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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与健康专题研究　主持人：湖南工业大学黄晓丽教授

［主持人语］本组专题文章，在“健康中国”与“全民健身”背景下，从不同侧面对“体育与健康”若干问

题进行了深入探析，以期引起学界之关注。黄晓丽《农村中小学〈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实施困境分析》

一文，从农村中小学《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实施困境及其原因分析，深入探析加强当前农村中小学《国

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实施有效方法；黄敏《湖南工业大学体质健康现状调查———基于２０１６年体质测试数
据》一文，对２０１６年湖南工业大学非体育专业学生的体质健康测试数据结果进行归纳统计，分析我校学生
体质健康现状的总体水平，探究其存在问题及原因；季谋芳《“健康中国战略”与社区居民体育服务需求研

究》一文，从当前社区居民体育健身需求分析出发，对健康中国战略实施过程中可能引发的居民需求变化

做推断，从而提出一些发展对策；张凤彪《“健康中国”战略下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研究》一文，则对我国

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现状进行梳理，结合当前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实际情况，构建政府组织、市场组织、

社会组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多元主体供给方式，为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提供可参考的建议。

农村中小学《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实施困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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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村中小学《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实施困境及产生原因在于实施主体的职责问题、实施客体的认知问题以及
实施环境的问题。为此，提出明确各部门职责、强化宣传力度和加大专项经费的投入等建议。以便促进《国家学生体质健康

标准》更好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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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以下称《标准》）的
实施，对促进学生参加体育锻炼、养成良好的锻炼

习惯、提高体质健康能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学校

相关主管领导、测试人员应严格落实《标准》的实

施，学生及其家长也应高度重视《标准》的实施。然

而在现实情况中，领导对《标准》实施的不重视，体

育教师测试手段的不合理以及场地器材的缺乏、甚

至为了达到标准而进行的数据造假，学生及其家长

对《标准》实施的不理解等，都不利于《标准》的实

施。如何解决这重重的困境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

深思而富有实际意义的课题，因此对农村中小学

《标准》的实施困境展开研究分析是很必要的问题。

　　一　农村中小学《标准》实施困境

（一）《标准》实施主体的职责问题

《标准》的实施的主体主要是当地各教育部门、

各学校相关领导以及体育教师。在《标准》的实施

过程中，不仅是体育教师的责任，而是需要实施主

体间的相互协调才能更好地完成。教育部门主要

负责《标准》实施过程中《标准》的解读与测试人员

的培训。部分教育部门在《标准》实施过程中未对

测试人员进行培训与《标准》的解读，使得学生对项

目的不了解，对测试动作标准解读含糊不清都影响

了《标准》数据的有效性。［１］各学校相关领导负责

监督《标准》在学校的实施过程以及协调好实施过

程中所需要配合的相关部门，《标准》在实施过程中

会出现体育教师为了省掉繁琐的测试程序，直接使

用去年甚至前几年的数据进行上报，这就需要学校

的相关领导和教务部门进行严格的查课与巡课，对

《标准》的实施进行有效的监督，使之落实到每位学

生。其次，测试过程中也容易发生安全事故，学校

相关领导应当在测试的时段安排学校医务部门到

场。体育教师作为与测试对象直接接触的测试人

员，主要负责进行各个项目的测试以及数据上报，

测试过程中体育教师应当严格按照正确的测试方

法与手段进行测试，并在测试结束后进行真实的数

据上报，我国部分学校为了隐瞒学校学生体质健康

的瑕疵，在上报数据时，进行数据造假，这严重影响

了数据的真实性。

《标准》的实施必须理清各实施主体的职责，各

主体在明确自我职责的同时，各尽其责，促进《标

准》在学校积极有效的实施。

（二）《标准》实施客体的认知问题

农村中小学《标准》实施的客体为众多的中小

学学生。他们作为《标准》的实施对象，应当了解

《标准》实施的目的与意义。《标准》作为我国体育

促进政策之一，旨在促进我国学生体质健康发展，

激励学生养好良好的锻炼习惯，从而为终身体育打

好基础。［２］中小学生对《标准》实施的态度，直接影

响了《标准》的数据结果。现实情况中，学生对体质

测试要求不了解，对其不重视，不能主动参与而是

被动的去测试，这使得学生在测试过程中产生一种

不配合和逆反心理，测试过程中不按照规定的要求

测试，在强度过高的项目中不尽全力，走走形式，甚

至在测试过程中能偷懒就偷懒，进行考试作弊，这

些现象都大大影响了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不能

真实的反应出学生体质健康状况。《标准》的实施

必须提高学生对《标准》实施的认知力度，使得他们

正确认识《标准》实施的目的与意义，这才能促进

《标准》实施工作的开展。

（三）《标准》实施环境的问题

《标准》实施环境主要分为场地设施以及测试

仪器两方面。首先，农村中小学《标准》实施的数据

结果与场地设施的好坏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我国

农村中小学体育设施陈旧简陋，个别山区学校还是

煤渣跑道，或者是许多体育设施年久失修，引体向

上项目采用安全性能不高的体育设施进行，这都严

重影响了《标准》实施所得数据的有效性。农村大

部分中小学没有室内的体育场馆，在面对不良天气

的影响下，只得暂停体质测试，等待天气良好再进

行。个别省市区由于雨季时间或者恶劣天气时间

长，国家统一上交数据时，这些地区没有按规范的

要求进行测试，只是为了完成在规定的时间内上交

数据的任务，大大影响了数据的真实性。其次，农

村中小学《标准》实施的数据也与测试仪器相关。

我国农村学校中，大部分学校进行合并重组，建立

起了中心小学，这些中小学拥有一定数量的测试仪

器，但这些学校学生数量庞大，国家教育部每一年

要求测试数据结果必须在９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之
间产生，各学校在这期间进行测试。每所学校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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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课程等原因，所以测试时间较短，但测试的样

本数量较多，测试仪器使用频率过高，对仪器的精

准度造成一定的影响，难以保证测试结果的准确

性，并且测试仪器在测试过程中出现故障，但学校

没有相关人员对测试仪器进行维修，寄回厂家维修

的中间消耗时间太长，部分测试仪器存在故障却还

在进行测试，完全不理会数据的真实性。［３］在离城

区较为偏远的中小学，学校的测试仪器更为简陋或

缺失，学校对体质测试专项经费的缺失，使得我们

对这些学校测试数据结果不得不抱怀疑的态度。

《标准》的实施过程中，学校应努力的改造实施

环境，积极建造测试相关的体育场馆与采购相关的

仪器设备，才能保证测试结果的可靠性。

　　二　农村中小学《标准》实施困境原因分析

（一）领导不重视

《标准》在农村中小学的实施，首先离不开农村

中小学所在市县教育部门的支持，教育部门对于

《标准》的实施应当严格把控测试人员的培训以及

对所管辖农村中小学体质测试过程的监督。但在

实际过程中，教育部门对于《标准》的实施，只是进

行文件的下达，并未对各农村中小学测试人员进行

严格的培训。在体质测试过程中，也并未进行监

督；其次，《标准》实施的成败不在于基层测试的体

育教师，而在于农村中小学的主管领导，学校领导

对《标准》实施的重视程度直接影响到《标准》实施

的好坏。［４］在大部分农村中小学中，学校领导只在

乎学生智育，对《标准》的实施只是简单停留在体质

测试上，并未熟读《标准》的内容及其实施方法，对

《标准》实施的目的与意义也不了解。这使得主管

领导并未按照《标准》实施的要求对学校的相关部

门进行任务分配。《标准》实施的重任压在基层体

育教师的肩上，而实际上《标准》的实施不仅仅是体

育教师所进行简单的体质测试，还需要学校各个部

门的配合，例如：教务部门对体育教师体质测试的

课时计算、校医部门对体质测试时突发事故的准备

以及各班主任对班级的组织。学校相关领导的重

视，才能使《标准》实施分工更加明确，减轻基层体

育教师的测试任务，促进《标准》更好地实施。

（二）学生与家长对《标准》实施的认知空白

农村中小学《标准》实施工作的主要对象就是

学生，学生对《标准》实施的认知与《标准》的实施

有着一定的联系。首先，农村中小学在《标准》实施

之前并未利用体育课及校园例会对《标准》进行解

读与宣传。学生在测试之前对准备工作漠不关心，

学生只是在体育课中知道体质测试的存在，但对

《标准》的目的与意义一无所知，导致学生对体质测

试的重视程度不够。［５］其次，学生对体质测试具体

项目和测试方法也不了解，往往在体质测试过程

中，体育教师对一个简单的测试过程要解释很久，

这增加了测试时间。并且体质测试之前，学生并未

受到辅导和针对性的锻炼，这也影响了体质测试数

据的结果。

学校各方面工作的开展离不开学生家长的支

持和理解，《标准》的实施更离不开学生家长的支

持。学生家长对学生有耳濡目染的作用，家长对学

生的教育作用甚至在某一程度上的影响要大于教

师，所以加强学生家长对《标准》的认知有利于《标

准》的实施。但在实际过程中，学生家长对于《标

准》实施目的与意义一无所知，对《标准》实施后的

数据更不知如何分析，因此也不知道自己孩子是否

达到健康标准。部分家长还认为《标准》的实施是

学校的事情，与家长并无太大关系。这些都是对

《标准》实施的认知错误，所以学校应当加强与家长

的沟通，使家长了解《标准》的目的与意义，更好的

促进标准的实施。

（三）体质测试资源的缺乏

体质测试资源主要分为体质测试场地设施资

源与体质测试人力资源。体质测试场地设施资源

主要包括测试的场地与仪器设备。农村中小学由

于学生人数较少，所以政府机构下拨的学校体育设

施建设经费就少，这对学校建设体育设施与购买体

质测试仪器设备来说就是杯水车薪。由于经费的

问题，使得场地设施与器材缺失或者只能购买简单

的仪器设备，并且在使用后，就随意丢弃在器材室

内，并没有做专业的维修与保养，来年继续用来进

行测试，影响了测试数据的可靠性。［６］体质测试人

力资源主要指的是基层的体育教师，在农村中小学

中，体育教师实际数量与需求数量不对等，有些学

校甚至只有一名体育教师，在进行体质测试时，需

要完成整个学校学生的体质测试任务，严重影响了

体质测试的工作效率。

（四）体质测试数据的失真

体质测试数据上报以后，国家对体质测试数据

进行抽查，发现部分学校数据失真，上报的数据与

国家抽查的数据有较大的偏差。主要的原因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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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方将体质测试结果与学校的评估直接挂钩，学

校在体质测试过程中，学校领导为保障学校能通过

评估，对体育教师下达目标要求，体育教师在测试

结束后，为了达到目标，只能对不合格的数据进行

隐瞒更改，从而上报“优秀”的数据。［７］

其次，还有测试人员的不专业、测试经费的缺

失以及学生不正当追求高成绩等原因。测试人员

在测试之前未经过合格的培训，对《标准》实施的目

的与意义理解不够深刻，对《标准》中各个项目的测

试规定与方法不了解，在测试过程中存在着随意

性，这对测试数据有着一定的影响。体质测试是一

项繁琐的工作任务，国家对测试人员有明确的经费

补贴，但在实际过程中，测试人员的经费低于国家

标准甚至没有，造成测试人员对《标准》实施的抵

触。学生在体质测试时，认为成绩越高越好，在测

试时不按照项目规定测试，例如：测量身高时穿鞋

测量、测量肺活量时连续吹两次气，这都影响了测

试数据的真实性。

　　三　农村中小学《标准》实施建议

（一）明确各部门职责

《标准》的实施是需要各部门各尽其责，各司其

职。《标准》的实施主要包括解读、测试人员培训、

实施、数据上报以及监督这几个过程。而扮演这些

过程的负责人就是教育部门、学校相关领导与体育

教师。教育部门与学校可以建立相对应的奖惩机

制，在对《标准》实施优秀的单位和部门进行奖励，

对不合格的单位和部门进行惩罚，充分调动学校和

各部门的积极性。学校体育教师可以将《标准》的

数据结果与学生的体育成绩结合起来，提高学生的

重视程度。

（二）强化宣传力度

《标准》的实施离不开实施主体与客体对《标

准》的了解，教育部门可以对《标准》的解读展开多

次专项会议，学校也应利用宣传途径进行宣传，例

如：学校例会、校园广播、班级黑板报以及各班主题

班会等。体育教师则应该利用体育理论课的时间，

对《标准》的目的与意义进行宣传，对《标准》的测

试项目及要求进行规范，提高学生对《标准》的重视

程度，使学生能积极主动的参与到体质测试中来。

（三）加大专项经费的投入

专项经费的投入是《标准》在农村中小学能否

有效实施的原因之一。首先，加大农村中小学场地

设施的建设。其次，购买合格的体质测试仪器设

备，并定期进行维修保养。最后，为体育教师设置

体质测试经费，便于体育教师能在体育课程之外进

行体质测试而不耽误正常的体育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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