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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桂林医学院学生网球运动频率和学习兴趣的分析
赵元鹏

（桂林医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0）

摘要：本文研究网球运动的现状、活动频率、消费结构以及影响桂林医学院学生网球运动和学习兴趣的因素进行分析，发现男、女

大学生对网球的消费，主要是以爱好和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所决定。通过比较，男学生的网球学习兴趣比女学生高。旨在找出桂林医学院

增加学生网球运动频次的因素，为促进桂林医学院网球运动的普及和发展作有益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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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目的

网球这项运动是人们所说的“绿色鸦片”，是一项能够让人

们保持健康，并且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传递着这项运动的文明，以

其独特魅力的同时倍受人们的青睐。网球已逐渐成为现代人生活

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大学生尤其是刚刚踏入大学校园的新生

作为未来知识经济的主流后备力量，其网球运动所带来的健康与

快乐，能够对未来的工作与生活起到积极的辅助作用，身体健康

是一切的基础，尤其是桂林医学院的特殊性，培养的都是白衣天使，

不分昼夜坚守在岗位，健康的体魄与超出常人的体能和专注就显

得更为重要，因此，本文拟对桂林医学院在校学生进行调查研究，

原因是能够让大学生的网球活动次数和网球这项运动得到开展，

进而增加桂林医学院的网球运动人数，提高桂林医学院网球活动

氛围，为如何引导和帮助大学生认识到合理的网球运动和努力拼

搏的坚强意志。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桂林医学院在校学生 : 男生 59 人、女生 131 人 , 共计 190 人。

（二）研究方法

本人查阅大部分相关文献，了解相关知识，利于分析大学生

网球活动的频率和参加网球活动的动机，及其网球相关的了解等

等，进而分析网球活动频率和网球学习兴趣的关系 , 为本题目的

研究奠定有效的理论基础。

本次调查运用网络随机发放网络问卷，包括：男 59 份、女

131 份，回收率 100%，有效率 100%。

对调查获得的数据用通过网络问卷统计。

三、结果与分析

（一）桂林医学院学生参与网球运动的意识

体育意识，是指大学生对体育促进人的身体、心理和社会性

诸多方面发展功能的认识，还包括对体育消费形式的认识和选择。

表 1 桂林医学院学生对网球运动的认识统计表（%）

1. 网球运动的认识

从表 1 显示学生对网球的直观认识，认为是高消费运动占

17.89%，主要原因网球运动最早是属于贵族运动中的一项，要求

相对较高，场地较少，场地费、学习费等都相当昂贵，对身体条

件要求也较高，否则很容易受伤。网球运动是一种高消费的运动，

不论是球拍、服装、球等等装备都要求很高，现在的网球拍最低

最差的也 100 多元，家庭环境不好的学生消费不起，因此城市的

学生相对比较农村的多。这主要是城乡差别引起的。虽然当今年

代已经普及，但只有大中城市或大学校园内才得到普及，小学到

高中几乎没有，网球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球类运动项目，我国接

触相对较晚。

激烈运动占 17.89%，这主要来至于学生多数都是经过观看网

球比赛，据统计数据显示，男生观看过网球比赛达 59.32%，女生

达 45.8%，包括在校园内看到的竞赛或者电视媒介等相关网球竞

赛所带来的直观感受。健身运动占 40.53% 是所有选项中所占比例

最高，说明本校学生愿意参加网球这项运动，可以达到健身的效果。

  认为网球是有趣的运动所占 23.68%，证明这些学生本身是

想参与到网球运动的快乐中来，从学生一周的运动频次，一到两

次占比 46.84%，每周三次或以上 27.37%，没有运动的占三项中最

少，得出桂林医学院学生多数学生是积极参与体育运动的。

表 2 桂林医学院学生参加网球运动意识统计表（%）

2. 娱乐休闲，自我放松

从表 2 可知，在娱乐休闲和自我放松上男女生占 70%，而在

减肥健身一项中男女生 21.58%，主要说明了大学生参与网球课的

目的是多元化的，既考虑到学习的需要，又考虑到身体和愉悦身

心的需要，说明现在的大学生重视网球学习，不仅仅是减肥健身

这类需求，也是身心发展的需要。

3. 减肥健身，健康瘦身

这种倾向性、这种选择的态度直接关系到主体对客体采取行

动是的主动程度和积极程度。从表 2 得知，男女生共占 21.58%，

这组要是由网球运动本身的魅力和其时尚特点所决定的，赢得女

生的偏爱，在本选项中男生 6.78%，女生 28.24%，证明了这点。

同时具有积极的学习态度，才能做好每一件事，学习网球也是如此。

4. 就业，社会交往

从表 2 可知，在此选项中男女大学生选的比例占到 2.63%，

证明了医学院校主要是以学习本专业为主，不是专业院校学习网

球的形势，虽然现在网球运动非常火热，尤其是南方学校开展的

非常好，不像传统的项目如田径，网球有它独特的项目特点与乐趣，

并且网球较为时尚，还可以利用业余时间陪人打球赚钱、减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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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负担，同时锻炼自己社会交往能力。

5. 竞技竞争

在竞技竞争中男女生占 5.79%，并且男女生分别所占比例相

差不大，这从体育运动竞技精神的角度中反映出我校学生缺乏相

互之间的求胜欲与竞争性。

（二）桂林医学院学生参加网球这项运动的现状

1. 桂林医学院学生对网球运动项目认知程度的分析

可以看出“中国网球运动员李娜”所占比例 78.95% 在所有选

项中最高，证明了中国网球的影响力，桂林医学院学生，无论是

否参与网球运动，多数都了解这名运动员。

表 3 桂林医学院学生对网球运动项目认知程度的统计表（%）

表 3 所示，学生喜欢网球运动项目占 51.58%，两个极端选项

所占比例较小，多数集中在中间两项，因为网球运动是一项没有

任何身体接触的对抗性运动项目，给予健身性、趣味行强，时尚

高雅，运动量可自我把控，具有较高的健身锻炼价值。

2. 桂林医学院学生参加网球活动状况

通过参与网球活动分析，男女学生一周内能够主动参与关于

网球的运动 2-3 次的人数占 2.11%，3 次及以上的人数占 6.32，男

生与女生所占人数相同。其余的 91.57% 都没有主动参与或涉及，

证明学生除上网球课之外，对网球这项运动缺乏主动性学习，开

展活动较少，校园的网球氛围不浓。

3. 桂林医学院学生接触网球运动的时间

桂林医学院学生未接触过网球运动的比例最高，证明桂林医

学院多数学生未选网球课，通过调查学生喜欢网球这项运动的比

例 51.58%，这种情况说明学生想主动选择网球课，但由于选课人

数受限，达到 74.74%，其次是 1 年以内的占 14.21%，这部分学生

都是通过网球课，接触到网球这项运动，其他所占比例较少，多

数均为桂林医学院网球队的学生。通过分析，利用校内学生的课

外时间开展网球这项运动，但前提要加强学校、教师、校网球队

学生或网球协会的学生有效率的组织教学与帮助，把整体的校园

网球氛围带动起来。

（三）桂林医学院学生对网球学习兴趣的研究

1. 桂林医学院学生对网球运动的自我定位

表 4 桂林医学院学生对网球运动的自我定位统计表（%）

通过统计，学生的自我定位认为本身是普通观众所占比例

71.58% 为最高，其次是单纯爱好者为 18.95%，参与爱好者 8.42%，

发烧友仅 1.05%，证明桂林医学院学生多数持观众的态度，交际

圈中参与人数较少，没有起到带动和引导推动的作用，缺乏主动

性和自信心。

2. 桂林医学院学生参与网球学习的调查结果与分析

（1）学生选择学习网球运动的调查结果与分析

通过调查分析，学生选择一定学习的占 20% 排在第三位，有

时间就学习网球占最高的 42.11%，证明这部分学生是想学习网球，

排第二位占 33.16% 这与学生的经济条件所决定的，因为大学生的

经济绝大部分是有父母供给的，只有一小部分的人自力更生，自

己劳动赚钱，所以限制这部分大学生对网球的选择。

（2）学生一周分配学习网球运动时间的调查结果与分析

70% 的学生都愿意每周拿出 4 小时学习网球这项运动，说明

学生是想主动参与网球这项运动，但缺少时间的统一和固定性，

每周 8 小时占 20.53%，说明学生对学习网球的积极性很强，达到

10 小时及以上，证明已经把网球融入到生活中，当成了一部分。

3. 桂林医学院学生参与网球比赛的调查分析

表 5 大学生参与网球比赛的调查统计表 (%)

经过调查分析，通过参加比赛可以将实践结合，对一段时间

学习的检验。但愿意参与网球比赛的学生只占 16.32%，所占比例

最少，反映出一部分学生主要是目前的经济能力不好，导致参与

网球能力受到限制，这一部分是由大学生的物质条件所决定，一

部分是由大学生的爱好所决定的，种种原因制约着大学生网球氛

围的提升，因此加大宣传力度，由于网球拍是必须品，为学生提

供一定数量的公共网球拍，利于推广桂林医学院的网球氛围。

四、结论

1. 由于桂林医学院现有 8 块网球场地，并且是露天的，相对

天气来说，不能保证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不利于学生网球学习，

造成了他们活动方式和场地的多样性。

2. 桂林医学院学生中 91.57% 都没有主动参与或涉及，证明学

生除上网球课之外，对网球这项运动缺乏主动性学习，开展活动

较少，校园的网球氛围不浓。

3. 网球运动是一种高消费的运动，不论是从拍子上、服装上、

球上等都要求很高，现在的网球拍最低最差的也 100 多元，家庭

环境不好的学生根本就买不起，也消耗不起，证明大学生对网球

消费动机，主要是休闲娱乐与爱好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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