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青少年体质决定国民素质。学生体质健康测

试是以检测学生身体形态、身体机能高低以及身体

素质等方面的变化趋势为主要目的，根据《国家学

生体质健康标准》中的所涉及的标准,采用规范的技

术和方法对各年级学生进行相应的测试项目，最后

评估测试成绩等级用于分析和研究[1-3]。早在 12年

前，中央7号文件就指出“青少年耐力、力量、速度等

体能指标持续下降”的突出问题，由于缺少“正向指

挥棒”的突出问题，使得大学生体能素质 30年持续

下降。2014年 10月 12日，南京理工大学动商研究

中心推送了一篇文章“体质测试，越测越生气”，36

小时“阅读”就达 100 000多次[4]。“肥胖、跑不动”等

已经成为当今大学生的一种常态，南京理工大学动

商研究中心主任王宗平教授说：“大学生耐力素质

下滑速度惊人，跑步越来越慢，《国家学生体质健康

标准》也是一降再降，30年前大学生 1 000 m或 800

m测试及格成绩，放到今天基本可以拿到80分。而

现在的及格标准在30年前，只能拿到30分。”[5]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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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过去了，面对大学生体质下降，我们学校还是

无动于衷吗？教育部要求学校每年对本校大学生

进行体能测试，并将统计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本

文通过对武夷学院学生近3年的相关体能测试数据

结果进行分析，以了解学生体能现状，从而开展体

质健康预警，完善学生体质健康改善措施，针对提

高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提出合理建议，供全国各院

校体育教学参考。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武夷学院 2016—2018 年 3 年学生体质健康

测试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由于毕业、新生入学、

伤病、缓测等原因，造成每年学生人数不同。通过

数据筛选，除去无效数据，以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

严谨性，其中 2016 年 12 140 份（男生 5 551 人，女

生 6 589 人），2017 年 15 340 份（男生 6 914 人，女

生 8 426 人），2018 年 13 826 份（男生 6 084 人，女

生 7 742 人），最终确定有效数据为41 306份。

1.2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通过各种知识服务平台，查阅

与身体形态、机能、素质以及体能测试相关的文献

资料、文件等，并对其深入学习并探究。

(2) 测试法：根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要

求，结合当前学校的实际状况，采用正规的设备和

测试仪器，对武夷学院学生进行体质测试并记录。

测试项目包括身高、体重、肺活量、50 m 跑、男子 1

000 m跑和女子800 m跑、坐位体前屈、立定跳远、男

子1分钟引体向上和女子1分钟仰卧起坐.

(3)数理统计法：使用Excel 软件对数据进行筛

选，剔除存在空缺无成绩学生的数据，最后运用

IBM SPSS Statistics20.0 软件对整理出的有效数据

进行 BMI（身体质量指数）研究和相关性分析。

(4)比较分析法：对 2016—2018 年武夷学院学

生的身体形态、身体机能和五项身体素质的数据进

行纵向研究，利用对应的图形与表格分析具体差

异。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身体形态——BMI指数

身高是对骨骼的发育状况和人体纵向发育水

平的重要指标，体重是人体横向发育水平指标[6]。

国际生命科学学会中国办事处于 2002 年 6 月通过

“中国人肥胖与疾病危险研讨会（WGOC）”的研讨,

认为中国成人身体质量指数(BMI)的正常范围为

18.5～＜24，＜18.5 为偏瘦，24～＜28 为超重，≥28

的为肥胖[7]。而我国大学生已经进入成年阶段，所

以在研究中把大学生的体质指数归为中国成人标

准范围内，身体形态有胖瘦之分，而体重与身高的

关系可以通过BMI指数反映。BMI指数的计算公

式为：BMI＝体重(kg)/身高 2(m2)，根据大学生 BMI

指数对照表（表1）可以得出武夷学院学生具体的身

体形态指标。

由图1可知，武夷学院学生超重和肥胖比重在3

年间呈上升趋势，低体重和正常比重则上下波动，

处在正常范围的比重最大。通过图2可以看出男女

生的BMI指数3年内持续增长，而男生的BMI指数

增长幅度比女生大，BMI指数增长说明武夷学院学

生的体重呈上升趋势。

2.2 身体机能——肺活量

肺活量是大学生身体机能的重要指标之一，通

过测试肺活量可以了解学生的呼吸系统的功能状

况。从图 3 可看出武夷学院学生在 2016—2018 年

表1 大学生BMI指数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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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男女生肺活量均值变化幅度相类似，都呈小幅

度下降趋势，其中男生在2017—2018年下降幅度较

大，女生在2016—2017年下降幅度较大。

2.3 身体素质——速度、耐力、柔韧、力量

2.3.1 速度素质

50 m跑是武夷学院速度素质测试项目，它能够

有效地反映学生的速度、爆发力等基本素质，是体

质测试中一项重要的测试项目。由图 4 可见，近 3

年来武夷学院学生50 m跑的成绩呈“倒U”趋势，在

2017—2018 年下滑幅度较大。男生后 2 年 50 m 跑

平均成绩相比2016年成绩都下滑；女生成绩则逐年

下滑，2016—2018年足足相差了0.46 s，男生50 m测

试成绩优于女生，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2.3.2 耐力素质

通过对武夷学院学生耐力素质测试的调查统

计得知，每年男、女生耐力素质平均测试成绩都有

一定的变化。从图 5可以看出，2016—2017年男生

1 000 m跑的平均成绩增长了 3 s，虽然 2018年的平

均测试成绩相对于2017年几乎保持不变，可是整体

速度还是变慢了；女生800 m成绩3年下降，但变化

幅度不是很大。

从表2可以看出，近3年来，武夷学院学生耐力

素质测试成绩合格率下滑，女生耐力素质测试的成

绩总体优于男生。女生成绩优秀比重逐年递减，男

生后两年的优秀比重低于第一年；良好比重在2016

年较高，2018年次之，2017年最低；及格比重3年间

上下波动，其中 2017年成绩及格比重较高，成绩不

及格比重逐年递增，这说明武夷学院学生耐力素质

下降。

2.3.3 柔韧素质

坐位体前屈是测试学生在静止状态下的躯干、

腰、髋等关节的活动程度，能够反映学生的关节、韧

带、肌肉的伸展度以及身体柔韧性的特征。武夷学

院男女生的柔韧素质测试整体平均成绩都呈下降

趋势，2016—2017 年下滑幅度较大，女生的柔韧性

好于男生（图6）。

表2 1 000 m（男）或800 m（女）跑成绩各等级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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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力量素质

力量素质是身体素质发展的重要素质之一。

根据国家标准，武夷学院的力量素质测试项目包括

下肢力量测试项目的立定跳远、肌力素质测试项目

的男生1分钟引体向上和女生1分钟仰卧起坐。

(1)下肢力量——立定跳远

从统计结果（图 7）来看，立定跳远测试整体平

均成绩呈“倒U”型。男生立定跳远平均成绩2017、

2018 年相比 2016 年呈现上升趋势，2016—2017 年

变化幅度较大。女生立定跳远平均成绩趋势与男

生类似，3年间2017年成绩最好。

(2)肌力——1分钟引体向上（男生）和1分钟仰

卧起坐（女生）

从统计结果（图 8）来看，男女生肌力测试整体

平均成绩 3年来呈上升趋势，男生一分钟引体向上

的平均成绩由 2016年的 4.6个上升到 2017年的 7.4

个再上升到 2018年的 7.8个，其中 2016—2017年的

变化幅度较大；女生一分钟仰卧起坐 3年来呈上升

趋势，其中2016—2017年的变化幅度较大。

2.4 学生成绩总体等级

通过对武夷学院男生3年体能测试综合成绩统

计来看（图 9），优秀率、良好率逐年递增，但变化幅

度不大；及格率在 2017 年较高，2016 年次之，2018

年较低，而不及格率 2018年又上升到 18.0%。而女

生的总体成绩要优于男生，但 3年的体能测试综合

成绩的变化趋势（图10）也与男生相似，2017年成绩

较好。

通过表 3来看，学生体质状况有待改善。每一

年的学生体能测试成绩总体等级评价都以及格为

主，比重都在80%以上。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1)武夷学院学生在近3年超重和肥胖的倾向比

重上升，身体形态未有明显改良，表明很大部分大

学生没有控制自身形态发展的意识，缺乏体育锻

炼。

2)肺活量水平普遍下降，说明武夷学院学生存

在身体机能水平降低的情况。

3)身体素质总体也呈下降趋势。50 m 跑呈下

表3 2016—2018年学生体能测试成绩总体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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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趋势；耐力素质不合格比重增加；男女生柔韧素

质整体下降；立定跳远成绩呈倒U型；肌力（1分钟

引体向上，1分钟仰卧起坐）呈上升趋势；学生成绩

总体评价等级优秀率呈上升状态，不及格率呈 U

型。总体上学生等级以及格为主。

3.2 建议

1)学校应重视组织和引导学生，调动学生体

育锻炼的积极性，针对不同学生的兴趣和特长，

开设有利于促进学生体质健康的各种体育课程

和活动增加体育必修课，如 4 年 8 个学期任选 6 个

学期设置体育课，促使更多的学生参与到体育锻

炼中。

2)学校应尽可能满足学生对体育运动的要求，加

大对体育教育的经济投入，改善体育设施，增添体育

设备，增强学生自主进行体育锻炼的意识，促进学生

对体育锻炼的兴趣，促使学生形成健康的体质。

3)学校体育教学部和体育老师应严格规范地对

学生进行体育测试，不敷衍、不包庇，认真分析和研

究学生体能测试成绩，对体测不合格的应届毕业生

按照规定准许补测一次，补测不合格的学生只能毕

业后回校补考，补考再不合格的学生毕业只能拿肄

业证书。

4)面对学生体质下降的事实，为了改善学生体

质状况，武夷学院应该学习相关高校，提高耐

力跑距离如：1 000 m跑改成2 400 m跑，800 m跑改

成2 000 m跑。

5)立足于“互联网+”的时代背景，将手机App纳

入学生体育锻炼中，做到“周周有比赛，日日有活

动”。同时，将学生课外的体育锻炼和学期的体育

成绩相结合，促进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感受到

锻炼的愉悦性，从而培养良好的健身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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