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社会竞争的越发激烈，学生在学习方面的压

力也比较大，导致学生只在学习方面下苦工而缺

乏体育锻炼，从而严重的影响了学生的体质。体

质健康监测全国大中小学每年都在做，中学学生

的身体素质和身体健康也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

的关注，青少年的体质是我国的强国之本，因而

国家也越来越重视我国大中小学学生的体质健

康问题，在近几年的大中小学体质调查中显示，

我国的青少年体质健康在持续的下降，如果任其

继续衰落下去，不仅对青少年学生的成长带来威

胁，还对未来的社会劳动力的质量带来潜在的危

机，对国家的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带来严重的制

约，更重要的是会造成国民的身体素质的整体下

滑，而造成这种因素的主要原因多数是由于学校

的场地器材，学习压力、高考竞争力、学习环境、

生活压力、学校参与运动气氛和学校在鼓励学生

运动方面的宣传做得不够深入，上体育课时间少

等[1]。高中学生体质下滑现象普遍存在，该文以

桂林市桂林中学为例做体侧调查分析学生体质

下滑的原因，试图揭示桂林市高中学生体质下滑

的规律及原因，找出解决体质下滑的方案，并提

出相对建议，为提高桂林市高中学生身体素质提

供理论依据。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桂林中学学生的体质监测现状及针对学生体

质健康的发展对策，调查对象：桂林中学 2012—

2014年级的学生。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中国知网与桂林市图书馆，收集中学生体

质健康有关的文献，科研论文和学术论文，并阅读、

分析，为该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的支撑。

1.2.2 访谈法

通过对桂林市桂林中学的老师进行访谈，了解

学生上课时间和上课基本情况，从体育老师处得到

学生体能测试成绩表。

1.2.3 问卷调查法

通过对桂林中学2012—2014年级的学生发放

问卷300份，其中男生发放160份，女生140份，总回

收 294 份，有效问卷 290 份，回收率 98%，有效率

98.6%。

1.2.4 数理统计法

用EXCEL等数理统计软件对调查回收的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

1.2.5 综合研究法

对所搜索的文献资料及调查结果进行综合研

究，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桂林中学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结果分析

2.1.1测试结果整体分析
表1 桂林中学学生男生身体形态统计表

从表1可以看出，桂林中学学生的高年级男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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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

2012

2013

2014

身高/cm

167.45

167.04

165.45

体重/kg

59.93

57.51

57.48

胸围/cm

83.01

83.34

83.55

肺活量/mL

3 154.11

3 322.09

3 34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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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高、体重比低年级高，但是胸围和肺活量显下降。
表2 桂林中学学生2014年女生身体形态统计表

从表2可以看出，桂林中学学学生的高年级女

生的身高、体重、胸围、肺活量都比低年级高。
表4 桂林中学学生2014年度女生体测成绩

表5 桂林中学学生2014年度男生体测成绩

通过表 4 的数据得出，2014 年度测试 2012—

2014年级1 498个女生测试得出的成绩，2012级及

格以上591人，占91.6%；2013级及格以上614人，占

92.9%，；2014级及格以上619人，占91.6%。2012

级、2014级的及格录以上的比2013级低1.3个百分

点。从而可以知道高三年级的学生并没有得到充

分的锻炼。

通过表 5 的数据可以看出，2014 年度测试

2012—2014年级1892个男生测试得出的成绩，2012

级及格以上591人，占94.7%；2013级及格以上485

人，占97%，；2014级及格以上496人，占94.6%。

2012级及格录以上的比2014级高0.1个百分点，但

是格录以上的比2013级低2.3个百分点。

2.2 桂林中学学生体育锻炼调查

2.2.1学生体育课课时及内容

桂林中学高一学生一年中体育课课时为64节，

分为上下两个学期，每个学期32节体育课。高二学

生一年也有64节体育课，也分为上下两个学期每个

学期为32节体育课，高三的体育课程为16节[2]。只

有第一个学期设有体育课程，课程的主要内容是篮

球、跑步，羽毛球，气排球等为主，高一上个学期的

32节体体育课是以篮球，跑步内容为主，下个学期

的32个学时是跑步，气排球为主。高二的体育课程

内容增加了一门羽毛球，其他的课内容与高一的大

概相同。高三则由老师进行课前清点人数后做完

热身活动后学生自由安排体育活动为主。

2.2.2学生课外体育活动现状调查

通过对桂林中学2012—2014年级的学生发放

问卷300份，回收294份，有效问卷290份，其中男生

154份，女生136份(表6)。
表6 桂林中学学生课外体育运动周调查表

2.2.3影响高中学生体质下滑因素调查研究分析

通过调查分析得出，大多数学生缺乏参加体育

锻炼主要因素有学习压力、生活压力、高考压力、学

校环境等，见表7。
表7 桂林中学学生不参加体育锻炼原因调查表

在现今社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学习压力、生

活压力、学校环境和锻炼气氛等因素成为学生缺乏

加体育锻炼的主要因素。为了能在学习上到考试

的时候能考取一个好的成绩学生就自然放弃了参

对自己的身体进行锻炼的要求，一味的在书本上下

苦工，自然就忽略了锻炼，在生活的压力上有少许

学生怕体育锻炼会带给自身身体上的累而放弃进

行体育锻炼，因此变得懒惰。学校的体育设备，场

地和学校里的体育气氛等因素同样也会让学生不

坚持锻炼的一个原因[3]。这一系列的因素就使得学

生没有时间和心思放在身体锻炼上，导致学生缺乏

锻炼，从而影响学生们的体质健康。

2.3造成高中学生体质下降的主要原因

2.3.1学生自身原因

高中学生对健康认识的程度是造成体质逐年

下滑的最要原因[4]。高中学生正处于发育时期，往

往容易忽视自己的健康问题，他们认为身体健康问

题的困扰离他们还很远，因此，高中学生对健康的

认识程度相对来说比较低[5]。

2.3.2学校方面的原因

学校体育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是造成学生体质

下滑的直接原因。学校是体育教育实施者，由于升

学压力，高考竞争激烈，使中学体育教育被各级领导

年级

2012

2013

2014

身高/cm

155.35

155.35

153.12

体重/kg

59.93

43.06

41.97

胸围/cm

83.01

80.09

80.02

肺活量/mL

2232.77

2212.82

2066.66

年级

2012

2013

2014

合计

人数

645

661

676

1982

及格人数

364

377

379

1120

及格率/%

56.4

57

56.1

56.1

良好人数

208

215

219

642

良好率/%

32.2

32.5

32.4

32.4

优秀人数

19

22

21

62

优秀率/%

2.9

3.3

3.1

3.1

年级

2012

2013

2014

合计

人数

474

500

524

1498

及格人数

207

224

232

663

及格率/%

43.7

44.8%

44.3%

44.3%

良好人数

217

232

238

687

良好率/%

45.8%

46.4%

45.4%

45.9%

优秀人数

25

29

26

80

优秀率/%

5.3%

5.8%

4.9%

5.3%

次/周

＜1

1～3

4～7

＞7

合计

男生/人

47

56

41

10

154

比例/%

30.5

36.4

26.6

6.5

100

女生/人

59

40

31

6

136

比例/%

43.3

29.4

22.8

4.4

100

选项

学习压力

生活压力

高考压力

学校环境

其它

男生/人

79

46

54

45

34

比例/%

51.3

29.9

35.1

29.2

22

女生/人

86

48

70

30

28

比例/%

63.2

35.3

51.5

22.1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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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老师忽略。高中的体育教育与初中的相比存在比

较大的差异，初中的体育教育质量明显高于高中体

育教育。产生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初中的学习压

力远小于高中的学习压力。还有就是，初中升高中

有体育加试内容，广西大部分地区体育考试分值都

占30分，这就有利于初中学校体育的开展[7]。

2.3.3家庭和社区体育气氛方面的原因

家庭和社会同时也是造成中学生体质逐步下

滑的间接原因。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造成现

代家庭模式越来越小。由于高考的竞争，从学校到

社会，家长到学生整天围着考试成绩转，而学生的

体育活动却被严重忽略了[8]。然而，从高一到高三

的体育锻炼时间和体质逐步下滑的趋势说明，中学

生的体质严重受到了影响[5]。

2.3.4学生自身体的不良日常生活习惯和不合理的

膳食

如今大多数家庭由于是独生子女的关系，使很

多中学生在所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上都不做或者不

会做，在家里劳动有父母代劳，出门可以坐车，使得

他们在业余的时间上迷恋网络游戏或者电影，电视

剧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也在不断的影响着学生

的体质，由于学生的不合理饮食导致能量的不平

衡，又缺乏体育锻炼，使得局部发育或者免疫力变

差，从而导致体质的下滑[10]。

2.4 提高高中学生体质的对策

2.4.1老师可以合理安排体育课时时间，提高自身的

专业素质

体育教育是使学校全体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

重要途径，体育教师应该从学生发展的需要出发，

改革体育教学中的弊端。运用适合中学生的教学

模式；选择合适的体育教材；不断丰富体育教学方

法；健全和完善体育教学的评价体系；学校还应该

结合实际，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学校的地

理环境，提高体育场馆和设施，为学生提供体育锻

炼的必要条件 [11]。

2.4.2 提高学生的体育态度

体育态度决定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决

定其的体育价值观。直接影响到体育的学习，锻

炼，参与情况，影响到体育运动的开展，每个任课老

师都要有认真负责的态度在点名册中记录学生的

上课出勤情况，观察并留意学生在体育课堂上的学

习认真程度，参与学生自我评价和相互评价来确定

学生对体育的态度。

2.4.3学校应重视体育课，提高学生的锻炼意识

学校应该充分认识体育活动的重要性，把体育

活动当作提高学生学习成绩的重要工作来抓，班主

任、体育教师要做体育活动的积极推进者，形成人

人参与、充满活力的学校体育气氛，提高学生素质

教育目标，感染学生自我锻炼的意识，让学生从被

动的体育锻炼转化成我想运动、我会运动、我爱运

动的积极主动的体育锻炼状态中来，从而为终身体

育打下坚实的基础[13]。

2.4.4采取多种形式培养中学生的体育运动意识

学校要配合体育教师，展开多姿多彩的课外活

动、竞赛活动和各运动项目的兴趣培训活动小组，

组织学生积极参与，确实保证学生天天参加1小时

体育运动，以此培养中学生体育意识[14]。全面转变

学生走出校门，体育运动即告终的现状，从根本上

提高学校体育锻炼的人数与质量，从而增强学生的

身体素质。

2.4.5合理安排体育课程，做到每节体育课都让学生

“动起来”

学校合理的安排多一些体育课程，禁止老师拿

体育课来上其他的课程。体育教师在上体育课不

要“放羊式”，要按照体育课程大纲上课，让学生学

会一些体育技能，每节课都保证让每个学生都得到

一定量的锻炼[15]。

3 结语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在近两年来桂林中学学生

的身高、体重变化属正常状态，但是肺活量值呈下

降趋势；2012级学生的体质健康监测中与去年的值

相比有所下滑。学校在开展学生课外体育活动中

的情况不理想，学生参加课外体育活动现状不乐

观；学体育课安排不合理，课时少而内容多，学生难

以接受[16]；学生参加课外运动时间少，主要原因是没

有自己偏好的运动项目和场地器材的限制；学习压

力、生活压力、学校体育气氛、学校环境等也是影响

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原因；学生所在的家庭或

社区体育气氛等也是正在影响着学生的体质逐步

下滑的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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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Physique Monitoring in
Guangxi GuiLin City :Taking GuiLin Middle School for Example

WEI Hai－qiong，TANG Gui-ping
(Department of Public Sports ,Guilin Normal College, Guilin, Guangxi 541001)

Abstract: Using literature, interview, questionnaire survey,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comprehensive analysis

method, the Guil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physical health monitoring results were analyzed. The main conclusions: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Guilin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and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Guilin, the main

factor is the study pressur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competitiveness, learning environment, life pressure,

school participation, etc., and puts forward that school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physical education, take many forms to

cultivate high school students' sports consciousness and Physical exercise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physique monitoring; physical health; physical quality; high school

Research on School Training Current Situ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Outward Bound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Jiangsu Province

GU Wen
(Yangzhou Plolytechnic Institute, Yangzhou, Jiangsu 225127)

Abstract: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outward bound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Jiangsu province,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mode of th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was

constructed, which can improve the pertine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school training so as to more efficient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development of outward bound; professional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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