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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河南省高校学生身体素质状况 １９８５—２０１０ 年间变化趋势ꎬ为科学开展学校体育卫生工作提供依

据ꎮ 方法　 利用河南省 １９８５—２０１０ 年 ６ 次全国体质健康调研数据ꎬ选取 １４ ５４５ 名 １９~２２ 岁在校大学生作为对象ꎬ以 ５０ ｍ
跑、立定跳远、女生 １ ｍｉｎ 仰卧起坐 /男生引体向上、女生 ８００ ｍ /男生 １ ０００ ｍ 跑为指标分析身体素质 ２５ ａ 来的变化情况ꎮ
结果　 ５０ ｍ 跑男生平均下降 ０.６ ｓꎬ乡村女生下降 ０.７ ｓꎬ城市女生下降 ０.８ ｓꎻ立定跳远城乡男生分别提高 ４.７ꎬ８.７ ｃｍꎬ城乡

女生分别提高 ３.０ꎬ６.９ ｃｍꎻ城乡男生引体向上分别下降 ２.９ꎬ３.１ 次ꎬ城乡女生 １ ｍｉｎ 仰卧起坐分别提高 １.８ꎬ３.８ 次ꎻ城乡男生

１ ０００ ｍ 跑分别下降 １９.５ꎬ３０.１ ｓꎬ城乡女生 ８００ ｍ 跑分别下降 １５.３ꎬ２４.１ ｓꎮ 结论　 １９８５—２０１０ 年河南省高校学生身体素质

指标水平降多升少ꎬ下肢爆发力水平提升ꎬ速度、耐力等素质呈下降趋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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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为体育教学及青少年健康ꎮ

　 　 大学生身体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民整体

体质水平状况ꎮ 高校作为人才培育基地ꎬ要从国家战

略发展角度认识大学生体质健康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１－２]ꎮ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进步与发展和人民生活

水平的不断提高ꎬ大学生在身体健康状况持续改善的

同时ꎬ耐力、速度、力量素质呈现下降趋势ꎬ必须引起

高度重视[３－４]ꎮ 本文旨在通过对河南省高校学生 ２５ ａ
来体质健康调研资料的分析ꎬ了解高校学生身体素质

的现况、变化趋势及存在问题ꎬ探索促进学生体质健

康状况的针对性干预措施ꎬ为科学开展学校体育卫生

工作提供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选取河南省 １９８５ 年、１９９１ 年、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５ 年、２０１０ 年 ６ 次全国体质健康调研资料

中的 １９~２２ 岁在校大学生作为对象ꎬ共 １４ ５４５ 名ꎮ 其

中 １９８５ 年调查学生 ２ １１１ 名ꎬ１９９１ 年 ２ ９２９ 名ꎬ１９９５
年 ８０４ 名ꎬ２０００ 年 ２ ０５７ 名ꎬ２０１５ 年 ３ ８２９ 名ꎬ２０１０ 年

２ ８１５ 名ꎮ
１.２　 方法　 选择 ５０ ｍ 跑、立定跳远、女生 １ ｍｉｎ 仰卧

起坐 /男生引体向上、女生 ８００ ｍ /男生 １ ０００ ｍ ４ 项

身体素质指标进行统计分析ꎮ 各项指标检测及质量

控制均严格按照 “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工作手

册” [５]要求进行ꎬ所用器材为全省统一配置ꎬ测量误差

控制在允许范围之内ꎮ 采用 ２０１０ 年国家统一制定的

体质调研问卷的学生问卷部分ꎬ统一在课堂期间填写

问卷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历次检测数据均采用全国学生体

质健康调研指定的数据录入系统进行录入ꎮ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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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ＳＳ １２.０ 进行数据整理与分析ꎮ

２　 结果

２.１　 速度素质 　 １９８５—２０１０ 年间ꎬ１９ ~ ２２ 岁大学生

无论城乡男女ꎬ５０ ｍ 跑平均成绩总体呈下降趋势ꎮ 城

市和乡村男生平均成绩下降了 ０.６ ｓꎬ城市女生平均成

绩下降了 ０.８ ｓꎬ乡村女生平均成绩下降 ０.７ ｓꎬ女生降

幅大于男生ꎮ
　 　 由图 １ 可见ꎬ２５ ａ 来河南省大学生速度素质变化

为前 １０ ａ 城乡男生和乡村女生平均成绩均有所提高ꎻ
中间 １０ ａ 城乡男、女生成绩均普遍下降ꎻ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呈明显下降趋势ꎮ

图 １　 河南省高校学生 １９８５—２０１０ 年 ５０ ｍ 跑成绩变化趋势

２.２　 下肢爆发力 　 １９８５—２０１０ 年间ꎬ１９ ~ ２２ 岁大学

生无论城乡男女生立定跳远成绩均有较大幅度的提

高ꎮ 城市和乡村男生分别提高 ４.７ 和 ８.７ ｃｍꎬ城市和

乡村女生分别提高 ３.０ 和 ６.９ ｃｍꎬ乡村学生提高幅度

大于城市ꎮ
由图 ２ 可见ꎬ２５ ａ 来河南省大学生下肢爆发力水

平有所提升ꎮ 前 １０ ａ 除城市女生成绩有所下降外ꎬ其
他均上升ꎻ中间 １０ ａ 男生成绩下降ꎬ但女生成绩有所

提高ꎻ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无论城乡男女ꎬ成绩均上升ꎮ

图 ２　 河南省高校学生 １９８５—２０１０ 年立定跳远成绩变化趋势

２.３　 力量素质 　 男生 １９８５—２０１０ 年 ２５ ａ 间 １９ ~ ２２
岁大学生力量素质平均水平有升有降ꎬ城市、乡村男

生引体向上分别下降 ２.９ 和 ３.１ 次ꎬ城市、乡村女生 １
ｍｉｎ 仰卧起坐分别上升 １.８ 和 ３.８ 次ꎮ

由图 ３~４ 可知ꎬ前 １０ ａ 城乡男、女生力量素质水

平均有提高ꎻ中间 １０ ａ 城乡男生力量素质水平下降但

女生有所提高ꎻ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无论城乡男女ꎬ力量素

质水平均下降ꎮ

图 ３　 河南省高校 １９８５—２０１０ 年男生引体向上成绩变化趋势

图 ４　 河南省高校 １９８５—２０１０ 年女生仰卧起坐成绩变化趋势

２.４　 耐力素质　 １９８５—２０１０ 年间ꎬ男生 １ ０００ ｍ 跑、
女生 ８００ ｍ 跑平均水平均有所下降ꎬ城、乡男生成绩分

别下降 １９. ５ 和 ３０. １ ｓꎬ城、乡女生分别下降 １５. ３ 和

２４.１ ｓꎬ乡村学生耐力素质下降幅度大于城市学生ꎮ
图 ５~６ 可见ꎬ２５ ａ 来河南省大学生耐力素质变化

趋势城乡学生明显不同:城市男生平均成绩经过了一

个提升、下降之后近期呈上升趋势ꎻ城市女生前 ２０ ａ
持续下降ꎬ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间水平有所提高ꎻ而乡村男、
女学生 ２５ ａ 间呈持续下降趋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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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河南省高校 １９８５—２０１０ 年男生 １ ０００ ｍ 跑成绩变化趋势

图 ６　 河南省高校 １９８５—２０１０ 年女生 ８００ ｍ 跑成绩变化趋势

３　 讨论

通过对 １９８５—２０１０ 年河南省高校学生 ５０ ｍ 跑、
立定跳远、引体向上、１ ｍｉｎ 仰卧起坐、耐力跑(男生

１ ０００ ｍ、女生 ８００ ｍ)等指标进行分析可以看出ꎬ大学

生速度素质水平呈下降趋势ꎬ下肢爆发力水平全面提

升ꎬ力量(上肢力量和腰腹部力量)和耐力素质也呈下

降趋势ꎮ 分段分析结果表明ꎬ１９８５—１９９５ 年各项素质

指标多呈增长趋势ꎻ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各素质指标多呈现

下降趋势ꎬ甚至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ꎻ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下肢爆发力指标的素质水平明显上升ꎬ城市学生耐

力指标略有上升ꎬ其他各项指标仍下降ꎬ但下降趋势

有所减缓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大学生的速度、力量和耐

力素质水平 ２５ ａ 来明显下降ꎮ 有研究发现ꎬ中小学生

的身体素质指标也呈普遍下降现象[４－５]ꎬ应该引起全

社会的高度重视ꎮ
引起学生体质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ꎬ学生的耐

力等素质水平下降的关键在于体育锻炼不足[６－７]ꎬ客
观上有学校体育投入不足ꎬ体育场地、器材设施短缺ꎬ
学校体育教学内容和时间、体育活动安排问题等原

因[８－９]ꎻ主观上有学生缺乏体育锻炼意识和习惯ꎬ缺乏

刻苦锻炼的毅力等原因[１０－１１]ꎮ 本次问卷调查的结果

显示 ３１. ４％ 的大学生最近 １ 周没有上过体育课ꎬ
４２.０％的大学生平均每天用于体育锻炼的时间不足 ３０

ｍｉｎꎬ２１.５％的大学生认为同学不积极参加体育活动的

原因是怕累、怕吃苦ꎬ２６.６％的大学生没有养成参加体

育锻炼的习惯ꎬ３３.２％的大学生在业余时间里不喜欢

参加体育活动ꎬ４２.４％的学生喜欢篮球、足球以及羽毛

球、兵乓球等球类运动ꎮ 对于能很好提高心肺功能培

养意志的长跑锻炼ꎬ只有 ５.８％的学生选择了长距离

跑ꎻ在问到是否愿意参加长跑锻炼时 １８％的大学生表

示不愿意ꎬ４.７％表示非常不愿意ꎮ
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生活方式的改变及社

会竞争压力的加大ꎬ高校课业负担过重、睡眠不足、精
神紧张也是影响学生健康不可忽视的原因ꎮ 本次问

卷调查还显示ꎬ５２.６％的学生每天睡眠不足 ７ ｈꎬ７４.６％
的学生有时喝牛奶ꎬ还有 ９.９％的学生从来不喝牛奶ꎬ
５０.４％的学生每周只吃 １~２ 次鸡蛋ꎮ 目前大学生中普

遍存在的超重、肥胖现象对于心肺功能和运动素质产

生明显的负面影响[１２－１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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