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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研究以体卫融合和社区体育的概念为基础，探讨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分析了在体卫融合背景下社

区体育发展的现状，并提出了推广体卫融合的社区体育的策略和建议。该研究旨在深入理解体卫融合对

社区体育发展的影响，并为未来社区体育的发展提供一定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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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concepts of physical and health integration and community sports, and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he research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m-
munity sports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ports and hygiene integration, and pro-
posed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for promoting community sports with sports and hygiene inte-
gration. This study aims to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 of physical and health inte-
gr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sports, and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future deve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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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 of community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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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人们对健康和生活质量的追求日益提高。健康已经从单纯的身体健康

拓展到身心健康、社会健康的全面理解，在这背景下，体卫融合作为一种新兴理念应运而生，旨在通过

体育和卫生的有机结合，促进全民健康。 
社区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单元，对个体健康和社会和谐起着关键作用。传统的社区体育多着眼

于竞技、娱乐和社交，缺乏对健康促进的深入关注和有效整合。随着体卫融合理念的提出和推广，社区

体育逐渐从单一的体育运动转向更为全面的健康促进，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社区健康文化。体卫融合背景

下的社区体育发展，不仅需要对传统体育活动的创新和改造，还要求卫生、教育、社工等多领域的交叉

合作，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健康促进体系。这一变革不仅体现在体育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上，更深入到

组织管理、资源整合、政策支持等各个层面。 
目前，在体卫融合背景下的社区体育在实际推广过程中，暴露出许多问题和挑战，如资源分配不均、

参与主体缺乏、专业指导不足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了体卫融合理念在社区体育中的深入实施和广泛

推广。 

2. 体卫融合和社区体育的理论基础 

2.1. 体卫融合的概念解析 

体卫融合(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Health)是一个跨学科的概念，旨在通过体育与卫生保健的有机结

合，促进人们的身体、心理和社会健康[1]。涉及的角度和领域主要有：体育与卫生保健的结合：体卫融

合强调的是体育运动与卫生保健的整合，不仅关注身体健康，还关注心理和社交健康。它倡导通过参与

体育活动，改善生活习惯，预防疾病，提高生活质量。个体与社群层面的融合：体卫融合不仅关注个人

健康，还强调社区和群体健康。通过社区体育活动，促进社交互动，增强社区凝聚力。预防与治疗的融

合：除了疾病的治疗，体卫融合还强调疾病的预防，通过健康生活方式的推广，降低慢性疾病的发病率，

减轻医疗体系的负担。跨领域合作：体卫融合需要体育、卫生、教育、社区发展等多个领域的合作。例

如，体育教练、医生、社区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努力，确保健康促进计划的实施和效果评估。个性

化与普及化：体卫融合既强调个体化的健康需求分析和定制，又倡导普及化的健康推广，跨越年龄、性

别、健康状况，都可参与其中，享受体育带来的益处。 

2.2. 社区体育的内涵与特点 

社区体育是社区内的体育活动，包括了广泛的休闲和竞技体育项目。它不仅仅是在社区层面开展的

体育活动，更是一种社区建设和社区参与的过程[2]。社区体育的内涵与特点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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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理解：(1) 参与性：社区体育强调每个人都可以参与，不分年龄、性别、经济地位等，所有社区成员都

应有机会参与体育活动，不论其身体状况、技能水平等。(2) 地域性：社区体育与特定社区的文化、历史、

地理环境等因素紧密结合，反映了社区的特色和身份。(3) 多元性：社区体育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

以满足不同人的兴趣和需求[3]。从团体运动到个人健身，从竞技比赛到休闲活动，内容、形式等应有尽

有。(4) 包容性：社区体育鼓励不同背景和能力的人共同参与，它是一个包容的空间，鼓励多样性，促进

不同群体的融合与互动。(5) 以人为本：社区体育强调的是居民的需求和利益。它以提高社区居民的身体

健康、心理幸福和社交互动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导向。(6) 强调社区建设：社区体育是社区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促进邻里关系，增强社区凝聚力，提高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和满意度。(7) 强调生活质

量提升：社区体育不仅仅关注体育成绩或竞技水平，更关心参与者的生活质量，通过参与体育活动，居

民可以增强健康，减轻压力，享受生活。(8) 合作与共享：社区体育强调合作精神和资源共享，社区居民、

政府、学校、非营利组织等多方可以合作，共同推动社区体育的发展。 
总体而言，社区体育以其独特的内涵和多元化的特点，提供了一种促进社区全面发展的有效方式。

结合体卫融合的理念，社区体育有望成为推动居民健康和社区和谐的重要力量。 

3. 体卫融合与社区体育的关联性 

体卫融合是体育与卫生的结合，是一种以增强全民健康为目的的全面战略。社区体育作为体育活动

在社区层面的具体体现，与体卫融合有着紧密的联系。 
首先，双方具有共同目标。体卫融合与社区体育都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增强身体健康、促进心

理幸福为目标，两者的核心目的都是使人们过上更健康、更充实的生活。其次，两者具有互补性。体育

活动能够促进身体健康，增强免疫力，降低慢性病的风险等，而卫生教育则可以通过科学的健康知识传

播，辅助体育锻炼的效果，使人们更科学、更健康地生活。两者在社区层面的结合，可以实现优势互补。

第三，共同强化社区参与。体卫融合鼓励社区居民积极参与体育活动，关心自己的健康状况，而社区体

育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选择，使得体卫融合在社区层面得以实现。第四，促进资源整合。体卫融

合需要各方面的资源配合，包括体育、卫生、教育等多个领域，社区体育作为一个平台，可以有效整合

这些资源，为体卫融合提供有力支撑。第五，拓展服务范围。社区体育在体卫融合加载下，不仅限于运

动本身，还包括了健康教育、慢性病管理等方面的内容，这使得社区体育的服务范围得到了拓展，更好

地服务了社区居民。第六，创新发展模式。体卫融合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为社区体育的发展带

来了创新的思路和可能，这对于推动社区体育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七，促进社区凝聚力。通过

体卫融合，社区体育可以更好地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促进社区内的交流与合作，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

活力[4]。 
体卫融合与社区体育的关联性体现在共同的目标、互补的功能、资源整合、服务拓展等方面，二者

的结合为促进人们健康、增强社区凝聚力、推动社区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和可能。 

4. 体卫融合背景下社区体育的现状分析 

4.1. 体卫融合背景下社区体育的现状 

在体卫融合的大背景下，社区体育已经成为了全民健康的重要立足点之一。政府对社区体育的重视

逐渐增强，相应的政策支持也逐渐增多。有了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3]，社区体育得以快速发展。许多社

区正在增加体育设施和资源的投入，比如增加运动场地、购置运动器材等，为居民提供了更多的运动机

会。社区体育活动逐渐多样化，从传统的体育竞赛扩展到健身、娱乐、休闲等各个方面。各类体育俱乐

部和团体也在社区层面逐渐兴起，丰富了居民的体育生活。随着对全民健康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居民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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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到社区体育活动中，无论男女老少，都有合适的体育活动可以选择。体卫融合促使社区体育不仅关注

运动本身，还注重健康促进和教育，许多社区开展了健康讲座、体检等活动，使居民更加关注自身健康

状况。不同社区之间，甚至与其他机构、学校等的合作联动逐渐增多，共享资源，共同举办活动，使得

社区体育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体卫融合背景下的社区体育往多元化、活跃化、向健康促进方向发展，但同时也面临一些挑战和问

题，如资源配置不均，一些偏远或贫困地区的社区体育资源仍然相对匮乏，专业指导不足、活动组织能

力有限等，需要进一步的努力和完善。 

4.2. 社区体育中体卫融合的实施情况 

在社区体育中，体卫融合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实施方向。 
许多社区针对居民的年龄、健康状况、兴趣等因素，定制了健康运动方案。同时，通过合理的运动

干预，有针对性地防控和康复慢性疾病，如针对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患者的专门运动项目。有的

社区甚至与附近的医疗机构直接合作，运动与医疗结合，定期的健康讲座、健康检查，青少年体适能训

练营等，为居民提供更专业、全面的服务[4]。通过组织各类体育活动，促进社交交往，帮助居民减轻压

力，提高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 
尽管体卫融合在社区体育中得到了积极实施，体卫融合已经在社区体育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5. 推广体卫融合的社区体育策略与建议 

5.1. 做好社区需求调查与分析 

通过问卷、访谈等方式了解社区居民的运动健康需求、兴趣和预期效果，通过对问题的分析，识别

社区体育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为解决方案提供依据。 

5.2. 针对不同社区的特殊需求制定策略 

社区体育的推广和发展不能“一刀切”，而应根据不同社区的特殊需求来制定相应的策略[5]。首先

要理解社区特性，如在人口构成上，需考虑社区人口的年龄、性别、职业等特点，以确定最受欢迎和适

合的体育项目。在文化背景上，了解社区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以确保所推广的体育项目与社区文化相

契合[6]。还要考虑社区居民的经济条件和经济水平，合理设定体育活动和设施的价格，确保普及性和可

接受性。 

5.3. 灵活设计体卫融合项目 

提供不同类型的体育活动，以满足不同年龄、能力和兴趣的社区成员。鼓励社区居民参与体育项目

的设计和决策，增强项目的针对性和接受度。还可通过讲座、宣传等方式普及体育和健康知识，对居民

提供必要的体育技能培训，以便社区居民更好地参与体育活动。兼顾身体和心理健康，体卫融合应注重

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双重提升。 

5.4. 建立持续评估与改进机制 

定期评估体育项目在社会居民中的效果和满意度，及时调整和改进。建立合理有效的反馈机制[6]，
鼓励社区成员提出建议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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