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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全民健身志愿服务的演进历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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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我国全民健身志愿服务的演进历程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依据我国全民

健身志愿服务相关政策文件的发布时间及解读，结合每个时期在政策环境下所出现的全民健身志愿服务的标志

性事件，将我国全民健身志愿服务的演进历程按照时间线划分为：萌芽时期（1990—2000年）、进化阶段（2001—

2007年）、蓬勃发展时期（2008年至今）3个阶段。揭示了我国的全民健身志愿服务从无到有、从早期的依附于赛

会志愿服务到完全独立地进行服务、服务队伍从零散无组织到形成系统的组织管理体系、志愿者队伍逐步壮

大、服务方式从单一向灵活多样化转变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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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National Fitness Voluntary Service in 
China

ZHANG Haomiao

(College of Physcial Education,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Province, 453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national f itness volunteer servi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logic analysis, on the basis of the released time and interpretation of 

national f itness volunteer service related policy document, combining with the landmark events of national 

f itness voluntary service in the policy environment in each period, divides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national 

f itness volunteer service in China into three stages according to the time line: gestation period (1990—

2000), evolutionary stage (2001—2007), and the booming period (2008 to present). It reveal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national f itness voluntary service in China from scratch, from the early voluntary service 

attached to the competition to completely independent service, from scattered and unorganized service team 

to the formation of a systematic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the gradual growth of the volunteer 

tea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ervice mode from single to f lexible and diversif 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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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国家体育总局、中央文明办等6部门联合

发出《关于广泛开展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的通知》，

要求把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与构建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结

合起来，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全民健身志愿服务，

推进全民健身运动。标志着自1995年《全民健身计划

纲要》实施的15年后我国的全民健身工作进入了新的

历史时期。志愿服务具有志愿性、奉献性、服务性，因

此具备了政府、企业单位等组织所无法企及的精神价

值观念和人文主义关怀，无论是对参与者还是受助

者，都有无可替代的意义和影响。全民健身志愿服务

是在我国全民健身计划的战略实施之下逐步形成发

展的，其发展历程是随着我国全民健身事业的政策演

变以及社会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而不断变

迁。基于此，本研究在通过全面整理我国全民健身、全

民健身志愿服务、社会体育组织及社会体育指导员等

相关政策文件中关于全民健身志愿服务的内容的发展

脉络，并结合全民健身志愿服务的标志性历史事件，

梳理出我国全民健身志愿服务的发展历程。

1  我国的全民健身志愿服务

不同于国外的“大众体育”“群众体育”“社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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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等称谓。我国的“全民健身”首次出现于1995年6

月20日国务院发布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中，是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的一项重大体育政治策略。至此，“全民

健身”这一概念在中国正式得到官方称谓，并频繁出

现在我国党和政府的各类文件中。全民健身志愿服务

是在我国全民健身计划的战略实施之下逐步形成发

展的，其发展历程是随着我国全民健身事业的政策演

变以及社会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而不断变

迁。

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在我国的官方定义为：为推动

全民健身运动的普及，自愿、自由地服务他人和社会的

公益活动。依据志愿服务的相关核心思想，全民健身

志愿服务就是指动员和激发广大社会认识，包括优秀

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社会体育指导员、体育科研

工作者、体育教师、体育专业大学生等体育人士以及

其他社会有志之士以志愿者公益性服务的方式参与

到群众体育的普及、推广和开展活动中来的一种群众

体育社会化、生活化、常态化和制度化的创新性发展

方式。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是全民健身政策发展下的产

物，也是我国全民健身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

2  我国全民健身志愿服务的发展历程的时间线划

分
2.1 萌芽时期

2.1.1 政策文件演进解读

19 95年国务院 颁布的《全民健身计 划纲要》将

1995—2010年的16年分为两期工程。第一期工程为

1995—2000年，正式开始了我国的全民健身计划，也

是我国全民健身的试推行阶段。通过第一期工程的推

进以使得全民健身观念深入人心，唤醒群众健身意识

觉醒，掀起全民健身活动浪潮，形成全民广泛参与的

健身环境和社会风气。1993年，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社

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正式将群众性体育活

动的指导和组织管理工作纳入国家政策文件之中，但

同时也明确指出此规定中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可进行有

偿服务。虽然没有明确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志愿服务行

为，但在我国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

的意义。1994年，国家体育总局成立社会体育指导中

心，健全社区体育组织的有关规章制度，促进社区体

育发展。1997年11月，国家体委发布的《国家体委运动

项目管理中心工作规范暂行规定》中规定运动项目管

理中心的职责之一就是“指导和推动群众体育活动”。

2000年国家体育总局通过并发布施行《体育类民办非

企业单位登记审查与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社会

体育组织提供健身指导服务、提供健身场地设施，以

及组织健身活动的非营利性。

2.1.2 志愿服务在我国的兴起

1989年3月，天津市和平区新兴街建立了第一个街

级的社区服务志愿者协会[2]，并在社区内开展体育健

身指导活动。1990年，北京第十一届亚运会上有近4万

名大学生进行“义务服务”工作，为我国大型体育活动

的志愿服务提供了历史性的借鉴意义。1994年的第六

届“远南”残疾人运动会中官方首次使用“志愿者”这

一概念[3]，以后举办大型活动由志愿者提供服务开创

先河。

基于志愿服务1989年在我国的兴起和《全民健身

计划纲要》的第一期工程（1995-2000年）的实施，并

结合同期国家出台的社会体育指导相关规定，将我国

全民健身志愿服务萌芽时期的时间线划为在1990—

2000年期间。这一时期，志愿服务形式在我国初步形

成，根据我国城乡居民闲暇时间的支配意向的调查结

果显示，我国居民的闲暇活动分为12类，其中，参与社

会公益活动占第4位[4]。此阶段的全民健身志愿服务主

要依托于社区志愿服务，通过社区志愿组织提供健身

志愿服务；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国家虽然出台政策建

立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支持和加强对群众体育的指

导工作，但是对于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界定是非纯公益

性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健身志愿者。在我国全

民健身志愿服务的起步阶段，在政策的导向下，群众的

志愿意识开始觉醒，但是由于时代局限性，造成此阶

段所提供的全民健身志愿服务的形式比较单一、没有

固定的志愿组织、志愿者人力比较缺乏。

2.2 进化阶段

2.2.1 政策文件解读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将1995—2010年的第二期

工程分为2001—2010年，即全面推进全民健身计划

阶段。在第一期全民健身意识深入人心的基础上，通

过10年的努力继续深入推进全民健身工作，建成中国

特色的全民健身体系，与此同时要求逐步加大各类体

育协会、群众体育组织和社会团体在群众体育活动中

的作用。国家体育总局、民政部于2000年11月颁布并

实施《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审查与管理暂行办

法》，规定其中的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是不以营利

为目的提供体育健身的技术指导与服务的社会组织。

2001年10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社会体育指导员

国家职业标准》，对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职业概况、

基本要求和工作要求做出了详细解释和规定。

2.2.2 标志性事件的出现

2001年，北京成功获得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之



2020年(第10卷)第22期 体育大视野

252 当代体育科技(Contemporary Sports Technology)

后，各个省市相继制定并实施了有关志愿服务的地方

性法规，是全民健身志愿服务进一步发展和规范的起

点[3]。在此阶段，由于全民健身计划第一期工程已取

得初步成效，国民健身逐渐意识觉醒，全民健身活动

广泛开展。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2007年中国城

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调查公报》[5]中数据显示，

2007年我国有3.4亿的城乡居民参加过体育锻炼，全国

“经常锻炼”的人数比例为28.2％。对比在1996年以

及2000年进行的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中的数据，表明

我国群众体育锻炼的人口总数呈现较大增长态势，人

们参与锻炼的积极性与自发性都大大增加，但由于场

地设施的局限，群众主观锻炼的意愿与客观的现实

条件之间还存在一定的不平衡[6]。2001年，第二十一

届北京大学生运动会中4万名“彩虹志愿者”的出色表

现；同年11月，于广州举办的九运会又有近10万名志愿

者参与，又一次强调了志愿服务在各大体育赛会中的

重要性。

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的志愿服务发展为背景，

根据《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第二期工程（20 01—

2010年）的实施，将我国全民健身志愿服务进化阶段

的时间明确在2001—2007年。此阶段，我国全民健身

工程颇有成效，随着健身人口的增多，群众对于健身

的要求也在不断增加；与此同时，《体育类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审查与管理暂行办法》中对社会体育组织的

非营利性规定对于全民健身志愿服务的推行起决定

性作用。在我国全民健身志愿服务的进化阶段，虽然

志愿服务仍旧以大型赛会为主，但是随着全民健身活

动的开展，越来越多的社会志愿组织及闲暇人员参与

到全民健身志愿服务中，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模式开始

由单一的社区服务模式向服务多样化转变，逐步形成

固定的志愿服务组织且有一定的人力资源。

2.3 蓬勃发展时期（2008年至今）

2.3.1 相关政策文件的解读

2009年8月30日，国务院令发布《全民健身条例》，

规定每年的8月8日为“全民健身日”，并要求各级体育

主管部门在全民健身日开展免费健身指导服务、公共

体育设施向公众免费开放；鼓励全民健身活动站点、

体育俱乐部等群组织开展宣传科学健身知识；鼓励体

育类社会团体、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群众性体育

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在此基础上，为保证全民健

身工作的持续发展，国务院又于2011年3月颁布了《全

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大力宣传推广科学健身

方法，积极开展体质测定、运动能力评估，依据个人体

质状况提供有针对性的科学健身指导服务。2009年国

家体育总局、中央文明办等6部门发布《关于广泛开展

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的通知》将我国公益社会体育

指导员定义为中国特色的全民健身志愿者，并要求将

优秀运动员、体育系统工作中、体育教师和大学生纳

入全民健身志愿服务队伍中。2010年7月20日成立中国

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整合社会体育资源，不断满足社

会和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2011年，

国家体育总局重新发布《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

度》，明确规定我国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是中国特色的全

民健身志愿服务者，并严格规定了各级社会体育指导

员参加志愿服务的次数或年限。多年来，在相关政策

纲领性文件中，全民健身志愿服务都是以“群众体育

指导”“提供全民健身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

字眼出现。直到2011年，国家体育总局启动了《建立全

民健身志愿服务长效机制工作计划》，这里首次在官

方文件中明确指出“全民健身志愿服务”这一概念，指

出在全民健身志愿服务中要发挥社会体育指导员骨干

带头作用，形成以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为主体，优秀运

动员、教练员、体育科技工作者和体育教师、体育专业

学生组成的全民健身志愿服务者队伍。随后，国家体

育总局于2012年颁发《优秀运动员全民健身志愿服务

实施办法（试行）》，明确规定优秀运动员参与全民健

身志愿服务的性质和每年提供志愿服务的具体次数，

推动建立全民健身志愿服务长效化机制。

2.3.2 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的广泛开展

2008年，北京奥运会由170万名志愿者组成的大型

志愿服务队，“5·12”汶川地震中506万名志愿者参加

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使得志愿服务在我国的发

展达得到了巅峰，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志愿服务热潮，

对全民健身志愿服务产生了深刻影响。“全民健身万里

行”活动于2009年首次举办，志愿服务曾覆盖全国35

个城市、近400个社区，共有40余名奥运冠军和近万名

健身教练走进社区，指导人们进行体育锻炼[7]。中国体

育科学学会从2011年开始实施“全民健身志愿服务神

州行活动”，以“全民健身科学大讲堂”和“国民体质

检测及咨询”为主要内容，每年有计划的在部分省份

开展，推广科学健身的方法、经验和途径，为广大群众

科学健身提供良好的志愿服务。与此同时，2011年8月

13日，“全民健身万里行836计划”正式发布，号召体育

健身服务企业在“全民健身日”的基础上，于8月的第三

个周六，免费开放公共健身场馆场地，免费提供服务

与科学健身指导。“836”计划推出3个月来，全国1346

家健身俱乐部，在高校举行了107个科学健身讲座，在

社区举行了384个户外路演活动，动员了1万5千名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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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教练进行志愿服务工作[8]。2010—2013年由国家

体育总局发动的“全民健身日——全民健身志愿服务

大行动”“健身大拜年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全国

全民健身志愿服务示范活动”“国际志愿日‘三关爱’

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全国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大

联动”等不同主题的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宣传活动，使

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深入人心。需要有相应的全民健身

志愿服务来帮助和促进健身活动的开展。

我国体育界学者们，如陈洪平[9]（2010）、朱琳[10]

（2011）、袁锋[1]（2015）、张晓琳[1]（2015）等人均在全

民健身志愿服务相关研究和著作中多次提到“后奥运

时期”，由此看来学术界将2008年奥运会这一时间节

点视为全民健身志愿服务的发展的分水岭。依据2008

年北京奥运会、5·12汶川地震时期在全社会形成的的

志愿服务精神，结合为持续推进全民健身工作稳步运

行而出台的《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再加上

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健身指导服务志愿化形成，本研究

将我国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在2008年以后的发展定义

为蓬勃发展时期。至此，我国的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开

启新篇章，全民健身志愿服务不再依附于全民健身相

关政策文件之中，而是由单独的文件出台对全民健身

志愿服务进行概念定义、行为规定以及队伍组成。

自2009年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公益化、志愿化

以来，据中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官方统计，目前为

止，全国共有社会体育指导员182万人，1774个地方社

会体育指导员协会[11]。至此，我国全民健身志愿服务

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不再依附于各类政策文件出现，全

民健身志愿服务也不再依靠赛会志愿服务而存在。当

前的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具有长效性和多元化、队伍不

断发展壮大、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协会组织层出不穷、

服务形式多样、健身指导也逐渐向科学化转变。

3  结语
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在我国从真正兴起到发展的历

程较短，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依附于其他志愿服务到

相对独立、从不规范到相对完善、从发展缓慢到蓬勃

发展等阶段，每个阶段的发展都特点迥异。萌芽时期

还尚未形成独立的全民健身志愿服务体系，健身志愿

服务主要依附于社区志愿服务或其他志愿服务之中，

无独立组织、无明确的志愿者提供服务、服务形式单

一；进化阶段，志愿服务主要是以赛会志愿服务而存

在，服务队伍的组织管理也较之前更为规范，虽形成

小部分的全民健身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服务行为，但

是行政化色彩明显、具有一定临时性，全民健身志愿

服务的发展比较缓慢；蓬勃发展时期，奥运会的“强心

剂”，让更多人看到了是体育志愿服务的意义和重要

性，社会体育组织、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公益化促使全民

健身志愿服务的快速发展，全民健身志愿服务逐步向

科学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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