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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健康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尤其是疫情期

间，体育锻炼再次被推向高峰。本文采用网上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疫情背景下人们的体育锻炼概况，

利用spss25.0统计软件，进行不同性别之间体育活动参与的差异性分析，并结合文献资料法，探寻影响

不同性别体育参与情况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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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continue to improve, and 
health issues have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y people. Especially during the epi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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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cal exercise has been pushed to the peak again. This article uses an online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understand people’s physical exercise profile in the context of the epidemic, uses 
spss25.0 statistical software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in physical activity participation between 
different genders, and combines literature data to explore the impact elements on the participa-
tion of different ge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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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方法 

2020 年 6 月，通过网上发布调查问卷对疫情背景下人们的体育情况进行问卷调查，实际收回调查问

卷 300 份，其中男性 160 人，女性 140 人。本研究使用此次调查问卷，通过 spss25.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从而探索在疫情背景下不同性别参与体育活动的差异性。该调查问卷《疫情背景下的民众健身情

况调查》内容包括：被调查人员的基本信息、体育消费及参与情况、对体育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等。调

查对象的基本信息情况见表 1。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age and education background of respondents 
表 1. 调查对象年龄及学历分布情况 

  男 女 总计   男 女 总计 

  频数 频数 频数   频数 频数 频数 

 小学或以下 0 2 2  18 岁以下 1 0 1 

 初中 5 4 9  18~29 岁 132 106 238 

学历 高中或中专 5 9 14 年龄 30~39 岁 10 14 24 

 大专 21 21 42  40~49 岁 8 4 12 

 本科 104 78 182  50~59 岁 9 15 24 

 研究生 25 26 51  60~69 岁 0 1 1 

总计  160 140 300 总计  160 140 300 

2. 结果与分析 

2.1. 体育活动投入概况的性别差异 

2.1.1. 参与体育活动时间的性别差异 
由表 2 可以看出，不同性别每周对体育活动投入时间存在明显差别。我国判定体育人口的标准，必

须同时满足 3 个条件：每周进行身体活动 3 次及以上；每次身体活动的时间保证在 30 min 以上；每次身

体活动强度中等程度以上[1]。而由表 2 可以看出男性每周参与体育活动次数少于 3 次的有 86 人，占男性

总人数的 54%；女性每周参与体育活动次数少于 3 次的有 100 人，占女生总人数的 71%。表明男性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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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要明显多于女性，分析其原因：女性在工作之余大多还需处理家务，照料小孩。不容乐观的是男女

生的体育人口都没能达到一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男性不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有 16 人，占男性总人数

的 10%；女性不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为 20 人，占女性总人数的 14.3%。因此，民众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

性一般，我们仍需培养民众体育意识。 
 
Table 2. Investment of different genders in sports time 
表 2. 不同性别对体育时间的投入 

每周参加体育活动次数(每次大于 30 分钟) 

性别  不参加 平均不到一次 1~3 次不含 3 次 3~5 次不含 5 次 5~7 次不含 7 次 7~10 次不含 10 次 10 次以上 合计 

男 频数 16 14 56 44 21 3 6 160 

 % 10.0% 8.8% 35.0% 27.5% 13.1% 1.9% 3.8%  

女 频数 20 24 56 21 13 3 3 140 

 % 14.3% 17.1% 40.0% 15.0% 9.3% 2.1% 2.1%  

合计 频数 36 38 112 65 34 6 9 300 

 % 12.0% 12.7% 37.3% 21.7% 11.3% 2.0% 3.0%  

2.1.2. 体育活动消费的性别差异 
如表 3 所示，不进行体育消费的男性有 23 人，占男性总人数的 14.4%；女性不进行体育消费的人数

为 38 人，占女性总人数的 27.1%。表明女性更不愿意进行体育消费。分析不进行体育消费人数存在的原

因为：首先，人们的体育意识不强。其次，我国的体育制度一直为群众体育，即体育大多以公益性的形

式存在，人们普遍还未形成花钱买健康的意识[2]。在体育消费的中间阶段，即 501~3000 元男性体育消

费的人数明显大于女性：男性为 53 人，占男性总人数的 33%；女性为 18 人，占女性总人口的 13%。分

析原因，随着我国体育场馆及健身房的普及，男生更乐于进行普通体育消费，而基于性别因素，女性更

不愿意在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进行锻炼。而在 3000 元以上的体育消费中，男女差别减少，男性为 7 人，

占男性总人数的 4.3%；女性为 5 人，占女性总人数的 3.6%。 
 
Table 3. Investment of different genders in sports expenditure 
表 3. 不同性别对体育支出的投入 

2020 年以来在健身方面的支持情况 

性别  不花费 100 元以下 101~500 元 501~1000 元 1001~2000 元 2001~3000 元 3001~5000 元 5000 元以上 总计 

男 频数 23 50 27 26 19 8 1 6 160 

 % 14.4% 31.3% 16.9% 16.3% 11.9% 5.0% 0.6% 3.8%  

女 频数 38 55 24 9 7 2 3 2 140 

 % 27.1% 39.3% 17.1% 6.4% 5.0% 1.4% 2.1% 1.4%  

合计 频数 61 105 51 35 26 10 4 8 300 

 % 20.3% 35.0% 17.0% 11.7% 8.7% 3.3% 1.3% 2.7%  

2.2. 体育技能及体育设施需求的性别差异 

2.2.1. 体育技能掌握的性别差异 
民众体育项目的选择受周围的环境、文化程度及经济实力的限制，同时随着国家对体育事业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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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媒体对体育宣传力度的加强，新媒体的兴起，人们对体育锻炼项目的选择也呈现出多样化和价值化

的趋势[3]。由此，如表 4 所示，掌握两项及以上体育项目的男性为 120 人，占男性总人数的 75%；掌握

两项及以上体育项目的女性为 62 人，占女性总人数的 44%。表明，男性掌握多种体育项目的人数远高于

女性。分析其原因：首先，男性对体育活动有更加浓烈的兴趣。其次，男性有更多的精力与体力掌握更

多的体育项目。然而，不容乐观的是：男性中不会体育项目技能的人数为 16 人，占男性总人数的 10%；

女性中不会体育项目技能的人数为 38 人，占女性总人数的 27.1%。表明不会体育技能的女性远高于男性，

分析其原因：公共体育场地及设施中大多为篮球、足球等对抗性比较激烈的运动，因而大多适合男性参

与，而针对女性的展现柔美的公共体育场地设施较少[4]。因此，应该加强针对女性的公共体育设施建设。

比如：毽球、羽毛球等。 
 
Table 4. Differences in the mastery of sports events between different genders 
表 4. 不同性别间体育项目掌握差异 

擅长的体育项目个数 

性别  没有 1 项 2~3 项 4~5 项 5 项以上 合计 

男 频数 16 24 83 16 21 160 

 % 10.0% 15.0% 51.9% 10.0% 13.1%  

女 频数 38 40 53 4 5 140 

 % 27.1% 28.6% 37.9% 2.9% 3.6%  

合计 频数 54 64 136 20 26 300 

 % 18.0% 21.3% 45.3% 6.7% 8.7%  

2.2.2. 体育场所的性别差异 
随着农村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活动的场所逐渐被商业区所取代，特别是对于青少年，没有

了追逐打闹的场所，只能在家与智能设备玩耍[5]。由此可见健身娱乐场所对当代人们健康生活的重要性。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在体育方面的投入也不断加大[6]。但是由表 5 所示：男性认为身

边体育设施明显不足的有 66 人，占被调查男性总人数的 41%；女性认为身边体育设施明显不足的有 54
人，占被调查女性总人数的 39%。表明不同性别间对体育设施的需求相似，政府、社会仍需加大对体育

设施投入的力度，由此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健身需求。 
 
Table 5. Fitness facilities overview 
表 5. 健身设施概况 

您的周围是否缺乏健身设施 

性别  很不明显 不太明显 一般 比较明显 非常明显 总计 

男 频数 13 16 65 37 29 160 

 % 8.1% 10.0% 40.6% 23.1% 18.1%  

女 频数 11 19 56 38 16 140 

 % 7.9% 13.6% 40% 27.1% 11.4%  

总计 频数 24 35 121 75 45 300 

 % 8.0% 11.7% 40.3% 25.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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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疫情背景下体育参与概况的性别差异 

2.3.1. 疫情背景下健身态度的性别差异 
疫情面前，金钱物质显得不再那么重要，人们更加关注的是健康，而健康的基础是自身抵抗力及免

疫力。电视采访中，终南山院士一再强调终身体育的重要性。如表 6 所示：疫情背景下男性对体育态度

更加重视的有 67 人，占被调查男性总人数的 41.9%；女性对体育态度更加重视的有 68 人，占被调查女

性总人数的 48.6%。表明：疫情背景下不同性别对体育的态度都发生了积极性的转变，分析其原因：由

于社会各方面不断宣传体育锻炼增强免疫力抵抗疾病的信息，体育科学文化知识得到了普及，让人们对

体育有了新的认识。由此可见体育教育及宣传的重要性。在信息化时代，学习更加方便快捷，人们的精

神层面得到了充实，但是身体上也不可落下。“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句话不仅是对教育的内涵

有着高度的概括，而且对教育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教育只有做到精神与体魄的全面关注，青少年才能

全面发展，成为内心充实、人格健全、精神饱满、体魄健康的新时代人才。 
 
Table 6. Gender differences in sports attitud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epidemic 
表 6. 疫情背景下体育态度性别差异 

疫情背景下您对健身的态度 

性别  更忽视了 没有变化 更重视了 总计 

男 频数 25 68 67 160 

 % 15.6% 45.5% 41.9%  

女 频数 23 49 68 140 

 % 16.4% 35.0% 48.6%  

总计 频数 48 117 135 300 

 % 16.0% 39.0% 45.0%  

2.3.2. 疫情背景下健身参与性别差异 
如表 7 所示，在疫情背景下男性健身参与比之前更加消极的人数有 34 人，占被调查男性总人数的 21.3%，

女性比之前更加消极的有 27 人，占被调查女性总人数的 19.3%。男性健身参与对比之前没有变化的人数有

79 人，占被调查男性总人数的 49.4%；女性健身参与比之前没有变化的人数为 66 人，占被调查女性总人数

的 47.1%。分析其原因：疫情背景下，虽然人们对体育的态度更加积极了，但是人们不可到公共场所聚集，

因此大多数人们选择在家，但是现代化人们的居住环境大多为楼层，在家中锻炼难免会影响到周围邻居，

因此健身参与并没有明显提高。而在性别之间，疫情背景下健身参与的性别差异并不明显。 
 
Table 7. Gender differences in fitness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epidemic 
表 7. 疫情背景下健身参与性别差异 

疫情背景下健身参与比之前 

性别  更消极 没有变化 更积极 总计 

男 频数 34 79 47 160 

 % 21.3% 49.4% 29.4%  

女 频数 27 66 47 140 

 % 19.3% 47.1% 33.6%  

总计 频数 61 145 94 300 

 % 20.3% 48.3%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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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疫情背景下对健身投入的性别差异 
如表 8 所示，在疫情背景下男性中对健身投入没有变化及更少了的有 112 人，占被调查男性总人数

的 70%；女性中对健身投入没有变化及更少的有 97 人，占被调查女性总人数的 69%。分析其原因，虽然

人们对体育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但是在疫情期间人们缺少健身消费的娱乐场所。另外，在疫情期间人们

的收入减少，因此很少在体育上进行消费。而在性别上，疫情背景下对健身投入的性别差异并不明显。 
 
Table 8. Gender differences in fitness investme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epidemic 
表 8. 疫情背景下对健身投入的性别差异 

疫情背景下您对健身的投入 

性别  更少了 没有变化 更多了 总计 

男 频数 35 77 48 160 

 % 21.9% 48.1% 30.0%  

女 频数 27 70 43 140 

 % 19.3% 50.0% 30.7%  

总计 频数 62 147 91 300 

 % 20.7% 49.0% 30.3%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1) 每周参加体育活动不足三次的男性占被调查男性人员总数的 54%；女性每周参加体育活动不足三

次的占被调查女性总人数的 71%，由此可见，我国体育人口缺乏，尤其是女性体育人口急需提高。 
2)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体育活动每周参与及体育消费投入上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另外在体育

项目掌握方面，男性掌握多种体育项目的人数远高于女性，即掌握两项及以上体育项目的男性为 120 人，

占男性总人数的 75%；掌握两项及以上体育项目的女性为 62 人，占女性总人数的 44%。 
3) 我国民众体育意识不强，人们大多不愿进行体育消费，花钱买健康的意识还未普及，在体育场地

及设施方面，我国公共体育场地及设施不足，特别是针对女性的体育设施缺乏，广大女性没有相适应的

体育场所。 
4) 疫情背景下，人们的体育态度发生了转变，相比之前，人们更加了解了体育增进健康的重要性，

然而由于疫情的限制，人们不能到户外进行体育活动，因此在体育参与及体育投入方面并没有得到显著

提高，由此从侧面表明，人们很少在家进行体育锻炼，上文分析民众不在家进行体育锻炼的原因有居住

环境的限制，然而缺少室内居家锻炼的相关知识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3.2. 建议 

3.2.1. 树立“健康第一”，“终身体育”的意识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

段，人们更加表现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供给模式实现由福利型向消费市场型转变。由此人们应该转变

观念，了解到随着经济与科技的飞速发展，国家及社会对人的体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7]。高效率、快

节奏、竞争性强的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要求人们必须有更好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适应环境能力。因

此，国家及社会应该大力宣传体育锻炼增进健康的理念，只有当人们充分意识到“健康第一”思想的重

要性时，才能唤起全民的健身意识，让更多的人了解健身的意义，更加乐意投入到体育生活圈，养成“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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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育”的理念，让花钱买健康成为人们的共识[8]。 

3.2.2. 加强公共体育设施及娱乐场所的建设 
随着农村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人们自由休闲活动的场所逐渐被挤压，甚至大多数民众只能在家中度

过余暇时光，玩耍是孩子的天性，但是现代生活环境中很少有孩子可以自由奔跑的场所。因此，国家应

该加大对公共体育场馆的投入力度，社会应该加强消费性娱乐场所的建设，从而满足不同消费人群的建

设需求[9]。另外，建议加强针对女性的体育场地及设施建设，比如：毽球、舞蹈、健美操等场地。 

3.2.3. 加强体育科学知识教育与普及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体育教育绝非可有可无，学校体育应该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比如

提高中考、高考体育所占分值[10]。普及多种健身知识，体育也绝不是简单的打球娱乐，应该科普系列体

育健康相关知识，比如科学饮食、健身等相关知识。让人们了解体育锻炼的原理及内涵，在随时随地可

以进行科学锻炼。 

3.2.4. 加强体育赛事的举办，提高人们的锻炼热情 
广泛深入开展社区群众性运动竞赛活动是社区体育及全民健身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竞赛才能激起

民众体育锻炼的参与热情，才能调动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健身活动中[11]。要像组织竞技比赛那样组织群

众性运动比赛，因此不管是体育管理部门，还是住宅小区、街道办事处和社区管理者都应重视群众性运

动竞赛活动。这样社会才会有浓烈的体育运动氛围，体育运动才可长久发展。 

3.2.5. 加强对女性体育的重视 
纵观历史，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女性体育的发展一直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甚至一度停滞不前。古代

的奥林匹克时代，不仅没有参加体育角逐的权力，甚至不可以当作观众。女性就已经被隔绝在体育之外了。

当时错误的医学观点认为女性的身体结构不适宜进行体育活动，同时由于女性承担着繁衍后代的重要使命，

女性的活动范围更被局限在家庭之中，由此形成了恶性的循环[12]。当代社会，男女平等，女性逐渐撑起

国家、社会、家庭的半边天，要加强社会性别教育，改变性别刻板印象，正确认识和对待社会性别分工，

促进对女性的人文关怀，动员和鼓励更多居民主动参与到体育活动中，体验体育运动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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