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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大学生体质状况的调查与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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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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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通过对苏北大学生的身体形态结构

、

生理机能和 身体素质指标的测试
,

并进行跟踪调

查与研究
,

得出了苏北大学生体质状况的变化规律
,

提出了苏北高校体育教育改革的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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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
,

世界各国将面临

高素质人才的竞争
。

体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
,

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的重要方面
。

当前

在全国实施大学生素质教育过程中
,

增强大学生

体质是实施整体素质教育的物质基础
。

大学生必

须具备健康的体魄和 良好的心理状态
,

才能顺利

完成学业
,

成为合格的人才
。

本文以盐城工学院

和盐城师范学院为例
,

对苏北高校大学生体质现

状进行抽样调查
,

并通过测试跟踪对比研究
,

初步

探讨苏北大学生体质变化规律
,

为高校体育教学

改革提供依据和对策
。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
.

1 研究对象

199 6 年 9 月 一 19 99 年 5 月期间
,

对盐城工学

院 (男生 150 人
,

女生 40 人 )和盐城师范学院 (男

生 150 人
,

女生 40 人 ) 96 级 38 0 名男女大学生进

行身体形态
、

生理机能和身体素质 (达标项 目 )有

关指标的连续测试
。

1
.

2 研究方法

1
.

2
.

1 汉日试指标

身体形态指标有身高
、

体重和胸围 ;身体机能

指标有肺活量
、

台阶指数
、

心率 ;身体素质指标有

5 0 m 跑
、

8的 m 跑 (女 )
、

10以) m 跑 (男 )
、

立定跳远
、

仰卧起坐 (女 )
、

引体向上 (男 )
。

1
.

2
.

2 测试方法

按 19 85 年 《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查研究检

测细则》规定方法进行
。

1
.

2
.

3 测试人员

两院部分体育教师
。

1
.

2
.

4 统计方法

将两院部分体育教师测试的资料进行收集
、

分析
、

统计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结果

具体结果见表 l
、

表 2
、

表 3
。

2
.

1
.

1 身体形 态

从表 1 可以看 出苏北男女大学生身体形态指

标随人学年限延长而增加
,

其中女生 3 项指标平

均值起点较高
,

逐年增长幅度平缓 ;男生 3项指标

平均值起点较低
,

逐年增长幅度较大
。

2
.

1
.

2 生理机能

从表 2
、

表 3 可以看出
,

苏北男女大学生生理

机能呈
“
上升— 下降

”

趋势
,

即第一学年到第二

学年男女大学生脉博
、

肺活量与台阶试验指标呈

上升趋势
,

学年之间 3 项生理指标存在非常显著

性差异
。

第三学年 3 项生理指标平均值低于第二

学年 3 项生理指标平均值
,

并存在非常显著性差

异
。

2
.

1
.

3 身体素质

从表 4 可以看 出
,

3 年间第一学年与第三学

年苏北大学生 3 项身体素质指标均值比全国大学

生三项身体素质指标均值低
,

并存在非常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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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

而第二学年
,

前者比后者身体素质均值低
,

但没有显著性差异
。

表 1 苏北大学生身体形态跟踪测试分析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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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苏北大学生与全国大学生身体素质对照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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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析

苏北高校一年级开设普通体育课
,

教学 内容

比较全面
。

根据新生特点
,

在体育课中加强了全

面的身体素质训练
,

使学生身体机能得到了改善
。

第二学年开设选项体育课
,

加强了有关专项的身

体素质训练
,

学生身体素质水平比第一学年有所

提高
。

从课外体育活动来看
,

也是正常的
,

坚持早

操与课外体育活动制度
,

基本上保证学生每天一

小时的体育活动时间
。

因此
,

学生体质各项指标

均值呈逐年提高趋势
。

但是到 了三年级
,

学生某

些体质指标均值呈下降趋势
。

这是因为
:
第一

,

课

程因素
。

苏北高校一般大学三年级不开设体育

课
,

失去了体育课约束与指导机制的作用
。

第二
,

体育意识因素
。

学生 自觉锻炼身体的意识比较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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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
,

许多学生未能把 自觉参加体育锻炼同自身职

业需要结合起来
,

缺乏 内在驱动力
。

第三
,

环境因

素
。

营造校园体育文化氛围的工作缺乏活力
。

3 结论与建议

3
.

1 结论

苏北高校大学生从一年级到二年级体质指标

均值有明显提高
,

但均低 于全国大学生体质指标

均值
。

一
、

二
、

三学年 比较
,

学生第三学年的机 能

和素质水平呈现下降趋势
。

3
.

2 建议

3
.

2
.

1 加 强体育课程建设

要延长大学生体育课程学习时间
,

适当增加

体育学分
。

三
、

四年级继续开设体育选修课
,

或者

采用大学生体育俱乐部形式
,

吸引大学生坚持参

加体育锻炼
,

培养自我锻炼的能力与习惯
。

3
.

2
.

2 加强健康教育
,

树立大学生终身体育意识

对大学生的健康教育
,

不仅是大学学习生 活

的需要
,

要重要的是社会的需要
。

人体的健康包

括人体生理
、

心理和适应社会等因素
。

但大学 生

中
“

无病即等于健康
”
的错误观念还有 一定

“

市

场
” ,

要通过体育理论课增加健康教育内容
,

开展

大学生体育心理与心理健康咨询活动
,

加强健康

教育宣传工作等
,

纠正上述错误观念
,

使大学生充

分认识到身体健康的重要意义
。

把保持健康的体

格同适应未来知识经济社会的需要结合起来
,

同

树立终身体育观念结合起来
,

并在提高体育与健

康认识的基础上
,

付诸于行 动
,

不 断增强 自身体

质
,

提高健康水平
。

3
.

2
.

3 拓宽渠道增加体育经费投入

目前
,

苏北大部分高校
,

由于经费不足
,

体育

场地器材数量严重缺乏
,

现有器材设备质量也不

高
。

改善体育场地器材条件是开展高校体育各项

活动的基础
。

尤其是修建比较实用的室内运动场

地与设施显得十分必要
。

苏北高校一方面要拓宽

渠道加大经费投人
,

改善运动场地设施条件
,

另一

方面也要考虑新建成的运动场地设备的使用率和

社会效益
。

只有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
,

才能充分

发挥运动场地设施的积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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