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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实现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的深度融合，通过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对构建内蒙古自治

区科学健身指导服务体系进行研究。旨在探究“体医结合”模式下，构建符合内蒙古自治区实际现状的

科学健身服务体系，为促进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服务模式的转变，推进“健康内蒙古行

动”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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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fitness and national health,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itness guidance service system in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is studied through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materials,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 It aims to explore the con-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9542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9542
http://www.hanspub.org


赵鹏 等 

 

 

DOI: 10.12677/ass.2022.119542 3956 社会科学前沿 
 

struction of a scientific fitness service system in line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under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ine” model, to promote the trans-
formation of a service model centered on treatment of diseases to a service model centered on 
people’s health, and to promote the “Healthy Inner Mongolia Action” to provide guarant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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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全面实施、体育强国建设全面推进的重要时期，也是内蒙

古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实现新的更大发展的关键时期。自治区将紧紧

围绕“十四五”时期体育事业的主要奋斗目标，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内

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体育强国的战略部署，牢固树立群

众满意、开放共享、融合发展理念，始终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积极利用自然资源，补短板、强弱项，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体系，全面推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等各方面发展，推动全民

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推进内蒙古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建设体育强国、打造祖国北

疆亮丽风景线作出内蒙古体育新贡献。 

2. 内蒙古群众体育工作现状及问题 

近年来，自治区注重发展群众体育组织，初步形成“体育总会 + 单项体育协会 + 人群体育协会”

的全民健身组织网络。目前，内蒙古注册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 5.3 万人，基本实现社区、嘎查村健身站

点全覆盖。公共体育设施全部实现免费或低收费向社会开放。传统体育项目的传承和发展得到有力保障，

以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为契机，大力发展冰雪运动，冬季运动项目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力不断扩

大。但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依然突出。体育设施仍存在供给不足、管理不善，供不适需、建不

适用等现实问题，全民健身必要的基本公共服务仍然得不到满足，人均体育场地和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

数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尚有差距(表 1)，县域足球发展不够平衡。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还不够强，发展方 
 
Table 1. Basic indicators of mass sports development in 2015~2025 
表 1. 2015~2025 年群众体育发展的基本指标 

指标 2015 年 2020 年 2025 年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 31.20 35.54 38.50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m2) 1.66 2.16 2.60 

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名/千人) 1.60 2.20 2.50 

《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率(%) 85.90 87.00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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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较为粗放，人才梯队建设亟待优化，传统优势项目亟需发扬，整体布局、结构、特色等方面还不够合

理。体育产业总体结构不够合理，规模体量不足，拉动地区经济还未列入统计范围，体育消费市场尚待

挖掘，仍处在起步爬坡阶段。体育文化的系统性、协同性机制尚未形成，地区特色不明显，体育对外交

流合作在助力国家、自治区对外交流交往方面的作用有待加强。 

3. 构建科学健身指导服务体系的必要性 

3.1. 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的需要 

调查研究发现，群众的健身意识不断提高，健身人群逐步增多，社区体育正在蓬勃发展。但是群众的

健身方式、方法还有很多不合理、不科学的地方，健身效果也不尽理想，而且缺乏社区健身指导员。要想

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就能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随时了解健身动态，并接受专家的科学指导，科学健身和

提高健身水平和健身效果，建立一套完善的科学健身指导服务平台尤为重要。这个平台可以为群众提供全

面科学的健身指导与服务，引导群众在健身过程中针对自己的身体情况，采用有针对性、合理有效的健身

方法，同时跟踪健身者的身体情况和健身情况，让健身者在健身活动中获得自身变化情况的信息反馈，并

对健身者给予实时的指导，根据不同的身体状况选用相应的锻炼强度，使健身活动更加科学合理。 

3.2. 体育活动开展和宣传不足 

广大群众的健身意识虽然增强，但宣传和指导工作缺乏，有 80%的人在进行健身时没有专门的健身

指导员指导，有部分社区对全民健身知识的宣传工作做得不是很好，多数群众对健身知识不了解。因此

要大力宣传健身科普知识，树立科学、健康的健身意识，为广大群众提供科学健身、健康生活等知识、

健身手段与方法、健身资源与信息。 

3.3. 市民缺乏体育锻炼知识 

在研究过程中对市民的体育健身情况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市民的体育健身并不理想。健身的频

率、健身的方式随意性较强，对科学健身指导不够重视；对体育项目的选择比较盲目，缺乏科学性；对

锻炼的时间和量的把握不准。可见，对市民的健身有必要给予科学的指导。 

4. 医体结合模式的概念及优势 

4.1. 医体结合模式的概念 

“体医结合”，即体育与医疗卫生服务的结合，且与“医体结合”在受众范围和内涵有所不同，而

“体医结合”是指在体育运动过程中，结合医疗手段，受众较广，可以是患病人群，也可以是亚健康或

维持并促进健康的人群。而“医体结合”强调的是在医疗服务过程中，加入体育干预的手段，因此它的

受众明显集中在患病群体[1]。 
美国、日本等国家对“体医融合”的模式的探索开展较早、经验较多。美国源于医疗机构改革，将

体育健身行业作为合作发展的对象，形成体育运动与医疗于一体的体育运动健身场所。日本的“体医融

合”是运用颁布的《医疗法》保障下，建立“医院附属健身俱乐部”模式，增加了相关法律规定，确保

“体医融合”有法可依，续发展。我国“体医融合”的模式发展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实现了“体医融合”

的雏形，但是没有形成常态化的规章制度和职业规定，也没有一个健全的融合模式。 

4.2. 医体结合模式的优势 

在大健康时代背景下，学者们对“体医结合”发展所处的环境进行了分析，指出我国走“体医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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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是建设健康中国的必然选择[2] [3]。近年来，提出了互联网+渗透式服务模式是实现“体医结合”的

一条新路子，通过“互联网+渗透式体医融合服务模式”，引导科学健身与健康指导等行为，并促进体育

产业的发展[4]。也有学者提出了高职院校开展“体医融合”模式的途径，树立学生正确的“体医融合”

思想，并通过课程体系的完善、加强师资专业能力等措施，促进高职院校教育的发展[5]，国内研究强调

了“体医融合”是基于健康中国国家战略提出的新健康服务模式，将为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的路径选择

提供新思路[6]；是实现健康中国的关键，对济南市全民健身中心体医融合现状的调查与分析，提出建立

一个集体质监测和运动风险筛查、中医诊疗和体质辨识、运动康复和健身指导为一体的“体医融合”新

模式[7]；“体医融合”可在促进国民健康观念转变、加速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优化现代体育文化

产业体系和提升国民身体素养水平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当前，要促进“体医融合”进一步发展，应注

意以全民参与为基础、政策驱动为关键、科技创新为支撑、制度创新为保障[8]。在学校教育事实践方面，

也提出“体医融合”在当前社会发展中的应用，能够有效提升健康教育质量，其将社区医疗与体育教育

进行了融合处理，能够有效发挥出社区医疗以及体育健康的优势，且能够避免两者在传统发展中的弊端，

极大的提升了健康教育质量，充分体现了体育教育以及社区医疗与体育教育相结合的优势，能够有效促

进健康教育的发展，提高国民健康水平[9]。 
总之，“体医融合”是“健康中国 2030”最重要的途径，科学健身指导服务体系的构建是发展全民

健身事业的基础，也是实现我国大健康的重要手段和方法。基于“体医结合”模式的内蒙古自治区科学

健身指导服务体系构建的基础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5. 科学健身指导服务体系的实施策略 

1) 构建科学健身指导体系，助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和全民健康服务保障体系建设。 
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两个国家战略紧密相连、深度融合，提升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引导百

姓从“要我锻炼”转变为“我要锻炼”，主动健身、科学健身逐步融入日常生活。加大对城市“闲置场

地”改造，增加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加大政府扶持力度，让更多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新

技术赋能全民健身，在 5G 技术加持下，发展云直播、短视频，推广各种运动设备、软件平台，让运动

的门槛越来越低、离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近。 
2) 将“体育治‘未病’”“运动是良药”等理念融入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方式，从以治病为中心转

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医疗健康干预向非医疗健康干预转变”，是最终

实现健康中国的关键。基于对体育与健康疾病的多视角、多层次认识，提出“体育治‘未病’”“运动

是良药”的概念。坚持“大健康”理念，以“共建共享、全民健康”为主题，努力推动引导群众树立正

确健康观、完善体医融合服务机构、建设体医融合人才队伍、支持体医融合科研创新、加强竞技体育医

疗保障、发展体医融合服务产业、提升体医融合服务水平等七项重点工作任务。 
3) 将运动处方制定、科学健身指导等体育服务融入医疗体检、医疗康复等相关医疗领域。 
科学健身指导、运动介入疾病防治，离不开具体的医疗服务机构。以加快全民健身、全民健康和医

疗卫生事业发展深度融合为契机，积极推动体医融合机构建设，在国民体质监测站点、社会体育组织、

医疗机构三类实体建设融合试点，实现健康指导、体育健身、医疗检查在体质测试、医疗体检、运动处

方及膳食建议等方面的有机结合。并加强对特殊人群的运动健身指导，发挥体育在防病治病、强身健体

等方面的作用，增强群众体质健康。 
4) 普及全民体质测试，建立全民体质健康大数据，推广全民健身方法，营造体育生活化良好氛围。 
依托高新科技推进体医融合，全面推广科学健身。从体质检测开始，发现体质短板，通过运动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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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弥补体质短板，再通过体质检测来观察体质检测指标弥补的效果。并加强体育健身活动风险预测和效

果评估，在体质健康指导站开展日常体质测定、运动能力评定、身体素质评估，建立个人健康档案，提

供科学健身指导，构成一个以体质检测为起止点的闭环运动方式。通过利用体质监测指导，打造健康城

市试点，将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5G 等信息技术与传统健身深度融合，加大智慧体育投

入，拉动大健康产业发展。全方位建立一套闭环的“健康+科学健身”运营平台，实现全民健康发展质的

飞跃，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步骤。 
5) 构建社区体育服务体系，满足居民健身和健康需求 
充分发挥政府在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的指导和主导作用。把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纳入整

个社区发展和社区治理体系中统筹考虑。整合各类体育资源，不断优化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并充分发挥

公共体育服务在社区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两者实现良性的互动和循环。夯实基础，加强公共体育设施建

设，在体育健身点方面合理布局，满足居民健身的需求。并以各种体育活动为平台，开展各种积极向上

的体育活动，增强社区居民体质，丰富社区居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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