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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校大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的测试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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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实施办法的规定
,

对我校 2 0 0 4
、

2 0 0 5 级大学生进行体质健康测试
,

得到其体质健康的总体水平指标
,

并以期通过对这些测试数据的分析
,

了解大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
,

提出与

此相适应的体育教学改进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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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大学时期是青少年生长发育转到成人阶段的重

要时期
,

处于青春后期 ;也是学校体育教育的最后阶

段
。

在此期间
,

体育锻炼
、

营养状况等是影响他们的

体格发育的重要因素
。

了解大学生的体质状况
,

研

究他们体质的特点和规律
,

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

学校体育卫生工作者的责任
。

根据我校 04
、

05 级大

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的调查统计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

力求揭示我校大学生体质的发展趋势
,

为今后进一

步改进和提高我校大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提供理论

依据
,

并对我校体育教学工作提出新的要求
。

监制的《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智能服务系统》软件进行

测试数据的采集和分析
。

2 结果与分析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
.

1 研究对象 我校 04 级
。

05 级注册在校生 9 966

人
,

其中男生 5 3 15 人
,

女生 4 6 5 1人
。

1
.

2 研究方法 根据《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中规定的

相关项目
,

学校由体育系成立专门的学生体质健康

测试组
,

于 2 0 0 5 年 10 月
一 2 0 06 年 7 月分别在我校

东
、

南
、

北三个校区利用双休日
,

对以
、

05 级学生进

行集中测试
。

测试时
,

均严格按照 《学生体质健康标

准》 一书的测试要求来进行
。

用南京慧聪康体体质

健康测试仪进行测试
,

并用教育部体育卫生艺术司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的贯彻实施
,

强调学生身

体正常生长
、

发育
,

促进身体形态机能的全面协调发

展
,

促进身体健康素质的全面提高
,

根据这一要求我

们选择了身高标准体重
、

肺活量体重指数
、

台阶实

验
、

立定跳远
、

坐位体前屈等五项指标进行测试
、

统

计和分析
。

2
.

1 04
、

0 5 级大学生身高
、

体皿指标侧试结果分析

身高
、

体重测量能够直接反映学生生长发育水

平
,

评价大学生的身体均匀程度和营养状况的指

标
。

从身高标准体重总体评价 (见表 l) 来看
,

04
、

05

级男女大学生较低体重的比率较大
,

男生占到了 2 /

3 以上
,

女生也接近 l / 2 ; 超重和肥胖的男
、

女大学

生还占有一定的比例 ; 营养不良的学生的比例还偏

高
。

大学生营养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他们的身体

形态均匀程度
,

我们可以确定学生身体的肥胖
、

超重

和较轻体重与他们的饮食营养和平时的锻炼习惯有

直接的关系
。

表 1 身高标准体盆总体评价表

男生 女生

2 0( ) 4 级 2 00 5 级 2 0() 4 级 20 0 5 级

总体评价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收稿日期
: 2 0 0 6 一 0 9 一 0 3

作者简介
:
刘志刚 ( 1% 5 一 )

,

男
,

副教授
,

主要从事体 汀教学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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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 级大学生肺活 t 体 , 指数侧试的结果分

析

肺活 量体重指数 (肺活量体重指数
二
肺活量 /

体重 )则是评价人体呼吸系统机能状况的常用指标
,

它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因身材的不同而对肺活量绝

对值所产生的影响 ; 它能比较综合反映胸廓的发育

程度
,

肺的用力呼吸能力
,

呼吸肌的强弱和全身体育

锻炼水平
。

从学生肺活量体重指数统计结果 (见表

2) 可以看出男生良好以上者占到了男生总人数的

2 / 3
,

女生也 1 / 2 以上
,

说明 04
、

05 级大多数男
、

女

学生的呼吸系统机能较为理想
,

男生良好以上的比

例比女生高
,

其主要原因是男生平时 比女生更爱参

加体育活动引起的 ;男生不及格者还占有一定 比列
,

女 生 不及格者要多于男生
,

两 个年级均超 过 了

10 %
,

可以看出女生在呼吸系统机能方面
,

还需进一

步的提高
,

还需加强有氧耐力的练习
。

表 2 肺活 t 体 , 指数总体评价表

男生 女生

2 (X) 4级 2 00 5级 2 0( 抖 级 2 0 0 5级

总体评价

% 人数

92575100..95.4.0l
勺,ú内j

. .二

99782994
rJ,山91

j

.ǎ,Jc,àl3 0
.

0 2

人数

10 18

10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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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5 4

3 8
.

3 6

3 8
.

5 5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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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 7

3 5 9

7 3 6

8 8 2

26 8

2 2 4 5

人数

4 7 0

8 3 9

8 14

2 3 6

2 3 5 9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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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及 格

实测人数

人数

7 8 4

13 5 0

3 5 1

12 5

2 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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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04
、

0 5 级大学生台阶实验测试的结果分析

台阶实验指数是反映心血管系统机能状况的重

要指标
,

台阶实验指数越大
,

则反映心血管系统的机

能水平越高
,

反之异然
。

从学生台阶实验统计结果

(见表 3 )可以看出
,

04
、

0 5 级男女大学生的心血管系

统机能较强
.

良好以上的学生 占了绝大多数
。

另外
,

在进行测试的时候
,

发现部分男生在测试开始后

8 一 10 秒中
,

才能调整好节奏
,

可能会直接影响测试

结果
,

在 以后 的测试中还得加强测试的准确性
,

减小

人为的误差
。

另外
,

在以后的体育教学中还应重视学

生身体协调能力的发展
。

表 3 台阶实验总体评价表

男生 女生

2创〕4 级 2 00 5 级 2 ( X) 4 级 2 00 5 级

总体评价

7356

7219巧39..3224好秀优 格良及

不 及 格

实测 人数

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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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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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1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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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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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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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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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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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4 04
、

0 5级大学生立定跳远测试的结果分析 调性和身体发育水平的和谐度较好
。

但仍然有半数

立定跳远主要是测量向前跳跃时下肢肌肉的 学生的下肢力量
、

身体协调性和身体发育水平的和

爆发力和身体协调能力与身体发育水平的和谐度 谐度处于较低水平
,

这与学生平时参加体育锻炼时

的评价
。

从学生立定跳远测试统计结果 (见表 4) 看 间较少有关 ; 另外
,

就是在体育课堂教学中开展腰腹

出
,

两个年级有半数以上学生的下肢力量
、

身体协 肌肉力量练习较少也有一定的关系
。

表 4 立定跳远总体评价表

男生 女生

2X() 4 级 2 0 0 5 级 2 X() 4 级 2 X() 5 级

总体评价

— — —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优 秀 2 3 1 8
.

8 5 1 9 6 7
.

4 0 2 5 3 1 1
.

2 4 2 9 3 12
.

4 2

良 好 12 0 6 4 6
.

19 12 5 0 4 7
.

17 10 79 4 7
.

9 6 10 80 4 5
.

7 6

及 格 9 4 2 3 6
.

0 8 10 6 0 4 0
.

X() 8 12 3 6
.

0 9 9 0 1 3 8
.

1 8

不 及 格 2 3 2 8
.

8 9 144 5
.

4 3 10 6 4
.

7 1 8 6 3
.

64

实测人数 2 6 1 1 2 6 5 0 2 2 5 0 2 3 6 0

2
.

5 0 4 .0 5 级大学生坐位体前屈测试的结果分析 出
,

04
、

05 级男
、

女大学生都表现出了较好的柔韧

坐位体前屈是评价人体柔韧性的重要指标
。

我 性
,

但也有部分学生柔韧性还需提高
,

这也是我们体

们可以从坐位体前屈测试统计结果 (见表 5) 中看 育课中不容忽视的部分
。

表 5 坐位体前屈总体评价表

男生 女生

2 0 04 级 2 0 0 5 级 2 0 0 4 级 20 0 5 级

总体评价

— — —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优 秀 13 2 8 5 0
.

8 2 13 2 2 4 9
.

8 1 8 9 3 3 9
.

6 2 9 6 2 40
.

7 6

良 好 8 9 3 3 4
.

18 1 19 7 4 5
.

12 10 13 44
.

9 4 13 2 4 5 6
.

10

及 格 3 0 3 1 1
.

6 0 13 2 4
.

9 8 2 7 1 12
.

0 2 6 2 2
.

6 3

不 及 格 8 9 3
.

4 1 2 0
.

0 8 7 7 3
.

4 2 12 0
.

5 1

实测人数 2 6 13 2 6 5 3 2 2 5 4 2 3 60

2
.

6 0 4
、

0 5 级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总分统计评价 评价表 (见表 6) 中可以看出
,

两个年级男
、

女生也还

进行总分评价判别学生体质健康合格率
,

是对 存在少部分不及格人数
,

但总体来看女生总分评价

大学生人群身体健康状况的综合评价
。

从总分统计 水平要 比男生略低
。

表 6 总分统计评价表

男生 女生

2 0 04 级 2 0 0 5 级 2 0() 4 级 2 0 0 5 级

总体评价

— — —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优 秀 35 4 13
.

5 5 5 4 8 2 0
.

6 5 2 7 0 1 1
.

9 8 4 8 2 2 0
.

4 2

良 好 144 7 5 5
.

3 8 16 9 0 6 3
,

6 8 12 4 5 5 5
.

24 14 7 1 6 2
.

3 0

及 格 8 0 1 3 0
.

6 5 3 7 4 14
.

0 9 7 2 3 3 2
.

1 6 4 0 3 17
.

0 7

不 及 格 1 1 0
.

4 2 4 2 1
.

5 8 14 0
.

6 2 5 0
.

2 1

实测人数 2 6 1 3 2 6 5 4 2 2 5 2 2 3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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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以上五个项 目的测试数据分析表明
:
我校

04
、

0 5级大学生在身高标准体重发育方面水平较低
,

体重较低的大学生 占的比例较大
,

营养状况不够好
,

应加强对学生饮食营养方面的教育 ;在学生呼吸系统

机能方面还有一部分学生需要提高
,

特别是女生
,

应

多进行一些有氧耐力的练习 ;在心血管系统功能方面

男
、

女生都表现出了较好的水平 ; 在下肢力量和身体

协调性 方面男
、

女学生都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 柔韧性

方面男
、

女都表现出了较好的水平
。

总的来看
,

除了台

阶实验外
,

其余各项指标男生均优于女生
。

因此
,

我们

在以后应该更重视女生的体育教育工作
。

3 建议

3
.

1 建立符合本校发展现状的体育课程体系

体育教学是以全面育人
、

健康第一
、

终身体育为

指导思想
,

追求体育教学的综合性 ;那么体育教学必

须围绕全面发展大学生的身体素质
,

促进大学生的

身
、

心健康为中心
,

确立教学的多元化来进行
,

全面

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
。

我们要在这样的指导思

想 下
,

结合本校的具体情况
,

如师资力量
、

学生基础
、

场地条件和学校传统等多方面因素
,

考虑制定适合

本校发展需要的体育课程体系
。

如
:
依据大学生现

实的体质健康水平和不同个体的体质健康状况
,

选

择适合发展大学生心肺功能
、

身体素质和协调能力

的教学内容
,

建立运动处方体育教学模式 ; 根据学生

对体育的兴趣
、

爱好
,

建立选项或俱乐部体育教学模

式 另外
,

教学方法要科学化
,

要根据人体发展的规

律
,

采川不同的教学方法
,

因人而异
,

灵活运用
。

再

者
,

要优化教学资源
,

使课内与课外一体化
,

开展形

式多样
,

内容丰富
、

富有情趣的课外体育活动
。

总

之
,

建认良好的体育教学环境是提高大学生健康水

平的基础
,

也是重要环 节
、

3
.

2 加强和提商师资队伍的业务素质

作为体育教师
,

要针对获得 的测量数据及分析

结果
,

调性日常的体育教学
,

并大力宣传《学生体质健

康标准》
)

因此
,

我们的体育教师首先要加强对《学生

体质健康标准》的学习和研究
。

只有 自己先研究到位

了
,

才能宣传得力和教学有方
。

其次
,

要在教学过程中

激发学生的运动锻炼兴趣
,

通过引导学生对体育基本

知识和运动技能的掌握
,

养成良好锻炼身体的习惯
,

从而来达到锻炼身体的 目的
。

再次
,

营造一个良好的

学习环境
,

建立 良好的师生关系
,

以学生发展为中心
,

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
,

促进学生主动学习
,

促进学生

形成终身体育意识和能力
。

只有教师的业务能力提高

了
,

才能对学生的身体健康做出正确的指导和帮助
,

从而
,

才能提高大学生的健康水平
。

3
.

3 充分利用校圈网络资派
,

加强信息反该

现代信息技术高速发展
,

我们充分利用这一方

便
、

快捷的技术手段
,

对学生进行宣传和教育
。

将与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测试有关的文件
、

测试方法及

评分标准在校园网上建立专栏
,

让学生能随时上网

进行查询
,

并引起广大学生的重视
。

另外
,

就是对测

试的结果及时对学生进行反馈
,

达成学生了解自身

体质健康水平
,

并针对自己不足进行体育锻炼的目

的
。

在网上针对不同体质的学生开出不同锻炼效果

的运动处方
。

3
.

4 改善学校体育教学环境

要使学生身体健康的发展
,

就必须给他们提供

一个良好的锻炼环境
。

因此
,

增加学校体育教育经费

的投入
,

适应新时期高校体育健康教育的发展
。

解决

体育教学场地
、

面积不足和经费紧张
,

是学校面临的

问题
,

学校领导和各级职能部门
,

应从培养人才
,

创

建品牌的高度
,

重新认识体育教育在学校培养目标

中的地位和作用
,

应加大体育教育投人
,

改善一定的

体育设施和办学条件
,

使体育教学内容不断扩展
,

为

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奠定物质基础
。

总之
,

本次测试达到了解 04
、

0 5 级学生体质健

康现状的 目的
。

并且
,

将测试结果作为衡量学校体育

教学和学生健康水平的依据
,

明确了今后体育教师

的工作方向
,

调动 了体育教师的主观能动性 ; 同时也

对我校 目前的体育教学现状进行了反思
,

从而制定

了符合大学生身心发展需要的新的体育与健康课程

体系
。

另外
,

对在测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总结经

验
,

为今后更加科学
、

合理地开展我校的体育工作奠

定
一

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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