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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 体 育 指
导 员 是 科 学 健 身
的 指 导 者 、健 康
生 活 方 式 的 引 领
者 ，长 期 活 跃 在
科 学 健 身 教 学 指
导 第 一 线 ，把 全
民 健 康 理 念 、科
学 健 身 技 能 等 送
到 人 们 身 边 ，可
称 得 上 是 全 民 健
身的“领头雁”。

不同年龄段、
不同健康状态、不
同健身阶段、不同
地 区 的 群 众 对 于
健 身 运 动 有 着 不
同的要求。只有让
大 家 学 会 科 学 健
身，才能充分体会
到强健身体、愉悦
身心的乐趣。因此，
需 要 在 完 善 全 民
健 身 公 共 服 务 标
准体系的同时，大
力 发 展 公 益 社 会
体育指导员队伍，
把全民健身知识、
技 能 和 活 动 带 到
群众身边。

多年来，经过相关部门大力扶
持 ，社 会 体 育 指 导 员 队 伍 不 断 壮
大，但也存在知晓度不高，发挥作
用有限的问题。如何发挥“头雁”效
应，让“领头雁”飞得更高？

这就要为社会体育指导员搭
建 发 挥 技 能 的 平 台 ，让 他 们 有 归
属感；出台兑现价值的机制，让他
们 有 成 就 感 ；满 足 期 待 学 习 的 需
求，让他们有获得感，进而带动全
民健身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比如，河北省张家口市推出了
社会体育指导员激励措施——志
愿服务参与度高的，可参加张家口
市体育局组织的社会体育指导员
骨干培训和考核，考核通过者可获
得相应奖励；又比如，浙江省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结合实际采
取免费或优惠使用公共体育场地
设施、借阅图书、观看体育比赛和
文艺演出等措施，对社会体育指导
员予以激励。

毫无疑问，在相关部门搭好平
台、做好规划、完善保障的基础上，
努力打造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
作用发挥的长效机制，才能让社会
体育指导员真正成为全民健身宣
传者、科学健身指导者、群众体育
活 动 组 织 者 、体 育 场 地 设 施 维 护
者、健康生活方式引领者，在全民
健身、全民健康、乡村振兴等重要
环节上发光发热。

让
﹃
领
头
雁
﹄
飞
得
更
高

□
本
报
记
者

肖
榕

社会体育指导员是指不以收取
报酬为目的，向公众提供传授健身技
能、组织健身活动、宣传科学健身知
识等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并获得技术
等级称号的人员。目前，社会体育指
导员分为三级、二级、一级和国家级
四个层级。普通人中，只要是开展志
愿体育服务并符合条件的人员，均可
依照规定，申请授予或晋升相应的社
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称号。

社会体育指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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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周末每个周末，，省体育中心的省体育中心的
广场上都会开展健身指导广场上都会开展健身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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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健身指导越来
越成为一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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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体育指导员在进行跑步指导。 本报记者 肖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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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 提 示

1993年12月4日，原国家体委颁布了《社会体育
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标志着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制
度正式建立。历经30年的发展，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已
成为我国体育事业和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

从陆续向公众开放的大型体育场馆，到越来越
多环境舒适、健身设施齐全的公园，如今，全省各地
科学健身、全民参与的社会氛围愈加浓厚。

那么，如何进一步激发社会体育指导员开展志
愿服务的积极性、主动性？如何让社会体育指导员与
健身群众双向奔赴的“桥梁”更畅通？如何加强科学
健身指导服务供需对接，更好地推动全民健身？日
前，记者深入厦门、福州等地采访，感受社会体育指
导员如何在全民健身的时代浪潮中，推动全民健身
蓬勃开展。

每个月的第二个周末，54 岁的曾卫红都会
抽出时间，到福建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西门，教
授健身气功和太极拳。

多年的沉淀，曾卫红的身边已经聚集了一
批“铁杆粉丝”，风雨无阻。大家不管年龄大小，
都称她为“曾老师”。

20 年前，曾卫红的父亲曾乃梁就是在这里
带着群众打拳健身。在武术界，曾乃梁是泰斗级
的人物，曾经培养出陈思坦、高佳敏等多名武术
世界冠军。

作为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曾卫红坦言自己
受父亲影响比较大，“他带出这么多世界冠军，退下
来以后就致力于全民健身。我自己也受益于太
极拳，也愿意通过跟大家分享来回馈社会”。

统计数据显示，我省目前有超 10 万
名社会体育指导员，他们以志愿服务
的方式为民众做健身指导，打通科学
健身的“最后一百米”，成为构建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力量。

时代需求

在厦门“武林圈”颇有人气的叶祖炼同
样希望带领更多人科学“玩转”健身。

在平时练习过程中，叶祖炼发现有不少太
极拳爱好者，因为缺乏科学指导，不仅没有从练
习中受益，反而因此伤了膝盖。“健身锻炼是好事，
但需要专业人员提供专业指导。”他说，能用自己
的专业知识，带动群众科学健身，是一件很有意义
的事，“既然我幸运地得到过专业指导，且通过训
练具备了一定的水平，就有义务向更多人宣传科
学健身理念，让他们真正从太极拳练习中受益”。

这一点，跟着叶祖炼学习太极拳的市民洪
涛特别认可，“太极拳有时看似简单的一个动
作，在老师讲解下，才发现要领特别多”。而且，
他在老师指导下还发现，用对了太极拳的站姿，
气沉丹田，重心放在双脚，膝盖微微有点弯，不
管站多久，都不觉得累。

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今天，
老百姓不仅要“常健身”，还要“懂健身”，通过科
学的体育锻炼促进身心健康。但是，曾卫红看得
更远，她说：“就科学健身而言，如果任凭单一学
科发展，其实多有局限。”

曾卫红的工作是福建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的
一名教师。平日里以教拳术功法为主，但是这几
年也有了些变化。

见面时，曾卫红刚刚上完一节关于运动营
养学的课。“人是一个综合体，不是说某个部分
好了，身体就能好，它其实是一个综合构成。所
以我们现在比较提倡吃和动一起。”曾卫红说，
自己也在不断尝试一些新的课题。

在曾卫红看来，健康是各个脏器之间的协同
配合，是一个多维度的要素，远比看到的、想到的
要复杂很多，“但是不管从哪个角度去看，万变不
离其宗的就是一个平衡。如果没有达到平衡，不
管你吃得再好、动得再多，也会出现问题”。

曾卫红认为，科学健身一定是越来越被需
求，同时越来越精细化。对于社会体育指导员来
说，需要像筛子一样不断地筛，越好的、越精细
的就越会被社会所认可。另一方面，越被认可，
大家就会越想学得多，这就形成了一种推动科
学健身正向发展的良性循环。

搭建平台

每周，叶祖炼至少要上 3次公益课，“在厦门
仙阁里社区、湖光社区向辖区居民教授太极拳
法，在市级总站教授防身术”。

叶祖炼口中的“市级总站”是于 2021 年 3
月揭牌的全国首个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服务
驿站——厦门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服务驿
站市级总站。

市级总站以公益课程为核心，涵盖器材借
用、物品寄存、健身指导、赛事保障、医疗救助、
公益广告、共享会场、免费饮水、免费充电等 10
项功能。

据厦门市体育局群体处处长郑志君介绍，
总站已经开设射艺、曳步舞、太极拳、跆拳道、跑
步、亲子跳绳、健身气功等 22 门公益课程，累计
开课 1000多场，“开什么课，谁能开课，我们每一
次都严格把关、精挑细选”。

除了市级总站外，厦门也在全市推广驿站建
设，在思明、湖里、海沧区已建成各类驿站11个，已

开设跆拳道、跑步、太极拳、跳绳、健身气功等25门
课程，累计开课2800多场，惠及群众数万人。

近年来，搭建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驿站逐
步成为吸引众多热心体育公益事业的社会体育
指导员加入志愿服务团队，进一步提高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水平，让广大群众享受更多的科学
健身公益指导的重要举措。

2022 年 12 月，由福建省体育局指导设立、
省奥体中心及其国民体质测试站负责日常运营
管理的省社会体育指导员科学健身指导志愿服
务驿站正式挂牌，曾卫红就成了首批志愿服务
团队的成员，投身科学健身指导志愿服务。

驿站毗邻国民体质测试站，常年对群众开放，
面积不大，但是功能齐全。据介绍，驿站配有咨询接
待室、体质测试室、科学健身指导室、运动干预室、
团课训练厅以及攀爬机、椭圆机、跑步机、轻器械等
设施、设备和器材，可满足不同健身指导需求。

曾卫红认为，驿站的搭建为社会体育指导
员提供了发光发热的平台，不仅实现了从无到
有的转变，也让从业人员有了认同感和成就感。
下一步，要更好地发挥驿站的功能就必须更加
精细化地运作，不仅要把健身群众请进来，社会
体育指导员更要积极主动地走出去。

创新机制

每到周六，在厦门思明区文化馆社会体育
指导员站点，周智勇的跆拳道公益课特受孩子
们的喜爱。

来自江西的周智勇是厦门体育中心社会体
育指导员队副队长，也是首批公益课程老师。去
年一年，他就上了将近 1000节课。他的公益授课
时长，在“厦门 i 健身”微信公众号排名第一，而
且是“遥遥领先”。

借助互联网平台架设起社会体育指导员与
健身群众双向奔赴的“桥梁”，是厦门探寻的方
向。据郑志君介绍，群众在“厦门 i 健身”微信服
务平台上的“公益课程”“找指导员”功能可预约

公益课，或者输入家庭地址，一键查询离自己最
近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就近就便享受科学健身
指导服务，“目前平台总注册量突破 80 万，使用
人次达 507万多”。

通过数字赋能科学健身，既为活动组织者、市
民群众找社会体育指导员提供了渠道，又为社会体
育指导员开展志愿服务搭建了数字平台，实现信息
互通、资源利用最大化。隐藏在其中的“附加值”却
是让社会体育指导员收获了正向的回馈。就像周智
勇说的，每次看到排名都会让自己感到既自豪又快
乐，“奉献，不求回报；付出，收获快乐”。

在曾卫红看来，社会体育指导员属于公益
服务范畴，这不仅需要奉献的精神，更需要社会
有一个正向的反馈，这样才会形成良性循环，

“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服务是个‘良心活儿’，但
也不能光靠他们自身的热情。从管理上讲，应该
细化完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每一名社会体育
指导员的志愿服务积极性”。

在这方面，不少地方正积极探索。三明市将社
会体育指导员志愿服务纳入文明积分管理，社会
体育指导员可凭借所获文明积分，享受体育健身、
文化娱乐、免费停车等方面的优惠；龙岩市则建立
以服务时长、服务次数、服务效果为主要指标的评
价体系，作为对志愿者服务进行认可的标准，对志
愿者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给予荣誉激励……

省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任、省社会体育指
导员协会会长马永鑫说：“这些都是可借鉴的好
做法。我省各地都应结合实际积极探索，提高社
会体育指导员的社会认同感和服务积极性。”

期待未来

在马永鑫看来，社会体育指导员们就是一
块块石子，“他们不仅是全民健身的受益者，更
是传播者，他们让更多的人参与全民健身，享受
全民健身的快乐，享有全民健身的健康。他们就
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中的‘一石’，石子虽然小，
但是却能泛起无数涟漪”。

如何让涟漪经久不衰，不断放大社会体育
指导员的价值？国家层面出台的有关法律制度
给出了方向。去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新修订《体
育法》第十七条规定：“国家倡导公民树立和践
行科学健身理念，主动学习健身知识，积极参加
健身活动。”第十九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体育
指导员制度。社会体育指导员对全民健身活动
进行指导。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办法由国务院
体育行政部门规定。”

集美大学体育学院教授郑志强认为，与旧
版《体育法》相比，新修订《体育法》中规定“国家
实行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将使社会体育指导
员制度发展得更为丰富、更为全面。

他说：“旧版《体育法》里规定了社会体育指
导员技术等级制度。这次修改后把‘技术等级’
这 4 个字去掉，恰恰是一种范围上的扩展，社会
体育指导员制度的内涵变得更丰富了。除了技
术等级以外，可能以后还会延伸发展出社会体
育指导员的注册管理、职责分工、培训教育、服
务规范、法律责任等等。未来，社会体育指导员
制度将发展得更为丰富、更为全面，更能为全民
健身国家战略的发展提供重要的人才支撑。”

今年，省体育局还将持续推动各地落实《福建
省体育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全民健身科学健身指导
志愿服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要求，让全省社会体育
指导员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
进家庭、进网络，为各行各业、各类人群提供科学
健身指导。同时，举办国家级、一级、乡村女性社会
体育指导员培训班，壮大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

政策的层面正在不断刺激庞大的社会体育指
导员群体投身全民健身的“洪流”，同样也正在提出
更高的要求。“未来肯定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曾卫红用“教学相长”来形容社会体育指导员和健
身群众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能够不断进步，其实也
是源于群众对你的信任，当有人愿意相信你，跟着
你练的时候，你就必须去拓展自己的知识面”。

曾卫红说，你要给别人一杯水，你自己得有
一桶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