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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数理统计法、比较分析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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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善提高湖南工业大学学生体质健康工作和我校学生

的体质健康状况提出建议。

［关键词］学生；体质健康；现状调查

［中图分类号］Ｇ８１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７）０４－００２１－０６

ＡＳｕｒｖｅｙｏｎ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ＦｉｔｎｅｓｓＴｅｓｔｓｏｆｔｈｅＹｅａｒ２０１６

ＨＵＡＮＧＭｉｎ，ＨＵＹｉ，ＺＨＡＮＧＸｉｎｇ，ＬＩＵＫ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ＺｈｕｚｈｏｕＨｕｎａｎ４１２００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ｃｏｌｌｅｃｔｓ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ｙｅａｒ
２０１６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ｎｏｎ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ｌｅｖｅｌｏｆ
ｏｕｒ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ｅｘｐｌｏｒｅｓｉｔ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ｃａｕｓｅｓ，ａｎｄｐｕｔｓｆｏｒｗａｒｄ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ｏｕｒｗｏｒｋ
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ｈｅａｌｔｈ．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ｓｕｒｖｅｙ

　　学生体质的普遍下降已经引起社会和政府部
门的高度关注，高校体育作为中学素质教育的延

续，对培养大学生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

要的意义。［１］２０１４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印发《学生
体质健康监测评价办法》等三个文件的通知”，还

出台了《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湖南工业大学

严格依据文件要求贯彻、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

标准》，每年组织在校学生进行了体质健康测试，但

是由于学生对该项工作认识缺乏深度，只是被动参

与测试，加上我校体育场地设施严重不足，影响了

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大学生体质变化的

发展动态及发展趋势，是了解自然环境、社会环境，

尤其是营养、体育锻炼等因素对体质影响的重要途

径。［２］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的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成绩显
示我校学生的体质健康呈下降趋势，因此有必要对

我校当下的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数据进行对比，探究

学生体质健康下降的原因，让学校领导及各职能部

门及时了解现状，采取相应的措施，改善健身环境，

让学生正视自己的不足，促进学生加强课余体育锻

炼，从而提高体能，改善体质健康状况，提高我校

人才培养的质量。

　　一　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以２０１６年湖南工业大学大一至大四年级非体
育专业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成绩为研究对象。

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６－１１
作者简介：黄　敏（１９６８－），女，湖北随州人，湖南工业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体育教学、健身与养生。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年第４期（总第１１７期）

（二）研究方法

收集２０１６年湖南工业大学非体育专业学生参
加体质健康测试的基础数据，运用 ＥＸＣＥＬ表统计
整理计算５０ｍ跑男、女生测试，立定跳远男、女生
测试，１０００ｍ跑男生测试，８００ｍ跑女生测试，一
分钟仰卧起坐女生测试、引体向上男生测试、肺活

量男、女生测试的成绩，按照优秀、良好、及格、不及

格等级的比率进行对比。

　　二　研究内容与样本

（一）研究内容

根据 ２０１４年教育部颁布的《国家学生体质健
康标准》的评分标准，研究耐力素质、速度素质、灵

敏素质，弹跳素质、力量素质及肺活量得分，通过分

析各年级男、女生的身体素质及肺活量，探究我校

学生的体质存在的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对策。

（二）有效测试样本人数

本研究以湖南工业大学２０１６年参加学生体质

健康测试的学生为调查对象，同时对异常数据进行

筛选，共获得有效样本数２７１６１个（其中女生样品
为１１３１９个，男生样品为１５８４２个）。表１为湖南
工业大学各年级学生人数统计。

表１　湖南工业大学各年级学生人数统计

性别
年级

２０１３级 ２０１４级 ２０１５级 ２０１６级
总人数

女生 ２７０８ ２８０３ ２８９０ ２９１８ １１３１９

男生 ３８０１ ３９４５ ４０２４ ４０７２ １５８４２

总人数 ６５０９ ６７４８ ６９１４ ６９９０ ２７１６１

　　三　测试结果分析

（一）湖南工业大学２０１６年各年级学生体质健
康测试检测结果与分析

１．耐力素质成绩动态变化分析
表２、表３分别为 ２０１６年湖南工业大学女生

８００ｍ跑测试结果和男生１０００ｍ跑测试结果。

表２　２０１６年湖南工业大学女生８００ｍ跑测试结果

年级
优秀

人数 占比／％

良好

人数 占比／％

及格

人数 占比／％

不及格

人数 占比／％
总人数

２０１３级（大四） ５５ ２．０３ １５３ ５．６５ １９８７ ７３．３８ ５１３ １８．９４ ２７０８
２０１４级（大三） ６１ ２．１８ ２４２ ８．６３ ２０５４ ７３．２８ ４４６ １５．９１ ２８０３
２０１５级（大二） ５１ １．７６ ２９９ １０．３５ ２２７５ ７８．７２ ２６５ ９．１７ ２８９０
２０１６级（大一） ６１ ２．０９ ４１３ １４．１５ ２３２９ ７９．８２ １１５ ３．９４ ２９１８
全校总水平 ２２８ ２．０１ １１０７ ９．７８ ８６４５ ７６．３８ １３３９ １１．８３ １１３１９

表３　２０１６年湖南工业大学男生１０００ｍ跑测试结果

年级
优秀

人数 占比／％

良好

人数 占比／％

及格

人数 占比／％

不及格

人数 占比／％
总人数

２０１３级（大四） ３８ １．００ １７５ ４．６０ ２２４６ ５９．０９ １３４２ ３５．３１ ３８０１

２０１４级（大三） ５２ １．３２ ２４３ ６．１６ ２４９０ ６３．１２ １１６０ ２９．４０ ３９４５

２０１５级（大二） ４３ １．０７ ２０６ ５．１２ ２５５５ ６３．４９ １２２０ ３０．３２ ４０２４

２０１６级（大一） ３８ ０．９３ ２３３ ５．７２ ３１２５ ７６．７５ ６７６ １６．６０ ４０７２

全校总水平 １７１ １．０８ ８５７ ５．４１ １０４１６ ６５．７５ ４３９８ ２７．７６ １５８４２

　　从表２、表３的数据显示看，其中女生８００ｍ跑
测试结果平均及格率达到 ８８．１７％，但是有
７６３８％的学生成绩为及格，良好成绩只占９７８％，
优秀者仅为２．０１％，其中良好率从大一到大四呈下
降趋势，而不及格率从大一到大四呈增长趋势，与

全校的总体水平相比，大一到大四女生耐力素质呈

下降趋势。表３显示男生１０００ｍ跑平均及格率为
７２．２４％，成绩良好的仅５４１％，成绩达到优秀的仅

为１．０８％，大二至大四的不及格率远高于大一。从
表２、表３可以明显看出，我校学生的耐力素质整体
情况不佳，与女生相比，男生的耐力素质更差。

２０１６年耐力测试是在室外田径场进行，大一、
大二测试时间为十一月，天气情况较好，而大三、大

四测试时间为四月，测试时处于雨季，跑道有积水，

对测试成绩有一定影响，这也是导致高年级学生成

绩低于低年级学生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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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耐力测试项目时，很多同学在测试之后

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身体不适状况，且女生身体不适

人数高于男生，结合表２、表３的数据情况，有可能
女生对体质健康测试的成绩要求高于男生，在测试

时发挥出了自己的最好成绩，男生可能存在敷衍测

试的行为。

２．速度、灵敏素质成绩动态变化分析
表４、表５分别为２０１６年湖南工业大学女生男

生５０ｍ跑测试结果。

表４　２０１６年湖南工业大学女生５０ｍ跑测试结果

年级
优秀

人数 占比／％

良好

人数 占比／％

及格

人数 占比／％

不及格

人数 占比／％
总人数

２０１３级（大四） ４９８ １８．４０ ５２６ １９．４０ １６０５ ５９．３０ ７９ ２．９０ ２７０８

２０１４级（大三） １５５ ５．５０ ５５３ １９．７０ ２０４０ ７２．８０ ５５ ２．００ ２８０３

２０１５级（大二） ４２４ １４．７０ ９９２ ３４．３０ １４６４ ５０．７０ １０ ０．３０ ２８９０

２０１６级（大一） ３２３ １１．１０ ８３０ ２８．４０ １７４０ ５９．６０ ２５ ０．９０ ２９１８

全校总水平 １４００ １２．４０ ２９０１ ２５．６０ ６８４９ ６０．５０ １６９ １．５０ １１３１９

表５　２０１６年湖南工业大学男生５０ｍ跑测试结果

年级
优秀

人数 占比／％

良好

人数 占比／％

及格

人数 占比／％

不及格

人数 占比／％
总人数

２０１３级（大四） ９６８ ２５．５０ ５２２ １３．７０ ２１９８ ５７．８０ １１３ ３．００ ３８０１

２０１４级（大三） ８９８ ２２．８０ ５９０ １５．００ ２３８１ ６０．３０ ７６ １．９０ ３９４５

２０１５级（大二） ２５９７ ６４．５０ ４９４ １２．３０ ９１９ ２２．８０ １４ ０．４０ ４０２４

２０１６级（大一） ２７１４ ６６．７０ ４７１ １１．６０ ８７７ ２１．５０ １０ ０．２０ ４０７２

全校总水平 ７１７７ ４５．３０ ２０７７ １３．１０ ６３７５ ４０．２０ ２１３ １．４０ １５８４２

　　５０ｍ跑是测试人体的速度素质和灵敏素质，
是一个能体现快速跑能力和反应能力的体育项目。

表 ４是女生 ５０ｍ跑的测试结果，不及格者为
１５０％，成绩为良好者占 ２５．６０％，成绩优秀者为
１２４０％，其中大一、大二年级的良好率明显高于大
三、大四年级。表５是男生５０ｍ跑测试结果，不及
格者为１．３０％，成绩良好者为１３．１０％，成绩优秀
者为４５．３０％，其中大一、大二年级的优秀率远高于
大三、大四年级。从表４、表５可以看出，我校学生
５０ｍ跑的成绩整体较好。

我校５０ｍ跑测试是在水泥地面进行的，场地

条件不理想，但测试成绩整体较好，其中男生测试

成绩优秀率明显高于女生。导致女生跟男生差异

的原因可能是女生怕在测试时受伤，所以没有尽全

力跑有关。高年级学生身体素质比低年级学生素

质差，原因可能在于高年级未开设体育课，因为学

习和就业的压力，参与社团活动的时间比较少，缺

乏参与体育健身锻炼，这会直接导致速度、灵敏素

质下降。

３．爆发力素质成绩动态变化分析
表６、表７分别为２０１６年湖南工业大学学生立

定跳远测试结果。

表６　２０１６年湖南工业大学女生立定跳远测试结果

年级
优秀

人数 占比／％

良好

人数 占比／％

及格

人数 占比／％

不及格

人数 占比／％
总人数

２０１３级（大四） ４８ １．８０ １９５ ７．２０ １７５９ ６４．９０ ７０６ ２６．１０ ２７０８

２０１４级（大三） ６２ ２．２０ １９５ ６．９０ １８０１ ６４．３０ ７４５ ２６．６０ ２８０３

２０１５级（大二） ６５ ２．２０ ２１８ ７．５０ １９２１ ６６．５０ ６８６ ２３．８０ ２８９０

２０１６级（大一） ５５ １．９０ １８６ ６．４０ １８４１ ６３．１０ ８３６ ２８．６０ ２９１８

全校总水平 ２３０ ２．００ ７９４ ７．００ ７３２２ ６４．７０ ２９７３ ２６．３０ １１３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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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２０１６年湖南工业大学男生立定跳远测试结果

年级
优秀

人数 占比／％

良好

人数 占比／％

及格

人数 占比／％

不及格

人数 占比／％
总人数

２０１３级（大四） １９ ０．５０ １１２ ２．９０ ２１２５ ５５．９０ １５４５ ４０．７０ ３８０１

２０１４级（大三） ２７ ０．７０ １４１ ３．６０ ２２５６ ５７．２０ １５２１ ３８．５０ ３９４５

２０１５级（大二） １８ ０．４０ １４０ ３．５０ ２３７９ ５９．１０ １４８７ ３７．００ ４０２４

２０１６级（大一） ２０ ０．５０ １０８ ２．７０ ２２９０ ５６．２０ １６５４ ４０．６０ ４０７２

全校总水平 ８４ ０．５０ ５０１ ３．２０ ９０５０ ５７．１０ ６２０７ ３９．２０ １５８４２

　　立定跳远反映的是学生的下肢爆发力及身体
协调能力的发展水平，而下肢爆发力则是以腿部力

量为基础，综合反映下肢肌肉的力量和耐力情

况。［３］表６显示，我校２０１６年女生立定跳远测试不
及格者为２６．３０％，成绩为良好者占７．００％，成绩
为优秀者占２．００％，四个年级的成绩波动不大。表
７显示，男生立定跳远测试不及格者为３９．２０％，成
绩良好者为３．２０％，成绩优秀者仅占０．５０％。总
体情况来看，我校学生肌肉爆发力及身体协调能力

比较薄弱，且男生测试成绩整体低于女生。

我校立定跳远项目是在室内用跳远测试仪进

行测试的，因场地受限，学生没有做准备活动的地

方，这是影响学生成绩发挥的因素之一；同时因为

室内测试教室面积空间不大，摆放跳远测试仪后缓

冲的空间面积也较小，致使学生跳远技术动作难以

充分施展，这也影响了学生的跳远成绩。在测试过

程中我们还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没有掌握立定

跳远的技术动作，在测试时动作不协调，表现为不

会跳，成绩自然受到影响。

４．肌肉力量素质成绩动态变化分析
表８、表９分别为２０１６年湖南工业大学女生一

分钟仰卧起坐和男生引体向上测试结果。

表８　２０１６年湖南工业大学女生一分钟仰卧起坐测试结果

年级
优秀

人数 占比／％

良好

人数 占比／％

及格

人数 占比／％

不及格

人数 占比／％
总人数

２０１３级（大四） ５０ １．８０ ２４８ ９．２０ ２４０８ ８８．９０ ２ ０．１０ ２７０８
２０１４级（大三） ３８ １．４０ ２０７ ７．４０ ２５４１ ９０．６０ １７ ０．６０ ２８０３
２０１５级（大二） ７７ ２．７０ １０５ ３．６０ ２６８７ ９３．００ ２１ ０．７０ ２８９０
２０１６级（大一） ５０ １．７０ ６５０ ２．２０ ２６９２ ９２．３０ １１１ ３．８０ ２９１８
全校总水平 ２１５ １．９０ ６２５ ５．５０ １０３２８ ９１．３０ １５１ １．３０ １１３１９

表９　２０１６年湖南工业大学男生引体向上测试结果

年级
优秀

人数 占比／％

良好

人数 占比／％

及格

人数 占比／％

不及格

人数 占比／％
总人数

２０１３级（大四） ７４ ２．００ ７０ １．８０ ２０５７ ５４．１０ １６００ ４２．１０ ３８０１
２０１４级（大三） １６１ ４．１０ １２６ ３．２０ １７９２ ４５．４０ １８６６ ４７．３０ ３９４５
２０１５级（大二） １０７ ２．７０ ２０２ ５．００ ２４９０ ６１．９０ １２２５ ３０．４０ ４０２４
２０１６级（大一） ７２ １．８０ １６３ ４．００ ２４１７ ５９．４０ １４２０ ３４．８０ ４０７２
全校总水平 ４１４ ２．６０ ５６１ ３．５０ ８７５６ ５５．３０ ６１１１ ３８．６０ １５８４２

　　一分钟仰卧起坐和引体向上反映学生的肌肉
力量素质，而一分钟仰卧起坐反映女生核心区力

量，引体向上测试反映男生的上肢力量。表 ８显
示，我校女生的一分钟仰卧起坐成绩有９１．３０％集
中在及格区间，良好成绩以上者只占７．４％，整体合
格率虽高，但是成绩不理想。表中还显示从大一到

大四的总体成绩呈上升趋势，说明女生随年龄的增

长，越来越重视核心力量，而核心区素质与女生的

生理特征有着很大的关联，并且大四女生因为要走

上工作岗位，开始注重自己的身材，很多女生会在

寝室做腹部练习等，所以成绩有所提升。

表９显示，我校男生的上肢力量薄弱，整体不
合格率高达 ３８．６０％，成绩良好以上者仅占
６１０％，且从大一至大四的成绩呈波动下降趋势，
尤其大三学生下降最为明显。根据表９可知高年
级学生的上肢力量比低年级学生差，其原因有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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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方面：一是高年级学生升学或就业的压力加

重，容易忽视锻炼身体，锻炼时间减少；二是我校提

供给学生做引体向上练习的场地只有一处，位置比

较偏僻，且只有２副单杠可以使用。这也极大地限

制了学生锻炼，直接影响了测试成绩。

５．肺活量素质成绩动态变化分析
表１０、表１１分别为２０１６年湖南工业大学女生

和男生肺活量测试结果。

表１０　２０１６年湖南工业大学女生肺活量测试结果

年级
优秀

人数 占比／％

良好

人数 占比／％

及格

人数 占比／％

不及格

人数 占比／％
总人数

２０１３级（大四） １７９ ６．６１ ２４６ ９．０８ １８８１ ６９．４６ ４０２ １４．８５ ２７０８
２０１４级（大三） １８２ ６．４９ ２７１ ９．６７ １９８７ ７０．８９ ３６３ １２．９５ ２８０３
２０１５级（大二） １９０ ６．５８ ２８６ ９．８７ ２０９６ ７２．５５ ３１８ １１．００ ２８９０
２０１６级（大一） １９０ ６．５１ ２８３ ９．７０ ２０１０ ６８．８８ ４３５ １４．９１ ２９１８
全校总水平 ７４１ ６．５５ １０８６ ９．５９ ７９７４ ７０．４５ １５１８ １３．４１ １１３１９

表１１　２０１６年湖南工业大学男生肺活量测试结果

年级
优秀

人数 占比／％

良好

人数 占比／％

及格

人数 占比／％

不及格

人数 占比／％
总人数

２０１３级（大四） ２４６ ６．４７ ５３５ １４．０８ ２３９４ ６２．９８ ６２６ １６．４７ ３８０１
２０１４级（大三） ２４７ ６．２６ ４６６ １１．８１ ２４６６ ６２．５１ ７６６ １９．４２ ３９４５
２０１５级（大二） ２７０ ６．７１ ６３４ １５．７６ ２５０７ ６２．３０ ６１３ １５．２３ ４０２４
２０１６级（大一） ２６２ ６．４３ ５１８ １２．７２ ２５１０ ６１．６５ ７８２ １９．２０ ４０７２
全校总水平 １０２５ ６．４７ ２１５３ １３．５９ ９８７７ ６２．３５ ２７８７ １７．５９ １５８４２

　　肺活量是反映人体生理机能水平的重要指标
之一，是指一次呼吸的最大通气量，在一定意义上

反映呼吸机能的潜在能力。肺活量能充分反映胸

廓大小，肺部弹性以及呼吸肌的力量和身体锻炼水

平。肺活量检测数值偏低，说明机体摄氧能力和排

出废气的能力差，人体内部的氧供应就不充裕，机

体的一些工作就无法正常进行，所以肺活量在一定

范围内也影响着学生其他测试项目的成绩。表１０
数据显示的是我校女生肺活量测试结果，不及格者

为１３．４１％，成绩良好者为９．５９％，成绩优秀者为
６．５５％。我们从表１０中可以看出，女生各年级的
不及格率波动不大，大一年级不及格率稍高，大二

年级不及格率有所下降，大三、大四年级的不及格

率又逐渐上升。表 １１是我校男生肺活量测试结
果，不及格者为１７．５９％，成绩良好者为１３．５９％，
成绩优秀者占６．４７％。我们通过表１０与表１１的
比较发现，男生测试成绩不及格率比女生高，女生

测试成绩良好率比男生低；同时男女生的测试成绩

大部分都为及格等级，且各等级的比率都是按照及

格、不及格、良好，优秀的顺序逐渐降低。

在肺活量的测试中，我们发现新生对测量仪器

的使用熟练程度明显不如其他年级的学生，仪器的

使用不当，也影响学生测试的结果；我校没有为大

三、大四学生开设体育课，学生进行体育锻炼时间

减少，这是导致学生成绩明显降低的原因之一。

　　四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从以上湖南工业大学２０１６年学生体质健康测
试数据来看，在耐力、速度、爆发力与力量等几项身

体素质测试中，学生的耐力、爆发力与力量素质普遍

较差，其中，女生测试成绩最差的项目是立定跳远，

有２６．３％不及格；其次是８００ｍ跑项目，有１１．８３％
不及格；男生测试成绩最差的也是立定跳远项目，有

３６．７％不及格；再次是引体向上项目，有３８６％的不
及格；最后是１０００ｍ跑项目，有２７７６％的不及格。
男生整体测试成绩明显低于女生。

通过各年级之间的成绩比较发现：在耐力素质

方面，低年级成绩好于高年级，高年级成绩低于全

校整体水平，且差异较明显；在速度素质方面，从大

一年级到大四年级成绩波动下降，大三年级女生及

大三、大四年级男生成绩波动幅度较大且整体成绩

低于全校平均水平，尤其表现为优秀率大幅度下

降；在下肢爆发力方面，女生各年级成绩的差异不

明显，男生表现为大一、大四年级成绩低于大二、大

三年级成绩；在肌肉力量素质方面，女生核心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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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从低年级到高年级呈上升趋势，男生上肢力量则

是从低年级到高年级呈下降趋势，且下降幅度明

显。在肺活量方面，高年级学生的整体成绩低于低

年级学生，表明高年级学生的健康状况比低年级有

所下降。

因我校体育场地设施还在筹建中，场地器材条

件差，导致学生没有足够的场地设施练习，影响了

测试成绩，这是造成我校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成绩不

理想的主要原因。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部分学生没

有完全掌握相关的运动技术，加上学生对体质健康

测试的认识不深刻，测试中有敷衍行为，测试的成

绩难以准确反映学生身体素质情况。总之 ，我校

学生的健康整体状况不佳，男生身体素质比女生身

体素质差，高年级男生比低年级男生差，情况令人

堪忧。

（二）建议

１．加强对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增设体育锻炼
器材，保障学生的基本体育锻炼条件。男生练习引

体向上的单杠，全校只有２副，应尽快配置，让学生
有地方练习；同时还应改善测试环境，确保学生做

准备活动的空间，并在每个测试点张贴测试的注意

事项，让学生能够按照要求，穿适合的服装、鞋子参

与测试，尽量避免损伤并力争好成绩。

２．把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中规定的身体素质项
目纳入到体育课课堂教学内容中，让学生掌握相关

的技术动作和提升身体素质的锻炼方法。特别是

立定跳远的技术动作，建议第一个学期就纳入体育

课的教学内容，并做为考试项目，督促学生完全掌

握技术动作和进行课后自我练习。

３．利用多种宣传渠道，传播体育与健康知识，
让学生认识健康的重要性，及时公示学生的测试成

绩，让学生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也让各学院及时

掌握学生的情况，加强引导与督促，提高学生自主

锻炼的意识，培养学生参与锻炼习惯。

４．开展各级各类形式多样的课外体育锻炼与
竞赛活动，形成课内教学与课外指导相结合，增加

学生健身锻炼的时间与机会，增强锻炼效果，全面

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改善体质健康水平。［４］

５．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不达到合格标准的
学生不予毕业，督促高年级学生重视测试，加强自

我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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