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院·医学

 

 

60 

安徽省民营医院职工体育锻炼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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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问卷调查、数理统计等方法对安徽省民营医院职工的体育锻炼状况与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查和分析，

并提出了相应建议。结果表明：安徽省民营医院职工的体育锻炼意识有比较明确的认知；体育锻炼的形式多样；部分职工对

体育锻炼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影响职工锻炼的因素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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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医院是我国医疗卫生行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

着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作为公共卫生

事业的重要补充，民营医院担负着重要的社会角色，民营医

院的进一步发展也为当前医疗卫生改革打开了另外一条通

道。当前，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

人们对于医疗水平和个性化服务有着不同的要求，民营医院

医疗条件好，服务态度好，收费较合理，现在已得到百姓的

普遍认可。作为医院的主体——医护人员，他们的医疗服务

水平和质量如何将对医院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一支业务精

良、身体健康的医护队伍将直接关系到医院的未来和发展。

本研究将从安徽省部分民营医院职工体育锻炼状况入手，探

索影响职工体育参与的主要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为提

高民营医院职工的身体健康水平提供指导，也为其他医务工

作者的体育锻炼提供参考。 
1 调研对象与方法 

1.1 调研对象  

随机抽取安徽省皖东人民医院、爱德医院、协和医院、

全椒县洪栏桥医院等 12 家民营医院的在职职工共 355 人，

平均年龄 42.5 岁，其中男性 163 人，占 45.9%，女性 192 人，

占 54.1%。 
1.2 研究方法 

调研主要采用文献资料、问卷调查、座谈、数理统计等

方法，共发放问卷 355 份，回收 322 份，回收率 90.7%，有

效问卷 310 份，有效率 87.3%。问卷的发放与回收由本人亲

自完成。 
2 调查结果与分析 

2.1 体育人口界定  

依据 2000 年国民体质监测的定义，每周体育锻炼次数

为 3 次以上（含 3 次），同时满足每次体育锻炼时间为 30 min
以上者方可视为体育人口。调查结果显示：安徽省民营医院

体育人口仅为 18.4%，远低于 2000 年国民体质监测的全国

平均水平 31.4%。 
2.2 职工体育锻炼的态度 

调查显示（见表 1），尽管大多数职工认为体育锻炼重要、

很重要(分别为 62%和 25%)，但仍有 13%的人认为不重要，

这说明还有部分职工对体育锻炼的作用和意义认识不足、重

视程度不够。在与部分职工的座谈中了解到，他们参加体育

锻炼的目的，大部分人认为体育锻炼能强身健体，这表明大

多数职工已经将体育锻炼作为强身健体的主要手段。随着生

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医护人员对自身形象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寄予了很大的关注，尤其是女性职工，减肥塑形和休闲娱乐、

增进健康的占大多数。社会生活节奏逐渐加快，竞争越来越

激烈，医疗卫生职业的高风险性，无疑给广大职工的身体健

康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通过体育锻炼来缓解工作压力不

失为有效的手段，是值得医院和职工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

题；另一方面，由于民营医院职工基本上都是聘用制合同工，

职工有不稳定感。因此，作为医院的管理者，应该逐渐提高

职工的福利待遇、人性化管理，让职工有归属感和主人翁的

思想，这也有利于医院的长远发展。 
 

表 1  职工对体育锻炼的态度 

态度 人数/人 百分比/% 

很重要 78 25 

重要 192 62 

不重要 40 13 

合计 310 100 
 

2.3 职工体育锻炼项目 

从表 2 可以看出，职工业余体育锻炼选择最多的运动项

目依次为慢跑、散步（42%）、舞蹈（24%）、爬山（16%）、

跳绳（7%）、羽毛球（4%）、太极拳（2%），其他选项选择

的比例为 4%，人数不多。从职工经常参加课外体育活动项

目的情况，可以反映职工对不同运动项目的兴趣与爱好，体

育业余锻炼项目的形式多样。通过形式多样的体育锻炼项目

的参与，职工的运动项目技能得到提高和身体健康水平得到

有效提高，从而更好地从事医疗卫生服务工作。  
 

表 2  职工参加业余体育锻炼项目 

选项 人数/人 百分比/% 排名 

慢跑、散步 130 42 1 

舞蹈 75 24 2 

爬山 50 16 3 

跳绳 22 7 4 

其他 15 5 5 

羽毛球 12 4 6 

太极拳 6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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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影响医院职工体育锻炼的主要因素  

由于受医疗卫生职业特征所决定，大多数职工（尤其是

“30”岁以上），家庭生活压力大，工作繁忙，因手术、急

诊等不确定因素影响，体育锻炼时间无法确定，所以工作忙

（44%，见表 3）成为影响职工体育锻炼的首要因素，这也

是医护人员体育人口偏低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医院为竞争和

发展，扩大规模、增添设备，改善就医条件，因此场地、器

材的投入基本没有，这也是影响职工参加体育锻炼的重要因

素(22%)，加上医院领导对体育锻炼重视不够，无人组织指

导(6%)，这 2 个因素将成为今后制约医护人员体育锻炼的一

大障碍。调查（见表 3）显示：职工对体育锻炼没兴趣和不

知道练什么的分别为 10%和 12%。这一方面反映出医学院校

体育教学对培养学生体育锻炼的兴趣重视程度不够，教学手

段缺乏；另一方面，由于学生在校期间的有限时间里没有系

统地学习能够终身从事的体育项目，结果没有达到教学大纲

规定的学生能掌握 1～2 项终身体育锻炼项目，因此，学生

毕业工作后对体育锻炼没兴趣，不知道练什么就不足为奇

了。因此，医学院校在今后的体育教学中应以适应学生个性

与职业能力发展为核心，充分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根据

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兴趣，合理选择教学内容，尽可能多开设

一些学生感兴趣的体育项目，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培养

学生终身锻炼的意识和能力。 
 

表 3  影响职工参加体育锻炼的原因 

影响原因 人数/人 百分比/%

没有兴趣 32 10 

不知道练什么 37 12 

场地器材缺乏 87 28 

无人指导 18 6 

工作繁忙、家庭压力大没有时间 136 44 

合计 310 100 
 

2.5 职工对终身体育的看法  

调查（见表 4）显示，民营医院的部分职工对终身体育

的意义和作用认识不足，体育锻炼观念淡薄。在座谈中，一

些职工认为自己现在年轻身体好，锻炼不重要、无所谓（分

别为18%和6%），超过半数的职工认为终身体育重要（65%）。

这反映出民营医院的医护人员虽然工作压力大和家庭负担

重，但是职工的终身体育意识较强。 
 

表 4  职工对终身体育看法 

态度 人数/人 百分比/% 

非常重要 34 11% 

重要 202 65% 

无所谓 18 6% 

不重要 56 18% 

合计 310 100% 

 

3 结论与建议 

据上述调查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与建议： 
（1）安徽省民营医院的医护人员对体育锻炼的态度和

目的总体是积极向上的，因诸多因素造成医护人员体育人口

偏低，应引起医院和医护人员自身高度重视。医护人员应充

分认识体育锻炼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利用工作余暇时间，积

极投身到强身健体的行列中去。节假日也要合理安排好体育

锻炼的次数和时间，制定锻炼计划，并放在醒目位置，以便

提示和监督。工作日更要妥善处理好工作与锻炼的矛盾，抽、

挤出锻炼时间，采用灵活多样的体育锻炼形式，选择那些对

场地、设施要求不高、容易开展的体育运动项目（如散步、

慢跑、太极拳等），使职工在有限的时间里达到锻炼身体、

增强体质的目的。 
（2）民营医院在改善患者就医条件的同时，应将职工

体育锻炼场所建设纳入到医院发展的总体规则之中，改善职

工体育锻炼的场地、器材条件，以满足医护人员体育锻炼的

需要。医院领导应充分认识体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

地位和作用，全面贯彻、落实《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从自

身做起，强化全民健身和终身体育意识，对医护人员体育人

口偏低的现状高度重视，充分意识到医院的未来和发展同职

工的健康状况是密不可分的。 
（3）加强医院与学校、社区间的合作，利用学校专业

的体育资源，邀请在全民健身方面有所研究的体育专业教师

定期到医院来举办各种体育专题讲座，宣传、普及科学锻炼

身体的知识。传授体育锻炼的技能和方法，提高医护人员体

育锻炼的能力。经常组织群体活动和比赛，营造医院的体育

文化氛围。通过以上措施，培养医护人员的体育意识和对体

育锻炼的兴趣，促进和提高职工体育锻炼的能力，养成终身

体育锻炼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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