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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养 

邓 星 华 

(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摘 要：随着全民健身运动的发展，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应拓展其培劫i途径，加大高校 

培养的力度，并将其确定为一种职业。同时，根据社会的需要培养不同类别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要建立健全 

我国社会体育组织管理体制，以保障充分发挥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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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嘲【ract：The need for recreational sports director is becoming more and tllore along with the m{lss sports．It is necessary to 

exploit its training way．strengthen the training capacity of university and make the director to be an occupation．Mean 

while．we should train different kinds ofdirector to meet the various need from society．It is important to estabfish an d per． 

feet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recreational sports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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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体育指导员是指在竞技体育、学校体育、部队体育 

以及群众性体育活动中从事技能传授、锻炼指导和组织管理 

的工作人员，是发展我国体育事业，增进公民身心健康，提高 

生活质量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支重要 力量，对推进 

社会体育的发展发挥着积极作用。社会 体育指导员作为社 

会体育的组织者、指导者、传播者，其作用的发挥对于社会体 

育的进一步社会化、科学化、产业 化和法制化都将产生极 为 

深刻的影响。从某个意义上说．社会体育指导员作用发挥的 

好坏直接影响到我国社会体育发展的质量、深度与广度。特 

别是随着国家《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颁布与实施，对社会体 

育指导员的培养并充分发挥其在全民健身中的作用显得尤 

为重要。如何有效地培养社会体育指导员，并积极地发挥其 

作用是社会体育发展 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本文 旨在我 国 

社会体育指导员培养现状的基础上研究其运作 。 

1 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工作的基本途径 

1．1 将社会体育指导员确定为一种新型的社会职业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体育的社 会 

化、大众化 、产业化进程 已大大加快 ；社会经济 的发展 ，各类 

体育场馆的建设为社会体育创造了发展的物质条件。同时， 

体育活动的主体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效益与经济 

效益并举 ，为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 

间。因此 ，社会体育指导员作为面向社会 、服务于群众的 个 

体，如果没有经济效益为依托．将难于长期而稳定并积极地 

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大众的。 

把社会体育指导员作 为一种新的社会职业加 以规范化 

管理，将获取社会体育指导员资格作为从事社会体育指导工 

作前的必要准备，并按考核被评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技术 

等级和所从事的具体工作按劳取酬，就可吸引更多的体育爱 

好者和体育工作者积极从事社会体育工作，对建立和完善我 

国的社会体育的管理体制，都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就更 

能有效地推进全民健身运动的广泛深人和持久开展。 

在市场条件下，激烈的社会竞争，使一部分人从原有的 

岗位上淘汰 下来。将社会体育指导员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 

职业，从某个意义上讲，对解决劳动力再就业问题创造 了契 

机。就目前来看，平均每个经营型体育场所仅有社会体育指 

导员0．09个，经营性体育场所的体育辅导力量很薄弱，合格 

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尚有很大缺口。将其作为一种社会职业． 

对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1．2 拓展培训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渠道 

扩大培训渠道 ，能有效地解决社会体育指导员不足的问 

题，但必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加速人才培养。在这方 

面，日本走到了前面，日本社会体育指导者的培养体制，经过 

了30多年的探索，已经初具规模，形成一个全国性网络机 

构。培养机构包括国家部门、公共团体、体育协会等，各机构 

有各自的讲授内容和认定标准。 

另外，不同培养机构培养的社会体育指导者虽然称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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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但在作用和任务上具有基本相同的性质。事实上，我国 

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有相当一部分在体育行政部门内，主要 

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很难直接参与社会体育的指导。因此， 

在专业技能和组织管理两类社会体育指导员中，应当大力培 

养和发展前者。他们更直接地面向社会，以传授和推广科学 

的健身方法的形式为广大群众服务。在贯彻实施《全民健身 

计划纲要》中。他们的作用更显重要。而在组织管理类社会 

体育指导员中，绝大多数人是各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主管 

体育工作的行政管理人员。以及各类体协组织的工作人员。 

就其工作性质而言，他们对指导和组织社会体育活动主要是 

对本部门、本单位、本体协的体育活动具有特定的责任。因 

此 。在这类人员 中，可 以保 留和发展一部分高水平的组织 管 

理类社会体育指导员。这样，体育主管部门既可以集中主要 

精力抓好专业技能类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和素质提高，义 

可以避免因行政手段指派任务而给 自己和有关单位带来不 

必要 的工作负担。 

I．3 加大高校培养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力度 

任何一项大规模 的社会活动 ，都需要大量的专 门人才来 

维系，社会体育的发展也不例外，需要数以万计的社会体育 

指导员来参与组织。传统的零星的培养社会体育指导员的 

方式，不能解决全面掌握社会体育 系统 的、科学的知识 、技术 

和技能问题。培训机构的临时性、分散性，培训内容的单一 

性，将影响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整体素质，进而影响社会体育 

的广泛开展。要有效地进行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工作，势必 

依靠在体育专门人才方面占有绝对优势的高校体育院系。 

高校的根本任务是为国家培养社会急需的各类人才，高 

校的体育教学应该并且能够承担起为社会训练体育指导员 

的任务。因为高校的体育师资力量比较雄厚，高校的体育教 

学方法 、手段比较完善，高校 的体育设施 、器材 比较完备 ，高 

校能够严格地按照国家规定来评定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资格。 

高校遍布全国各地，各高校都有一批爱好体育运动，并且具 

有专业特长的学生，如加以重点(或定向)培养，那么每年都 

可为社会输送一批合格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在 2010年实现 

建立健全群众体育的组织管理体系将成为现实。 

现行的高校体育课程远不能适应社会体育发展的需要。 

因此，要根据不同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类型，开设不同种类 

的社会体育课程；同时，考虑社会体育发展的需要，在有条件 

的地方开设社会体育专业，培养社会体育指导的专门人才。 

1．4 培养不同类别的社会体育指导员 

我国培养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分为四级，是根据在不同的 

行政级别来确定不同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级别，没有充分考虑 

不同职业人群的锻炼者对社会体育指导者的要求。不仅如 

此，不同级别的指导员对实际指导社会体育(全民健身)的能 

力，并不会因为等级的不同而存在较大的差异，这本身对指 

导全民健身带来一定 的困难。对老年人 的指导就不能同指 

导年轻人一样对待；指导健康者与病人又不相同。因此有必 

要在将社会体育指导员分级的基础上再进行分类。 

根据我国社会体育的特点和锻炼群体的需要 ，可以将社 

会体育指导员分为健身健美类、医疗保健类、竞技运动类、休 

闲娱乐类等四类。这四类指导员可以涵盖社会体育的各个 

方面。可以根据锻炼者的不同健身需要来进行指导工作。不 

同类别与不同级别的交叉，形成各个层次都有不同类别的体 

育指导员，全方位地为社会体育指导服务。 

2 发挥社会体育指导员在社会体育中的作用 

2．I 建立健全我国社会体育组织管理体制 

要实现全国 40％左右的 具区以 上行政 区域建立健坌社 

会体育指导员，80％左右的全国性行业、系统建立协会，域市 

平均每干名参加体育锻炼耆要有5～l0名社会体育指导员、 

农村平均每个乡镇要有一名以上社会体育指导员，并卓有成 

效地开展工作的 目标 ，将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要有效地 

完成达一任务，体育行政部门应组织既热衷于社会体育工 

作，又有一定理论技术水平和管理组织能力的体育工作者， 

从事群众体育的组织管理工作 。 

肇在 1987年，日本由文部省公布了《关于社会体育指导 

知识、技能审查事业来认定规程》这一制度。文部省成为实 

施的主体，它进一步完善了过 去的培养 体制 ，统 一了整个 }土 

会体育指导者的讲授内容 、等级分类 及各 自作用。它不仅是 

为了社会体育指导者取得资格的培养 ，而且在社会体育指 导 

者所学到的知识 、技能水平审查中，力图提高他们的学习质 

量与技能水平 ，并设定了保证指导者水准的资格标准。 

完善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法规，从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申 

报 、培训 、考核 、授予称 号、上 岗、经 营、年 审注册 、晋级 、权利 

和义务以及法律责 任等方面都做出明确的规 定。还要建立 

一 支体育市场执法 队伍，对其经营行 为进行严格管理。这样 

不仅可以使社会指导有法可依，也可以避免体育行政部门的 

无效劳动，真正实现从“办”至“管”的职能转换，更可以大大 

调动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他们通过合法经 

营活动为社会做出贡献，并获得合法的经济收入。推行 和实 

施《社会体育指导员等级技术制度》，培养和建立一支社会体 

育指导员队伍，其根本 目的是为了有利于社会体育指导工 

作。为了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必须在“管”字上下功 

夫。依法管理是管理的一个方面，加强培训和提高专项技 能 

水平是管理的另一个方面，二着必须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 

使这支队伍有效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 

2．2 发挥社会体育指导员在社区体育中的作用 

我国城 乡居民对群体工作 的要求 和愿望依次 为：第 1， 

要求建立配套的体育场所，占22．3％；第 2，要求进一步加大 

宣传力度，占19．8％；第 3，希望能有专人指导体育锻炼，占 

15．1％；第4，希望建立健全群体的法规政策，占 13．4％；第 

5，希望进一步开放体育场馆，占 12．5％；另有6．0％的群众 

对群体工作的要求 和希望说不清楚。这说 明现有 的社会 体 

育指导员人数不够，或者是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另据调查说 

明 ：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指导率为 59．11％，没有提供服务 

者为40．89％。不同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指导率为：离退 

休人员 79 63％、商业 系统职业 70％、教师 68％、工矿企业职 

工 52．4l％ 、各级体委干部 33．33％、机关干部 30．77％、街道 

干部 l2．50％。在提供指导服务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中，88． 

10％为义务服务 ，11．90％为有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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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调查，76．47％的社区体协的体育指导员，主要来自在 

职人员中的体育骨干分子，仅有 23，53％来自退休人员、体育 

教师及其他人员。社区体协作 为一种新型的城市 体育组织 

出现的时间很短，街道办事处作为它的直接领导部门，刚刚 

涉足体育这个领域 ，还没有形成 自己较固定的体育指导者队 

伍 ，因此只能依靠各社 区单 位推荐 体育骨干 丹子负责体育活 

动的组织 、指导工作 在对群众体 育活动点的调 查中．认 为 

“本活动点当前的 主要 困难”是“缺 乏技术 指导 ”者 占 24．8 

％，排在第 3位，稍次于“经费困难”和“场地 困难”，成 为影 响 

体育活动点的三大主要因素之一 

另一个重要 问题，是如何认识 和确定社会体育指导员的 

角色身份。仔细分析《社会体育指导员等级制度》的有关规 

定和考察其实际运行情况 ．可以发现 ：现行社会体育指导 

等级制度实际_卜-量旺 会体育指 导员作为 r·种类 似职称 一 

样的东西。然而 会冷青蓬勃 发展的现状 却要求哉 、 r 

对一切从事社会体育指导事务的人 员进行资质审 惫 吨勺 

不适当的运动指导不但不能使 受指导的锻炼 者收到强 吁健 

体之效 ，反而可能危害锻炼者的身体健康。因此 ，育必要把 

“社会体育指导员”作为社会体育从业人 必顶具备fjj 职 

资格 ，就像国家对救师资格的管理 和审查 一洋。换言之 ，一 

切在体育管理机构和体育经营单 位 从事社 会体育指 导的 人 

员，都必须通过相应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资格考 、 

2．3 发挥体育教师在全 民健 身社会 体育指 导中的作用 

体育教师具有较强的体育业务和组织能力，受过正规的 

体育专业教育 ，理应成为体育指导者的主力。但存当前社 会 

体育指导员队伍中，体育教师所占的比例偏低。造成这种现 

象的原因 ，不仅是 由于体育教师教学 任务较重 ，更 _丰凄 的是 

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严重脱节，体育教师难以成为社区体协 

体育指导员的一分子。 

为了有效地增加体育教师参与社会体育的机会 ，教育 和 

体育行政部门可以将学校的体育场地向社会开放。其实，在 

日本及欧美许多国家，早就以立法的形式，将学校体育场地 

必须 向全社会开放这一点确定 了下来。我 国学校绝大部 分 

是由国家投资兴建的，主要资金来自于国家财政。也就是 

说 ，本来就是用老百姓的钱修建的体育场地。因此 ，在保证 

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情况下，对社会开放体育场地设施 ，不 

仅能使锻炼者有一个好 的场所，还可 以使体育教师发挥其在 

社会体育中的作用。 

3 结语 

3、1 强化政府的宏观管理职能。政府在社会体育指导管理 

中，制定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 的政策法规、确定培训课程 和 

考试标准 ，对培训机构 以及体育指导 员资格的审定} 至社会 

体育指导员推荐和派遣 、在不同的社团和机沟间起信息沟 通 

与联络的作用。 

3．2 充分发挥体育社团在社会体育指 导员管理 中的作 用? 

社会体育的开展I￡j根结底要落实到社会的最基层，而各种札 

团在联系基层与管理部 门以及个 人与指导 团体之问 起到研 

梁作用。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和发展对象应该是那些能 

够直接对居民提供社会体育指导服务的社会群(团)体 。签量 

拓宽社会体育指导员参与社会体育指导的渠道。 

3 3 {尤化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 目前我国社会体育指 

导员的队伍结构存在的问题是年龄老化，学历譬次偏低，指 

导率低， 优化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首_免参太量培养中 

青年社会体育指导员 其次，应使高等院校尤葚是体育专业 

院校成为我国社会体育指导 疑 0培训基地 、 二j．在社会体 

育指导员资格评定中也应当遵豫政事分离的嗯则。 

3，4 强 |匕}上会体育 导员 作 一种社会 业 各种等级 不 

能成为 一种荣誉弥弓．而应该是参加不同层次社会体育工作 

前的资格认证。既然f{= 一种社会 ．- ．可根据 间的社会 

需要．七富社会体育指导咂的类别结构．女Ⅱ青少年、老年人、 

社区 、娱乐 、 【、医霄康复 、竞技等类型，还 可以根据需要考 

虑别自 类疗式 

3 5 进 步完善“ 三。体育挣 寻 的培 训制 鹰 首先 ，在培 

休 上，必领 弛 对}r 育指 导员明需求密切结合 

i司对 之 ：日 国区 ： j 不同级别、 嫡城  ̈ 社会 体 

育指 导 存 芎 鸶导中 其体怍用。其次 ，在培 训 j容 

【_‘根据 同 别的 手员的要求 区别 对待 在课程内容东排 

逃 ·步 蕾 ，并建 ?统一一水平考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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