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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报 原 创 民 生 调 查

深度 温度 锐度

校园操场共享 叫好又叫座
岛城600多所中小学体育场地对外开放 部分校园每天接待数百人成“健身打卡地”

今年暑假，岛城600多所中小学体育场地向社会开放，不仅为市民提供了运
动场所，更掀起了全民健身热潮。学生们组队打篮球、踢足球，老人散步遛弯，家
长带着孩子在塑胶跑道上锻炼，上班族晚饭后休闲放松……城市各个区域的“共
享操场”变得火热起来，人们纷纷走进“家门口”的学校操场，享受运动健身带来
的快乐。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运动健身的需求日益强烈，“共享操场”模
式的出现，敲开了学校体育场地对外开放的大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群众体育健
身的需求。岛城“共享操场”暑期开放情况如何？去锻炼的市民反响怎样？在8

月8日全国第十五个“全民健身日”来临之际，早报记者走
进多个校园进行了探访。

早上：老人进校晨练

8 月 5 日上午 7 点半，吃过早饭，
换上舒适的速干衣，穿上轻便的运动
鞋，家住吴兴路小区的市民李芳走出
家门，开始进行周末晨练。与以往不
同的是，她没在马路上开跑，而是直奔
青岛51中而去。“我今年65岁，退休后
爱上了晨跑。去年家里添了外孙，周
一到周五我要带孩子，没时间跑步，所
以都是利用周末时间出来跑。”李芳告
诉记者，以前她都是在马路上锻炼，随
着暑假期间青岛 51 中的操场向社会
开放，她就把自己晨练的地点转移到
了校园里。“和硬邦邦的马路比起来，
正规的塑胶跑道更适合跑步，对于膝
盖的冲击力相对小一些，对我们这个
年纪的跑步爱好者来说更舒适、安
全。”奔跑在学校操场的塑胶跑道上，
李芳格外兴奋。

记者跟随李芳走进青岛 51 中操
场，发现这个时间来运动的市民并不
多，只有三五个人，都是六七十岁的老
人。“我们70多岁了，家住得近，走200
米就进校园了，早上来这里活动活
动。校园里树多、凉快，走一个小时左
右，我们就去买菜。”两位结伴散步的
老人说道。

记者进入校园时，出示了身份证，
在传达室的登记表上填写了个人姓
名、手机号、身份证号等信息，并签订
承诺书，便完成了入校流程的登记备
案。整个过程用时不到 1 分钟，比较
快捷方便。

下午：学生“组队”打球

在走访岛城部分对外开放的学校
时，记者发现，上午 10点至下午 3点，
学校操场上的市民较少，下午 3 点以
后，学校操场开始迎来大量市民，其中
绝大多数是中小学生。“下午3点之前
天气有点热，我和同学们约好了每天
下午4点来青岛53中操场打球。这个
暑假里，除了下雨和刮台风，我们8个
人的小队伍天天都来。”今年上高二的
孙博宇告诉记者，和自己一起打球的
朋友里有好几个人是在 53 中读的初

中，对校园和操场很熟悉，也很怀念。今
年暑假，他们便把这里当成了“篮球基
地”，操场人多的时候，他们还会和年龄
相仿的学生一起打打友谊赛，结交爱打
球的新朋友。

下午 4 点，记者发现青岛 53 中仿佛
变成了一个运动公园，篮球场上每个篮
架前都有中小学生在打球，人工草坪上
随处可见踢足球的人，不少年轻人戴着
耳机围着塑胶跑道一圈圈地跑着，室外
乒乓球台也被多名小学生占据……记者
粗略一数，操场上有上百人，其中大部分
是中小学生。“大家一般活动到傍晚6点
左右。我们几个平时离开校园的时候，
大部分来运动的学生已经回家了，踢足
球和打篮球的区域就没有那么热闹了。”
孙博宇说道。

晚上：上班族饭后健身

到了晚上 7 点，开放的校园再度热
闹起来。记者吃完晚饭后再次来到青
岛 51 中和青岛 53 中，发现学校操场上
的“大军”变成了中年上班族。“下班回
家后喝了点稀饭，就来操场快走，能减
肥还能锻炼身体。”今年 40 岁的张先生
告诉记者，他每天白天都要长时间伏案
工作，常常久坐让他的颈椎、腰椎都不
太好，需要运动调节一下。“以前校园不
开放，晚上出门锻炼不是很方便，自己
偷懒就有了借口。这个夏天，对外开放
的校园‘逼着’我来锻炼，我最近一个月
养成了每天晚饭后快走锻炼的好习
惯。工作压力大，来校园里快走、慢跑
也是一种释放压力的方式。”张先生告
诉记者，他的女儿有时也会陪他一起来
锻炼。

晚上 7 点半，距学校室外体育场地
关闭还有半个小时，青岛51中校门处仍
有不少市民在登记入校。“我们就住在学
校旁边，吃完晚饭带孩子出来玩玩，消消
食。”孙女士带着跳绳和孩子来到学校操
场，“在家里看手机、看电视，不如和孩子
一起锻炼，享受一下亲子时光。”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夜间时段”的
校园操场上，大多是上班族，他们有的带
着孩子，有的陪着老人，在操场上休闲、
锻炼、放松心情。也有不少老年人，在晚
饭后来校园散步遛弯。

岛城学校体育场地对社会开放，对很
多市民来说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好消息。与
过去只能选择专业的健身场馆或“路练”等
运动方式相比，去离家近、场地大、免费开
放、设施完备的学校锻炼，更加省心、省时、
省钱。

平时上班工作忙，没有时间运动健身
的上班族，普遍支持学校体育场地对社会
开放。“学校就在我家附近，出门下楼 5 分
钟就到，以前总以健身房太远为借口偷懒，
现在可不行了。我的健身卡也不用再续费
了，每年能省下一大笔开支不说，还能带着
孩子一起运动，真是太好了。”36岁的王洋
带着 8 岁的儿子在校园里踢球，他觉得在

“家门口”就能运动，是件很便捷的事情。
“以前我和几个朋友周末打篮球，都要

去篮球馆订场地，每个月花钱不少，而且大
家都合适的时间段，篮球馆场地很难订
到。今年夏天，我们都是去学校里打篮球，

不用花钱订场地，很省心、很省钱。”市民章
先生说道。

除了省时、省钱，在学校操场里运动的
安全感让许多家长称赞。“进校园时需要填
写个人身份证号、姓名、手机号等信息，这
样的入校登记方式，我觉得很有必要。学
校不同于其他公共场所，严格落实进校政
策，是对学校、学生、入校市民负责的一种
表现，这样的登记方式让我们家长很放心，
孩子来学校里面运动很安全。”宋女士说，
学校的场地比较安全，不用担心孩子跑跳
时被过往的车辆撞到。

市民王阿姨平时常常带孙子到小区或
附近的小公园玩耍，现在她又多了一种“遛
娃”方式——带孙子进学校提前感受校园
氛围。“孙子马上要上小学了，学校运动场
开放后，我们不仅有地方锻炼身体，还能让
孩子提前熟悉学校环境，对他将来适应校
园生活也是一种帮助。”王阿姨说道。

学校操场上集结“老中青”

特点 > 住宅密集区需求最旺盛
暑假期间，记者走访发现，市民进入校

园健身的热情高涨，一些学校甚至成为夏
日热门的“打卡地”，如市南区的青岛 51
中、市北区的青岛 53 中、李沧区的枣山小
学、崂山区的合肥路小学、城阳区的天泰城
学校等，每天都有大量市民入校运动。这
些学校之所以“人气高”，主要是因为学校
周边住宅小区密集，而且没有大型的公园
和运动场所。“比如青岛51中，周边有吴兴
路小区、永嘉路小区、乐清路小区、太湖路
小区等，居民密集，而且没有公园，所以学
校面向社会开放后，居民都来这所学校活
动了。”市民李芳告诉记者。

今年夏天，城阳区天泰城学校的操场
人气很高。记者了解到，该学校地处城阳
区南部，紧邻李沧区，周边有天泰城·以琳
美地、珑樾尚璟、中铁华胥美邦等多个小
区，公共运动场地却相对缺乏，学校的运动
场便成为周边居民的首选。“暑假以来，每
天到学校运动场锻炼的市民很多，高峰时
段甚至能达到七八百人次。”天泰城学校相

关负责人介绍说，暑假期间，学校的足球
队、篮球队等要利用白天时间训练，因此校
园上午时段不对外开放，集中开放时间是
晚上 7点到 9点。虽然只开放短短两个小
时，但周边居民进校园锻炼的热情非常高。

当然，并不是所有开放的学校操场都火
爆，记者走访时发现，也有开放操场“遇
冷”。市南西部老城区的一所学校，虽然从
早上6点开放至晚上8点，但每天进入校园
的市民不到20人。学校值班的安保人员告
诉记者，其一是因为学校的操场面积不大，
运动设施少且陈旧；其二是因为学校离海很
近，周边居民习惯到海边跑步、遛弯，导致没
有太多居民愿意来学校操场锻炼。城阳区
一所小学虽然位于繁华地段，周边居民区密
集，但每天进入校园锻炼的市民只有10人左
右。记者了解到，这是因为学校附近有城阳
世纪公园、城阳市民运动公园等公共运动场
所，公园内还有跑道、篮球场、足球场等设
施，运动条件、器材设备等比学校更好，所以
校内运动场就不再是居民的最佳选择了。

心声 > 校园运动场省钱又安全

调查 > “热门”学校每天接待数百人
岛城“共享操场”每天的人流量大约

有多少？记者走访调查发现，许多对外
开放的学校操场每天入校超过百人。

“暑假开始以后，入校锻炼的人数每
天超过200人。今年学校添置了新的乒
乓球台，还开辟了两块羽毛球场地，能够
满足社区居民和学生的需要。”青岛 51
中副校长张曙强介绍说，为配合校园场
地开放，青岛51中在新增运动场地和设
施的基础上每天还安排专人进行巡视和

保洁，满足居民多种运动需求的同时，确保
运动场地有序卫生。

位于崂山区的登瀛小学，每天要接待
上百位入校运动的市民。“学校周边有五六
个社区，附近居民来学校锻炼的很多，每天
大约有上百人，中年人、老人、小孩都有。”
登瀛小学副校长王桂升说道。

除此之外，青岛53中、枣山小学、合肥
路小学、天泰城学校等热门“打卡地”，每天
入校的人数从300人至800人不等。

数字 > 六成中小学操场对外开放
今年 6 月底，青岛市教育局公布的

名单显示，全市 10 个区市共有 600 多所
中小学在周末、法定节假日、寒暑假开放
室外体育场地，约占全市中小学数量的
六成。其中，市南区、市北区、李沧区、崂
山区的校园场地开放中小学数量，占辖
区内全部公办中小学数量的90%以上。

为了满足更多市民健身锻炼的需
求，许多区市都将校园场地开放作为一
项重要的民生实事、民心项目推进。

在市南区，体育场地开放已逐步成
为学校的一项常态化工作。市南区学校
占地面积普遍较小，教学区与体育场地
多紧密相连。该区投入上百万元对学校
场地进行了改造，如增置单独通道、加装
物理隔离等。为进一步盘活校园体育公
共资源，丰富社区群众体育活动，今年暑
假，市南区35所具备开放条件的公办中
小学，开放室外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
田径场及学校室外体育设施。市南区将
学校场地开放时间调整为每天 6：00 至
20：00，暑假有托管任务的学校开放时间
为 6：00 至 8：00、18：00 至 20：00，满足居

民不同时间段的锻炼需要。
李沧区近年来新建学校较多，很多学

校在最初设计时就考虑到向市民开放的需
求，因此学校教学区与体育场地在空间上
有一定的隔离。今年暑期，李沧区48所具
备开放条件的公办中小学，开放学校室外
田径场、篮球场等体育场地、设施，开放时
间为每天6：00至10：00、16：00至20：00，学
校在体育场地开放时也尽量满足市民的多
样化健身需求。暑假有托管任务和施工计
划的学校，开放时间则以学校公示时间为
准。

崂山区今年创新性地将学校体育场
地开放的信息融入全民健身网络信息平
台“健享崂山”小程序中。市民在小程序
内，可以查询场地开放时间和导航路线，
方便又快捷。崂山区推动 38 所公办中小
学室外体育场地面向社会开放，拓展全民
健身空间。崂山区还为体育场地开放学
校购买了公众责任险，实现监控无缝隙覆
盖，同时制定和完善了突发事件及公共安
全工作应急预案，为居民提供舒心安全的
健身环境。

延伸 > 闲置操场成“共享操场”
记者查询发现，早在 2016 年，青岛

市政府办公厅就发布了《关于印发青岛
市中小学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公众开放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对各部门职责分
工、场地设施条件、开放费用、开放安排
等作了界定。至此，青岛有了全市层面
的校园体育场地指导性文件。2019年，
市教育局印发《青岛市中小学体育场地
设施向社会开放工作指南》，指导学校做
好体育场地向社会开放的工作。

为扩大公共服务供给，满足广大群
众体育健身要求，今年4月，青岛市教育
局发布《青岛市教育局关于青岛市中小
学室外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的通

知》，要求在保障正常教育教学以及学校其
他各项工作秩序的前提下，全市具备对外
开放条件的中小学向社会开放。开放时间
原则上为学生不在校期间，主要在早晨学
生未到校之前、晚上学生放学后、周末法定
节假日和寒暑假等时间段。具体时间安排
要考虑学校教育教学情况、健身群众实际
需求、对周围居民环境影响等，有托管班任
务或有教育教学活动的学校不对外开放，
如遇雷、雨、雪等特殊天气，学校场地设施
可以不对外开放。

随着暑假的到来，岛城不少学校陆续
开放了室外体育场，让闲置的资源变成了

“共享操场”。

① 市民在青岛51中的塑胶跑道上跑步、散步。

② 学生们在校园里打乒乓球。

③ 家长带着孩子在操场上放松休闲。

① ② ③

—— 探访 ——

今年 8 月 8 日是我国第 15 个“全民
健身日”，8月7日至13日是我国第一个

“体育宣传周”。8月 6日下午，以“全民
健身 绘就幸福生活”为主题的 2023 年
青岛市全民健身日活动启动仪式在第一
海水浴场举行，1000余名游泳爱好者由
此出发畅游汇泉湾，拉开了本届全民健
身日系列活动的序幕。

本次活动设六大板块，分布在市南
区至崂山区的青岛最美海岸线上，旨在
发展海洋体育、突出青岛特色。其中，
启动仪式暨畅游汇泉湾活动在第一海
水浴场举行，现场组织开展了国民体质
监测、沙滩足球、沙滩柔道、沙滩空手
道、沙滩跆拳道和沙滩趣味运动会；海

洋主题大型风筝放飞、运动风筝展示和自
行车骑游在五四广场举办；桨板、皮划艇
比赛在极地海洋世界附近海域展开角逐；
匹克球展示推广、沙滩橄榄球表演赛、沙
滩健身瑜伽展示在石老人海水浴场的沙
滩上展开；公开水域公开赛暨横渡汇泉湾
活动在第二海水浴场至栈桥回澜阁的海
面进行。各板块活动在 8 月 5 日至 8 月 20
日期间相继开展。

运动健康你我，绘就幸福生活。全民
健身活动是一项国家倡导、社会支持、全民
参与的社会系统工程，8月，市体育局还将
集中推动场馆开放、消费券发放等活动，进
一步加大体育赛事活动供给。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刘世杰

相关新闻 > 全民健身日 畅游汇泉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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