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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教职工平均每月运动投入情况

50 元以下 50~100 元 100~300 元 300~500 元 500~1 000 元 1 000 元以上

占比（%） 40.21 25.77 20.62 8.25 5.1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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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南京林业大学部分在校教职工为调查对象，调查了有关教职工运动健身的频次、运动花

费、看病次数和医疗费用支出等内容。研究发现每次医疗费用支出随着运动频次的减少而增加。在一

定费用水平上，医疗费用支出与健身费用的投入呈现较强的负相关性。文章还对校教职工的管理模式

和工会经费的利用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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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高校教职工的身体健康状况不仅关系到教师自

身的身体健康，更关系到我国高教事业的兴旺发达、“科
教兴国”战略方针的实施。有些教职工由于受场地条
件限制、家庭负担、工作性质等原因很少有时间进行
体育锻炼，且因为体育锻炼的意识不够，有一部分教
职工不能够经常进行体育锻炼。

文章以南京林业大学在职教职工为研究对象，通
过问卷调查的形式，揭示在职教职工在健身锻炼上的
经费投入情况与医疗支出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学校工
会更加有效地引导教职工提高身体素质以及健身费
用的投入和使用，为切实做好学校现有人力资源保障
的各项工作提供必要的依据。
1 研究对象及调查方式

教职工是学校教师、职员、教学辅助人员的简称。
高校教职工的身体素质不仅关系到教师自身的身体
健康，更关系到我国高教事业的兴旺发达与“科教兴
国”战略方针的实施。本次调查研究对象是南京林业大
学参与教学、行政管理、后勤的部分在职教职工，在学校
的各学院以分层的方式进行抽样。共发放问卷 160份，
回收 160 份，回收率 100%。为保证研究的有效性，删
除信息不全、同一题目多选、答题有明显规律性的问
卷 2 份，供分析的有效问卷 158 份，有效率 98.75%。

2 调查结果分析
2.1 教职工的运动投入情况分析

在日常的收入中，大部分教职工健身费用投入的
比重不大。由于高校的教职工大多在校内进行运动健
身，所以他们在健身上的花费支出并不多，基本都在
100元以下。有 65.98%的教职工花费在 100元以下，在经
常运动的教职工中，40.21%的教职工每月平均健身花
费支出是 50 元以下。他们的支出基本就是场地使用
费、健身所需的服装费。仅有 34.02%的教职工花费在
100元以上，花费在300元以上的更少，只有13.4%。平均
每月运动健身花费支出为 50 元以下的最多，没有教职
工愿意每月花费 1 000 元以上用于健身（见表 1）。
2.2 医疗费用支出分析

在经常运动的教职工中，平均每次医疗费用支
出在 50 元以下的占 26.58%，花费在 50~200 元的占
34.18%，花费在 200~500 元的占 32.91%，花费 500 元
以上的占 6.33%。在不经常运动的教职工中，平均每
次医疗费用支出在 50 元以下的占 18.75%，花费在50~
200 元的占 45.83%，花费在 200~500 元的占 25.00%，
花费 500 元以上的占 10.42%。每次医疗费用支出在
50 元以下的范围中，经常运动的教职工所占比例高于
不经常运动的教职工，为了方便比较，对在 50 元以上
的范围内进行加权平均后，发现不经常运动的教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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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每次医疗费用支出的平均数高于经常运动的
教职工的花费，且在 50 元以下的范围内不经常运动教
职工所占比例低于经常运动的教职工。总体看来，不
经常运动的教职工的每次医疗费用支出的平均数要
高于经常运动的教职工的医疗费用支出的平均数。通
常进入医院进行治疗时，往往越是严重的病症所花费
的费用就越多，同样在这一现象中的唯一变量是教职
工是否经常运动，这一结果能够说明运动对于身体素
质的维持和提高的有益性和重要性。大部分教职工的
医疗费用支出在 50~200 元之间，而在这样的一个区间
中，不经常运动的人数比例多于经常运动的。
2.3 教职工每月健身费用与每次医疗费用支出的交
叉分析

随着每月健身费用的增加，看病费用在 50 元以下
范围的比例在明显的降低，每次医疗费用支出在 50~
200 元和每次医疗费用支出在 200~500 元范围的比
例呈现增长的趋势，其中 50~200 元出现了降低的陡坡，
可以归因于受极端值的影响，大致的趋势还是比较明
显的，每次医疗费用支出在 500 元以上的比例逐渐减
少，随着每月健身费用的增加，每次看病的费用也不
断增加，且趋向于在 200~500 元之间的费用平衡（见
图 1）。这一现象的出现，即随着每月健身费用的增加，

每次看病的费用也不断增加的现象与平时的认知有
一定的差别，人们普遍认为，健身费用的投入应该带
来的是健康状况的好转，即每次看病费用的减少，那
么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一是教
职工在运动过程中缺乏科学的指导，在运动过程中容
易受到运动伤害，如肌肉拉伤、跟腱断裂等运动损伤，
因此需要支付医疗费、医药费进行运动损伤治疗。二
是部分教职工的生活水平比较高，属于高消费人群，所

以看病和运动健身的花费都处在比较优质的水平，因
而健身运动的费用高，医疗费用支出也高。三是部分
教职工是由于基本身体素质较差，所以看病的花费比
较高，因此在运动健身时就需要专业的指导陪同，进
行有效的对身体不产生过多负荷的针对修复性的训
练，用以恢复身体状况，提高身体素质。以上三方面
原因导致了健身运动费用的提高，从而导致了健身运
动费用和看病治疗费用呈同方向变动的现象。
3 结论及建议

经常运动的教职工有比较高层次的体育锻炼意
识并以“强健体魄”为最主要的运动健身目的，但由于
缺乏必要的专业指导，有部分教职工在运动过程中，
频频出现运动损伤，导致看病次数反而增多。但从总
体上看，经常运动的教职工身体健康状况还是比较良
好的。就平均每年看病的医药费而言，经常运动的教
职工人均医药费的开支比不经常运动的教职工少
48.72%。因此，如能通过工会有效引导教职工培养正
确的体育运动姿势与习惯，减少运动损伤，则会进一
步降低南京林业大学医药费的开支。
“每次医疗费用支出随着运动频次的减少而增加”，

说明运动频次越高对于身体状况的维持和提高有着
更好的效果。每次医疗费用支出总体上与每月健身费
用反方向变动，即医疗费用支出随着健身费用的增加
而减少，所以经常运动的教职工每次看病的花费总体
上也要低于不经常运动的教职工的花费。工会活动经
费可以根据教职工的运动健身爱好，用于组织多元化
的体育竞赛和体育活动，营造浓厚的运动健身氛围，
增加教职工的运动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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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教职工每月健身费用与每次医疗费用支出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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