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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living standards, to promote national fitness movement, ten- 
nis has entered the university campus. But the tennis is relatively late in China and as a result of objective 
conditions, the universities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tenni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is paper, using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the paper analyses the development of tennis in 10 universities in Chengdu, and 
finds out the problem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ennis in Colleges in Chengdu, and puts forward in favor of 
tennis in Colleges, providing the theory basis for the college tenni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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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全民健身运动的推动下，网球运动也走进了高校校园。但

是网球运动在我国的开展比较晚，各高校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阻碍了网球运动在高校的快速发展。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成都市 10 所高校网球运动的开展情况做了全面的调查和分析，找出成都市

各高校网球运动开展所遇到的问题及影响因素，并提出有利于网球运动在高校发展的对策和建议，为

我国高校网球运动的推广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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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网球运动作为一项受大众喜爱的热门运动已逐

渐进入到现代人的文化生活中。它不仅在政治，经济，

文化等领域发挥着巨大功能，而且也在现实生活中潜

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生活方式。近几年随着我国女子

网球选手在国际赛事中有不俗的表现，特别是在 2004

年雅典奥运会李婷和孙甜甜的首次夺得女子双打金 

牌，郑洁和晏紫在大满贯中取得女子双打冠军，而

2011 年李娜创造奇迹的在法网女子单打比赛中捧杯
[1]，成为首个赢得大满贯冠军的亚洲选手，这使我国

国民的网球热情推向高潮。网球运动的特性和文化对

于大学生来说较容易理解接受，加上这又是一向很好

的锻炼身体的运动项目。然而，通过对中国知网进行

专题文献搜索发现，以运动员比赛技战术的统计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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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居多，对高校开展网球运动的研究较少。为了进一

步促进网球运动在高校的推广与普及开展，不断提高

大学体育教育内容的时尚性、兴趣化与大众化，特对

成都市高校开展网球运动状况进行实际调查研究。 

2. 调查对象与研究方法 

2.1. 调查对象 

以成都市 10 所本科高校——成都理工大学、四

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华大学、西南财经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西南石油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学院、

成都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的 27 名网球教师和 400 名

参加大学生为调查对象。 

2.2. 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针对学生和教师设计问卷

两套，问卷设计共计 30 题，从对网球项目的认知与

了解、学校网球设施、开展时间、内容、教师、教材、

课时、考核、业余培训、发展影响因素等进行先关调

查。教师问卷发放和回收情况：发放 27 份，回收 27

份，回收率 100%：学生问卷发放和回收情况：发放

400 份，回收 384 份，回收率 96%。对所获数据进行

统计处理。 

3. 结果与分析 

3.1. 大学生对网球运动的认知情况 

调查结果表明(如表 1、2、3)，成都市高校的大学

生对上大学前接触过网球的占 28.4%，没有接触过的

占 71.6%。其中上大学前接受过专业网球培训的占

9.1%，没有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占 91.9%。非常了解的

学生占调查总数 4.2%，了解的占到 23.4%，一般的占

57.8%，不了解的占 14.6%。可见对于成都市高校的大

学生来说对网球运动已经有了基本的认识和了解，而

不了解这项运动的大学生只占极少的一部分人，但是

绝大多数学生在上大学前都没有接触过网球运动，能

接受过专业培训的更是很少，这与我国网球运动的普

及程度还不高有关。由于我国开展网球运动比较晚，

真正在我国掀起的网球热潮还是最近十几年的时间
[2]，网球运动进入校园的时间就更晚了，高校对网球

运动的推广和宣传有限，真正全面深入了解网球运动 

Table 1. Tennis contact before the university  
表 1. 大学前接触网球情况一览表 

内容 人数 比率 

接触过 109 28.4% 

没有接触过 275 71.6% 

 
Table 2. The list of professional training before the university  

表 2. 大学前接受专业培训情况一览表 

内容 人数 比率 

接受过专业培训 35 9.1% 

没接受过专业培训 349 91.9% 

 
Table 3. Table tennis level of understanding 

表 3. 了解网球程度一览表 

了解程度 非常了解 了解 一般 不了解 

百分比 4.2% 23.4% 57.8% 14.6% 

 

的大学生不多，大学生对网球运动的了解还是比较浅

显。所以高校在推动网球运动的普及和发展的同时要

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做到全方面的推广网

球运动。 

3.2. 高校网球场地、设施状况调查 

体育场地设施是整个高校体育工作开展的基础，

高校网球运动的普和发展受到网球运动的场地设施

的直接影响，良好的场地条件将吸引大学生参与这项

运动的积极性和学习热情，更有助于网球教学工作的

开展，提高教学质量，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从表 4

显示，在受调查的学校中只有 30%的学校拥有网球场

地在 8 片以下，其中有一半的学校拥有网球场地在 13

片以上，这种现象是比较可喜的情况；而认为目前学

校网球场地的数量能满足学生使用的受访教师占

3.7%，认为基本够用的占 55.6%，有 40.7%认为不够

用。这主要是国家重点高校和省属高校在场地条件上

还是有很大的差别，我市四所国家重点高校拥有网球

场的数量都在 13 片以上，有的达到 20 片以上，这与

国家教育部门规定的在校学生对体育场地的比例为

1:1000 的要求差距较小，而省属高校基本都在低于 12

片场地，这与规定的场地要求相距甚远。受访教师的

调查结果分析也基本符合种情况，国家重点高校的教

师认为场地基本够用，而省属高校教师认为学校的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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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he number of sits of the universities  
表 4. 高校拥有场地数量情况 

场地数量 3 片以下 4~8 片 9~12 片 13 片以上

学校数量(所) 0 3 2 5 

百分比 0 30% 20% 50% 

 

地不够用，这种差距也往往影响着不同学校间的发展

情况。重点大学在这方面有自身的优势，而省属高校

要想办法缩小这种差距，这也是影响普通省属高校开

展网球运动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 

在调查结果中，受调查的高校在网球场地对学生

开放方面都有优惠政策，有的学校还进行分时段的免

费开放。而场地收费方面 30%的学校在每小时 10 元

以下，65%的学校在每小时 10~20 元，这样的收费标

准已经远远低于成都市目前市场经营的网球场地收

费标准，这减小了大学生进行网球运动的经济压力，

降低网球消费，有助于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有能力参与

这项运动，扩大参与网球运动的人数。 

3.3. 高校网球师资状况调查与分析 

从调查结果来看，目前成都市高校从事网球教学

的教师情况是 40 岁以下和副教授以下职称的青年教

师占受调查教师人数的 80%以上，大部分教师的网球

教龄在 7 年以下。这是因为近十年来网球运动在高校

的快速发展，各高校对网球运动的逐渐重视，学校对

网球专业的教师招聘人数也逐渐加大，导致出现了目

前年轻化、低职称化的现象(如表 5、6)。其次是这几 

年我国高校在教师学历要求上日趋高学历化，本科生

很难成为高校教师，具有研究生学历成为高校教师招

聘的必要条件之一[3,4]。在教师技能水平方面有 55%的

教师长期接受过网球专业技能的训练，这也符合目前

国内各大体育院校的网球专业成为学生选择的热门

专业之一，这几年毕业的学生也较之前几年有所增

加，这使得成都市高校网球教师的网球专业技能结构

都有较大的改变。虽然目前成都市高校网球教师的师

资力量有所提高，但是大部分教师的年龄、职称偏低，

教学时间短经验少和专业技能水平不均，这些因素将

影响网球教学效果和学生对网球运动的兴趣、爱好。 

3.4. 高校网球运动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影响高校网球运动发展的因

素主要集中在：网球技术的学习难度太大、校园的网

球运动氛围、校领导和主管部门重视程度、教学方法、

学生兴趣爱好、场地设施等，说明高校发展网球运动

要有一个良好的校园氛围，并得到校领导和主管部门

的大力支持，克服场地设施的完善，教师在教学方法

和对学生在网球技术的指导上通过学习、摸索、提高

自身的理论知识和教学能力，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达

到坚持网球锻炼的习惯。 

4. 结论和建议 

网球作为一项新兴体育运动项目，越来越受到成

都市大学生的接受和喜爱，但大学生对于网球运动的 
 

Table 5. Age, titl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of tennis teacher 
表 5. 网球教师年龄、职称、学历情况 

. 年龄 职称 学历 

 <30 30~40 40~50 >50 助教 讲师 副教授 教授 本科 研究生 博士生

人数 6 17 2 2 2 21 3 1 11 15 1 

百分比 23 63 7 7 7 78 11 4 40 56 4 

 
Table 6. Tennis teaching, skill level of tennis teachers 

表 6. 网球教师教龄、技能水平情况 

. 教龄 技能水平 

 <3 年 3~7 年 7~10 年 >10 年 专业队 网球专选 短期培训 自学 

人数 2 17 6 2 4 11 8 4 

百分比 7 63 23 7 15 40 3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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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不深，网球基础太差，技术水平参差不齐，还没

有形成良好的校园网球氛围。大学生对目前高校开设

的网球课程比较满意，学习热情较高[5]，但教学效果

不太理想，网球技术的学习对于大学生较难掌握。 近

几年成都市高校在网球场地设施方面有较大的改善，

但由于客观原因的影响，重点高校与普通高校在场地

设施方面存在较大差距。成都市高校网球教师的学历

结构和网球专业技能结构都有较大的改变，师资力量

有所提高，但青年教师居多，大部分教师的教龄短、

技能水平较低和教学经验不丰富。 

在大学校园中加大网球文化宣传，通过多渠道进

行全面的推广，提高大学生对网球运动的全面认识，

培养大学生对网球运动的兴趣爱好。在整个高校网球

教学课程设置中要首先考虑的是怎样进行资源的优

化配置，要综合的考虑学校的实际情况，在教学中可

以引入迷你网球[6]、短式网球、过渡球等教学方法来

降低网球技术的学习难度。对于场地设施的改善可以

依靠高校的影响力考虑校企合作，争取赞助等渠道引

入社会资金或者修建造价比较便宜的网球墙等方法。

加大高校师资队伍建设，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针对

性的、有计划的对教师进行相关的理论知识和实践学

习，加大与其他高校网球专业教师的经验交流学习，

达到丰富教学经验和提高教学水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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