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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目前公共体育场所是实现全民健身战略的重要物质

基础。同时，目前我国老龄化问题严重，老年人更多地参与到公共体育锻炼中。因此，在做好城市经济

发展的同时，需要注重城市公共体育场所的改造修建，使之更适合老年人使用。公共体育场地的多元化

对城市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公共体育场所的改造过程中，需要满足舒适性、安全性、社会性、

便民性、因地制宜性这五个基本改造要求。本文从这五个要求入手，对武汉市公共体育场地改造的现状

进行多案例分析，发现公共体育场地在改造中存在的问题。在满足五个基本要求下对公共体育场地适老

化改造提出新的创新性策略，对于提高武汉市公共体育场地的改造质量、满足群众多样化的健身需求具

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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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clearly points out that national fitness activities should be 
widely carried out, and the current public sports venues are an important material basis for realizing 
the national fitness strategy. At the same time, China’s aging problem is serious, and the elderly are more 
involved in public sports. Therefore, while doing a good job in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nec-
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transform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urban public sports venues to make 
them more suitable for the elderly. The diversification of public sports venue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cities. In the process of renovation of public sports venues, five basic 
requirements of comfort, safety, sociality, convenience and local adaptation should be met. Starting 
from these five requirem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enovation of public sports 
venues in Wuhan in multiple cases and finds ou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ub-
lic sports venues. Under the five basic requirements, the new innovative strategy for the aging-friendly 
renovation of public sports venues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renova-
tion of public sports venues in Wuhan and meeting the diversified fitness needs of the m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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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 2035 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的目标和任务，要求广泛开展全民

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1]。随着经济

的发展以及后疫情时代的到来，人们对于体育运动的需求逐渐增加，因此扩大公共体育场地是目前的当

务之急。在我国十四五规划中也强调，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推进社会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和学校

场馆开放共享，提高健身步道等便民健身场所覆盖面，因地制宜发展体育公园，支持在不妨碍防洪安全

前提下利用河滩等建设公共体育设施[2]。再一次体现了公共体育场所作为群众进行体育锻炼的物质基础

是非常重要的。公共体育场地的建设是全民健身战略的依托，只有在拥有充足且多样化的体育场地后，

全民健身战略才能更好地开展。同时，当下中国处于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对于体育锻炼的需求也在持续

增加，那么提高老年人享受公共体育服务设施的体验感，促进老年人利用公共体育设施十分重要。 
但是从数据上看，目前我国在公共体育场地的供给上还存在许多问题，导致人们没有充足的锻炼场

地和设施，也无法满足群众多元化的需求，从而抑制了人们的积极性。同时，当下一线城市为了经济发

展牺牲掉了群众的体育空间，许多城市没有充足的闲置场地去建设新的体育场地，因此一些城市开始对

现有的建筑或者场地进行改造，为群众提供更多元化的运动场地。本文聚焦武汉市这座新一线城市，对

武汉市公共体育场地改造情况进行分析，发现目前公共体育改造存在的问题。 

2. 武汉市公共体育场地现状 

武汉市作为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是全国的重要发展城市，社会体育作为公共文体服务的重要一环

对于促进城市发展、提升居民生活水平和幸福感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武汉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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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5)》中提出要构建 12 分钟体育健身圈，既满足居民在日常生活空间开展相应体育运动的便利性

和可达性，又能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和培育个性化的体育消费需求，带动体育产业蓬勃发展。根据数据显

示，截至 2021 年底，武汉市共有体育场地 33,686 个，体育场地面积 2674 万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为 1.96 平方米。与我国规划的 2025 年，全国人均体育场所面积达到 2.6 平方米以上，还有一定的距离。 
武汉市的占地面积也是在全国排名靠前，同时武汉市的行政区划分较多，因此本文对武汉市不同行

政区的体育场所进行分析。 
 

 
注：源于《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全民健身工作情况的报告》。 

Figure 1. Calculation and analysis table of development target of Wuhan sports stadium area 
图 1. 武汉市体育场地面积发展目标测算分析表 

 

从图 1 中我们可以看出，目前武汉市各区的公共体育场地面积分布是不均衡的，各区人均体育场地

面积差距较大。由于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既与体育场地面积有关，又与人口数量有关，导致了：洪山区的

体育场地面积虽是最大，但是其人口众多，导致人均体育场所面积偏低；蔡甸区虽然体育场地总面积不

是最大但由于其人口较少，使得该区的人均体育场所面积是最大的。综合看来，武汉市中心城区居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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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运动场地面积普遍都不高，甚至有些区很低，而偏远辖区居民的人均运动场地面积普遍偏高。因此，

发展不均衡是目前武汉市社会体育场地的主要特点。 
综上所述，由于武汉市城区发展状况使得中心城区为了城市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公共体

育场地的建设。因此，为了更好地推动全民健身计划，武汉市在公共体育场地方面，中心城区主要以改

造扩建为主。 

3. 公共体育场地适老化改造的基本要求 

在现有城区规划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给全体居民提供更多样化的公共体育场地，需要对目前闲置

或者废弃的建筑或者场所进行体育场地化改造。改造时公共体育场地作为城市体育户外休闲场所应该考

虑以下五点基本要求：舒适性、安全性、社会性、便民性以及因地制宜性。 

3.1. 舒适性 

公共体育场地是服务于社会全体居民，同时作为居民日常休闲娱乐使用，公共体育场地需要让群众

在其中感受到身心愉悦，即公共体育场地需要具有舒适性的特点。大众休闲空间是指人们在业余生活中

按照自主、自发方式进行的，旨在缓解疲劳、观光游览、兴趣参与、随机交往等活动所需要的空间场所

[3]。因此，公共体育场地作为大众休闲空间中的一部分是需要激发群众自主地进行体育活动。只有当公

共体育场地满足群众的舒适性时，才能更好地让群众自主参与到体育运动中，进而促进全民健身战略的

开展。 

3.2. 安全性 

公共体育场地是面向全体社会居民，是一个开放空间，因此是否具有安全性也是评判公共体育场地

改造的一个重要标准。尤其是在群众中存在一部分弱势群体由于身体或者心理的原因导致在体育运动上

存在一些安全性问题，如：老年人认知功能衰退、肌肉神经系统衰退、环境适应能力下降；儿童认知功

能不足、具有自我中心性；特殊人群行动不方便等。这些弱势群体无论是从生理方面还是从心理方面，

都决定了公共体育场地要将安全性纳入到考虑范围内。 
同时，在当下群众对于自己的权利越来越重视，若公共体育场地无法满足最基本的安全性或者损害

了群众的安全，会直接降低群众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和频率。以上两个方面综合地体现了公共体育场地

安全性的重要性。 

3.3. 社会性 

公共体育场地作为大众休闲空间是面向所有社会群众的，群众不仅通过公共体育场地进行体育活动，

而且会完成社会交往活动。因此，公共体育场地是具有社会性的。扬·盖尔(Jan Gehl)把人的户外活动分

为必要活动、自发活动和社会活动，其中社会活动指的是在公共空间中有赖于他人参与的各种活动，多

发生于向公众开放的空间中[4]。群众通过公共体育场地进行社会活动，有利于提高全民综合素质、增强

群众间的互动联系，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从而引导城市社会发展。 

3.4. 便民性 

要想提高公共体育场地的利用率，就必须让全民健身场所具有便民性。戈德比(Godby)教授对休闲的

定义为：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5]。因此，休闲活

动作为一种自由选择由于个人的利己性就必然会使得人们首先选择最方便的形式。所以公共体育场地就

必须满足便民性的要求，不仅从活动形式上便民而且还要从出行上便民，只有全方位地为群众考虑，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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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让群众选择该公共体育场地进行体育活动。不然就算公共体育场地修建得再完善没有群众去进行体育

活动也是没有意义的。 

3.5. 因地制宜性 

公共体育场地改造更多的是在现有的建筑上进行，因此在改造时为了减少损失、节约成本应该尽可

能满足因地制宜，在保证原有场地特色的基础上改造成适合大众的公共体育场地[6]。 
综上所述，无论是对现有的建筑或场所还是闲置空地进行改造，成为公共体育场地时都需要满足舒

适性、安全性、社会性、便民性以及因地制宜性这五个要求[7]，只有满足了这五个基本要求，才能让改造

后的公共体育场地充分发挥体育休闲的目的，调动群众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进而推动全民健身计划。 

4. 武汉市公共体育场地改造案例分析 

目前武汉市为了扩大城市居民的人均体育面积、推动全民健身计划，结合城区特点对一些闲置建筑

或场所进行了一系列改造，将其打造成公共体育场地。 

4.1. 案例一：架空层“微改造”提供健身新场所 

武汉市 M 小区是个中等规模的老旧小区，由于建设得比较早没有预留出较多的空闲场地提供给居民

进行休闲健身，然而小区居民又有健身的需求。因此，结合小区当下的现实状况决定对占地面积 400 余

平方米的架空层进行改造，添置了一些基础健身器材和球桌棋盘。改造后居民群众闲暇时也非常喜欢在

此进行体育休闲活动，也为社区营造出了良好和谐的氛围。但是由于架空层面积和高度有限，因此还是

有不少居民反映运动空间容纳量不足，无法同一时间满足更多人的运动需求。 
M 小区对闲置架空层的改造首先满足了因地制宜性，结合小区架空层的结构特点进行重新改造，其

次由于改造场地就处于小区内部小区居民下楼即可活动，因此也满足了便民性的要求。同时，在改造过

程中充分听取社区居民的建议，切实满足了居民的需求，只在空间内添置基础的体育运动器材，实现了

公共体育场地的舒适性和安全性。最后在改造成公共体育场地之后，居民通过该公共体育场地完成了社

会性互动，营造了良好的社区氛围。虽然由于原本场地限制的原因无法满足所有小区居民的需求，但是

架空层的微改造还是给居民提供了新的运动场地，为群众参与体育运动带来了便利。 

4.2. 案例二：废弃钢厂变身全民运动乐园 

2021 年 4 月底，张之洞体育公园正式开放，然而在这之前是废弃的汉阳炼钢厂冷却池。为了更好地

推进全民体育计划，汉阳区政府对废弃的钢厂进行了改造计划，结合原本冷却池的特点改造成人工湖，

同时改造修建了儿童乐园区、篮球场、羽毛球馆，添置了许多健身器材，满足了全年龄段群众的健身需

求。体育公园建成之后，惠及周边数十个社区的数十万居民，由于公园坚持低免开放政策使得开放仅 3 个

月就接待了 300 万名游客。 
武汉市汉阳区的废弃钢厂改造之所以取得了成功，是因为满足了体育场所改造的五大基本要求。首

先由于钢厂本身占地面积较大因此选择改造成全民体育公园，以及结合钢厂冷却池的特点打造成公园内

人工湖，为体育公园提供舒适的生态环境。其次改造之后的体育公园设施丰富满足了群众健身的多样化

需求，方便不同的群众选择不同的健身方式。最后体育公园地理位置较好，附近小区众多，前往该体育

公园的交通出行都很方便，以及低免政策也吸引了群众前往该体育公园。正是在舒适性、安全性、社会

性、便民性以及因地制宜性这五个方面都完成得很好，使得群众都非常乐意前往该场地进行体育活动，

真正地推动了全民健身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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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案例三：老旧体育场全新改造成智能化体育馆 

除了对其他闲置的建筑或者场所进行改造以外，武汉市体育场改造计划还覆盖了一些利用率不高的

老旧体育场，其中就包括了对青山体育场的改造。虽然青山区全民健身中心地理位置优越，占地 30,000
平方米，但是由于建成时间较早，设施老旧等原因导致其荒废了 7 年之久，无法再给群众提供健身休闲

的服务。因此，结合实际情况以及人们的需求，青山区政府拨款对青山体育场进行全新的改造，将老体

育场复合利用，打造成时尚智能化体育馆，并且不以盈利为目的免费向社会大众开放。 
青山体育馆由于自身就具有便民性的特征因此被选为重点改造场所，在改造过程中也结合旧场馆的

实际，尽量减少大规模的拆卸，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改造更新。同时，为了进一步保证场地的舒适性和

便民性，还规划将大足球场平时隔成多个 5 人足球场方便更多的居民进行体育锻炼，增强群众的体验感。

最后在改造过程中出于对群众的安全着想将一切存在危险的设施和器材全部拆除换新，尽量避免由于基

础设施以及健身器材破旧导致的危险。正是政府从多方面着手对其进行改造才使得新的公共体育场馆受

到了群众一致的好评。 

4.4. 案例四：高档小区空地改造露天游泳池反成麻烦 

武昌沙湖边 M 小区是一个高档小区，当时为了响应全民健身号召，开发商将小区内的一块空地改造

成小区游泳池，为小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公共体育场所，提高群众参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但是目前小

区的游泳池早已荒废成为废地，更无法实现当时改造的构想。 
结合实际分析可以发现，首先该小区的游泳池存在多个安全隐患：坡面陡而浅水区面积小、池壁破

碎等，这些安全隐患使得群众不敢前往该游泳池游泳。其次该游泳池并没有满足因地制宜的要求，虽然

该游泳池是用空地改造，但其实该空地的面积并不能满足正规游泳池的实际需要，正是因为所建造的游

泳池面积过小导致出现了一系列后续安全问题。最后该游泳池的其他设施也无法满足便民性的要求，小

区的游泳池除了有一个泳池以外没有任何其他配套设施，导致无法满足居民换衣服等基本要求，从一定

程度上削弱了居民前往该游泳池的积极性。正是由于开发商没有做到安全性、因地制宜以及便民性等要

求，导致最终游泳池荒废，变成了小区的麻烦。 
综上所述，从取得成功的改造案例中可以看出，政府相关部门在改造过程中都积极满足改造的五个

基本要求，并且始终坚持满足群众的健身需求，最终在公共体育场地改造上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从

改造失败的案例上来看，也是由于无法满足基本的五大要求，从而使得没有居民愿意使用该公共体育场

地，最终导致改造的失败。但是当下武汉市公共体育场地改造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改造过程中以财政投资为主，政府占主导地位，这就导致了整个改造中缺乏市场活力，同时也

对政府的经济造成了压力。在前三个案例中都是政府部门作为改造的核心主体，企业、市场只在其中起到

了一部分的作用，政府在改造过程中不仅要投入资金而且还承担着多方面的责任，然而市场中的企业只需

要提供体育设施即可没有其他的责任。在整个改造过程中也更多地听取市场意见，缺乏市场的积极参与。 
第二，改造中缺乏数字化新技术的运用，从案例中可以看出，目前武汉市对于公共体育场地的大部

分改造依旧停留在传统的体育场地和体育设施。但是目前我国的数字化技术已经高速发展，在农业、交

通等多个领域也都能看到数字技术的运用。然而公共体育场地的数字化技术运用还没有广泛普及，这就

可能会导致体育产业的落后，也无法让群众在体育活动中获得更多的满足。 
因此，在对闲置空地或者废弃建筑进行改造的时候，要在满足改造的五个基本要求上提出创新性策略。 

5. 公共体育场地适老化改造新策略 

武汉市政府为了加强群众体育运动的意识，提高群众体育锻炼的频率，结合武汉市城市规划对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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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和建筑进行全民健身场所的改造，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让更多的人享受到家门口的运动自由，

营造出了积极向上的全民健身氛围，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本文结合分析提出以下几点创新策略： 
第一，坚持以人为本的策略，将群众需求放在首位，所有公共体育场地都是为城市居民服务的，所

以在对公共体育场地进行修建和改造的时候始终要坚持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那么在当下老龄化社会中，

老年人的需求也需要得到关注和满足。例如场馆可以根据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和特点，优化场地布局，设

置休息区、饮水区、急救区等方便老年人使用。并在场地内设置醒目的引导标识和场馆平面图，为老年

人提供必要的信息引导。只有当城市居民都愿意前往该公共体育场地进行体育锻炼，这个场地才是有意

义的，否则修建、改造得再完美都是没有价值的。同时，群众去公共体育场馆运动，也可以增加体育消

费，从而刺激体育市场的发展。因此，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策略是改造建设公共体育场地的核心策略。 
第二，打造智慧化公共体育场地策略，当下的众多体育馆改造还是仅仅停留在最基础的体育设施和

场地上，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数字技术早已经在多领域进行融合，而体育方面数字化智慧体育场所和

设施目前多用于竞技体育上，例如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体育场馆就融合了智慧服务，通过把国家体育场

数字模型化，动态采集设备的运行情况、环境变化、人流聚集疏散情况，从而形成基于人工智能的最优

解决方案，更好地为比赛服务。因此，可以更多地将数字技术与公共体育场地相结合，例如安装智能传

感器检测人流、空气质量等数据，为老年人提供更加舒适、安全的健身环境。打造智慧化公共体育场地，

这样不仅能吸引到更多的群众参与体育运动中，而且也可以让老年人在体育锻炼中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和

我国先进的数字技术。 
第三，促进企业投资提高体育设施市场活力策略，当下对体育场地的改造更多的是以政府为主导，

多采取政府包揽的方案。这会导致体育设施改造一直是处于固定的形式中缺乏市场活力，因此可以通过

制定优惠政策、完善相关法规体系、加强规划引领等方式增加市场企业对于公共体育场地的改造投入，

调动市场积极性，形成政府、企业等多元主体的协同改造形式。通过多主体协同改造过程达到 1 + 1 > 2
的协同效果效应[8]，从而使得公共体育场地改造达到更好的效果。 

第四，发挥群众优势激发群众参与策略，群众作为公共体育场地的服务对象，在全民健身场所改造

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改造过程中可以借助群众力量，相关部门也可以强化宣传推广，通过媒

体宣传、广告投放等方式，提高群众尤其是老年人对于公共体育设施的认知度和使用率，营造良好的社

会氛围，从而激励群众建言献策参与到改造过程中。群众的参与不仅有利于公共体育场地的改造，而且

也能促进群众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更好地实现全民健身战略。 

6. 结语 

在全民健身的广阔视角下，公共体育场地的适老化改造不仅是对老龄化社会挑战的积极应对，而且

是构建全龄友好型社会的关键一环。在满足舒适性、安全性、社会性、便民性以及因地制宜性的要求下

对公共体育场地进行改造和修建，不仅可以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

解决老年人的身体健康问题，还能进一步激发全民健身的热情，从而实现建设体育强国的目标。在公共

体育场地适老化改造过程中，需要坚持以人为本，深入了解老年人的心理、生理需求；发挥科技赋能，

提升公共体育场地的智能化水平，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个性化、更加便捷的服务体验；注重多元融合，不

仅需要激发体育市场的活力，也要发挥群众的作用。总之，公共体育场地的适老化改造是全民健身事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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