查因涉及的范

围极广#调查的学校数量众多#其研究主要也是反

映整个地域的趋势#使用数据上的调研反映开放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或是对影响对外开放共享的

主要因素展开分析#因此#在研究意义上通常是反

映特定时间内的全局趋势#以期对未来进行走势

预测与对策制定' 根据查阅的文献资料#对于这

些研究结论的总结如表 (所示'

表 (4学校体育资源开放与共享的全局调查情况总结分析

研究对象 开放情况 影响体育资源共享的因素

全国
开放率 "8'"j"包含全部开放

与部分开放#截止至 "#!!年$

器材不齐全,领导不支持,缺乏专业管理,对场馆设施的破坏,干扰学生学

习,不具备花钱锻炼身体的条件和意识,伤害事故带来的责任问题,经费欠

缺,其他

"0所代表城市"北京&

西安&杭州&长沙&昆

明&哈尔滨&合肥等$

开放率 "1'*j"包含全部开放

与部分开放#截止至 "#!!年$

学校体育设施陈旧,缺乏专业管理,缺乏上级领导支持,教学区与运动区无

法分离,学校较为偏远,其他

44由表 (可知#不管是对全国的统计还是仅对

数十所代表性城市展开的抽样调查#其在全局上

进行的调查所反映的趋势与现象基本是一致的'

文献发表年份截止至 "#!!年#学校体育资源开放

情况在数据统计上的表现均为 "*j左右的开放

率#联系在2公报3中提及的我国学校体育资源的

)(j占比#意味着这近半数资源中只有不到三成

的部分得到了充分利用#相较日本 "# 世纪 8# 年

代初达到的 *!'"!j开放率还有很大差距' 而在

影响体育资源共享的因素上#两方研究者的专注

点略有差异#但仍旧可以从中看出器材与管理方

面的问题广泛存在于各种情景下'

"'"4学校体育资源开放与共享的困境与对策研

究分析

在现状调查研究发展至一定程度后#自然会

衍生出困境与对策的研究' 此方向的研究具有较

强的针对性#通常能够针对既存的问题提供具体

的解决措施' 在对学校体育资源开放与共享的困

境与对策进行研究的文献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包

括徐磊的2我国学校体育场馆资源社会共享的困

境与对策3

*!)+

#刘璐的2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向社

会开放的困境与现实路向研究3

*!0+

#贾洪洲的

2学校体育场馆可持续开放的困境与对策研

究3

*!1+

#王聃的2论我国学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

之现实困境及立法对策3

*!*+

#黄群玲的2学校体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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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的困境及对策3

*!8+

#等等' 由

以上文献的研究内容可以看出#相应的研究从不

同角度提出了学校体育资源开发与共享存在的困

境与解决的对策' 除了在宏观上对学校体育资源

开发与共享的困境展开研究#也有一部分文献将

研究内容聚焦在了可持续开放的困境与立法的对

策上' 许多学者将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的困境整合

起来#并附加上自己在解决问题的对策方面的见

解' 查阅期刊数据库中的文献#将此研究方向的

内容进行整理#总结分析后得到的结论如表 2

所示'

表 24学校体育资源开放与共享的困境与对策研究总结分析

困境种类 存在的问题 对策内容

安全困境
公众进入校园后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事故人身伤害的责任归

属问题等

完善法律归责体系&建立安全预案&设置安全警示

标志等

管理困境
专业人才的缺失&非专业人员在管理技能上的不足&管理体制落

后等

引入外部专业人才&加强专业知识培训&探索新管

理模式等

资源困境
经费投入不足&设施损耗难以及时维护&资源无法满足开放需

求等
盘活有形资产&增加器材补助&多方募集经费等

实践困境
政策扶持力度不够&上级领导无法提供支持&整体缺乏开放观

念等

转变经营思路&加强政府合作经营管理&立法促进

开放等

44由表 2可知#学校体育资源开放与共享过程

中所遭遇的困境在种类上基本可以分为安全困

境&管理困境&资源困境与实践困境 2 个大方向#

存在问题与制定对策的内容大多也围绕着这四大

方向展开' 依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这 2 个困

境种类在优先级上的层次划分如图 2所示'

图 24困境层次划分

依照图 2所示#这 2 类困境相邻之间存在互

相关联的情况' 资源上遭遇的困境作为层次理论

上的最底层#是决定学校体育资源是否施行开放

与共享的最大因素#且资源上遭遇的问题将会直

接对管理层面产生影响555特别是投入经费的多

寡&硬件损耗的快慢等因素#这些都会左右专业人

才的引用与管理模式的制定' 而管理上遭遇的困

境又必然会作为导火索引发安全上的问题#如缺

乏有效监管体系和设备维护造成的安全事故' 最

终#这些安全困境必定会阻碍学校体育资源的开

放与共享#其不利影响会以舆论等间接方式影响

领导层的决策与政策的制定#继而产生实践层面

的困境'

"'(4学校体育资源开放与共享的理论模式研究

分析

在学校体育资源开放与共享的研究中#对理

论模式的探索也是热点研究方向之一' 该研究方

向主要是针对服务模式进行分析#通过借鉴和改

进等方式优化管理效率#以此提供在体系上实现

学校体育资源对外开放和共享的运行机制' 相较

前文提到的困境与对策研究#理论模式研究更倾

向于提供一个俯瞰角度的整体思路#因此在长效

化体系的构建上更有实用价值' 在进行理论模式

研究的文献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赵子健的

2学校体育场馆公共服务跨界合作模式研

究3

*"#+

#方东胜的2学校体育场馆开放的%慈溪模

式(研究3

*"!+

#李晓天的2我国城市社区与学校体

育场地设施共享模式研究3

*""+

#刘静的2学校体

育场馆采用%单一型(开放模式的实践研究3

*"(+

#

卢三妹的 2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的研

究3

*"2+

#等等' 通过对以上代表性文献进行分析

可知#理论模式的研究是不断探索的过程#也是促

使学校体育资源开放与共享的体系构建不断跟进

时代演变的重要研究方向' 在满足开放与共享条

件的情况下#优秀合适的理论模式将可以提供开

放方案的理论架构#进一步有效提升场地与硬件

设施的利用率' 查阅期刊数据库中的文献#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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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的内容进行整理#总结分析得出的内容

如下'

"'('!4$慈溪模式%相关的研究

慈溪市早在 "##1 年就开始对学校体育资源

开放与共享方面的模式进行研究#鼓励学校向社

会免费开放体育资源' 而这些理论研究的积累使

其在 "#!(年印发了2慈溪市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

开放的实施意见3#明确了%慈溪模式(的运作机

理#内容如图 )所示'

图 )4$慈溪模式%的运作机理

针对%慈溪模式(在近年来取得的成功#国内

学者方东胜在2学校体育场馆开放的%慈溪模式(

研究3中谈及了可复制的要素分析555由于%慈

溪模式(在运行模式上能够有效地解决学校体育

资源在开放与共享上面临的四大困境#因此#在模

式的借鉴上也能同样总结出对应的要点#即政府

购买服务要素&第三方托管要素&信息化管理要素

这三个可复制的理论模式要素'

"'('"4跨界合作模式的研究

跨界合作模式常见于国有体育资源的建设

中#在学校体育资源开放与共享方面的运用则可

举国内学者赵子建等人著作的2学校体育场馆公

共服务跨界合作模式研究3为例#该论文以跨界

合作模式"UP<=$作为核心#提出了一种新颖的

学校体育资源开放与共享的理论模式' 其具体内

容参考借鉴了江苏省无锡市国有体育场的 <P=

运营模式#即学校提供体育场馆的建设用地#再通

过多渠道吸引社会投资主体出资进行场馆建设#

在管理上由第三方管理企业负责监管工作和服务

运营' 而这种合作模式相较其他理论模式的优势

是能够快速解决最为重要的资金来源问题#以及

透过商业化的经营管理满足学校体育资源在开放

与共享上的高效率和体系的长效化运行'

"'('(4$单一型%模式的研究

%单一型(开放模式是相对于跨界合作模式

的另一种思路#即仅由学校自身部门实现对本校

体育资源向社会开放与共享的管理' 该领域的研

究可以参考国内学者刘静等人著作的2学校体育

场馆采用%单一型(开放模式的实践研究3#其内

容是通过调查溧阳市埭头中学的具体案例展开研

究分析#由学校体育资源开放与共享的情况与管

理制度入手#探索%单一型(模式的优劣' 在结论

中#刘静认为%单一型(模式并不能完全解决学校

体育资源在开放与共享上存在的多种困境#但在

面临这些问题时却仍能保持基础运作#对一些受

限于种种困境却又无法第一时间施行解决措施的

学校来说#这种模式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24体育俱乐部模式的研究

在学校体育资源开放与共享的多种管理模式

中#体育俱乐部模式是外国较为常见的类型#该模

式强调在资源的管理上依托于体育俱乐部类型的

群众体育组织' 其具体运作机制在国内学者卢三

妹著作的2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的研究555

利益相关者导向的体育俱乐部运营管理模式3一

文中有过较为详细的研究#文章分析了在利益相

关者理论的视角下运用体育俱乐部运营模式的优

劣#并表示该模式的优点是有利于提高活动参与

者的技术水平&加强对参与者的指导和管理&避免

财务等问题上的政策瓶颈等,缺点则是器材维护

与管理的成本较高#易亏损'

(4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文献调查法#查阅了 P:̀ R期刊数

据库中与学校体育资源开放和共享相关的若干核

心期刊与文献#从学校体育资源开放和共享的现

状调查&困境与对策&理论模式这 (个角度进行了

总结' 对于我国当前该领域的研究现状#作出以

下的结论与建议!

!$现状调查方向的研究应注重探索可复制

性' 在现状调查的研究中#局部调查所占的比重

较大#相对的研究价值也较低' 这一方面体现在

局部调查的结果仅适用于反映局部调查对象的情

况#另一方面体现在针对调查对象提出的结论很

难适用于不同环境' 例如#在本文查阅的局部调

查论文中#基本没有出现对于学校体育资源开放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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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共享在制度优势上的可复制性探索#这导致文

章在结论上要么是千篇一律的使用 2种困境模板

写出的套路性内容#要么是仅能适用于调查对象

的极端内容' 面对这种情况#本文建议在局部现

状调查的研究过程中更加重视对优点的挖掘#并

积极探索这些优点的可复制性#以此提供更多在

学校体育资源开放与共享上的有借鉴价值的

思路'

"$困境与对策方向的研究应立足于长效化

发展的前提' 困境与对策的研究是我国目前在学

校体育资源开放与共享领域中较为成熟的研究方

向#其具体表现在文献数量较其他研究方向更多#

内容更丰富' 但严格来讲#当前困境和对策的研

究成果多集中在困境上#对策方面的研究还只停

留在%对症下药(的层面' 相较国外在学校体育

资源开放与共享方面更为积极主动地在长效化运

行等未来趋势中展开对策研究#我国的学者大多

把对策研究的目标放在解决现有问题上' 造成这

种情况的原因#一部分要归咎于我国当前在学校

体育资源开放与共享上面临的困境较严重#另一

部分要归咎于研究本身过于重视困境' 面对这种

情况#本文建议在困境与对策的研究过程中更加

重视对策的制定#不仅要根据现有困境制定针对

性的对策#还要积极主动地在长效化发展的前提

下放眼未来的情景'

($理论模式方向的研究应积极展开在实际

运用领域的验证' 我国在学校体育资源开放与共

享理论模式方面的探索基本可以分为四类555学

校自行管理的%单一型模式(&交由第三方专业公

司管理的%合作模式(&学校与政府部门及第三方

公司共同管理的%慈溪模式(&以俱乐部管理为核

心的%俱乐部模式(' 当前对于这 2 种理论模式

的优劣与应用情景的理论研究已有一定水平#但

在实际运用方面的研究仍然有一定欠缺' 面对这

种情况#本文建议在理论模式的研究上#一方面#

跳出这四类模式限定的框架#加强对全新理论模

式的探索,另一方面#围绕成熟的理论模式进行实

践研究#积极展开在实际运用领域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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