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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锻炼是促进学生身体健康积极有效的手段ꎬ
对其认知能力和学业成绩有着良好的改善作用[１] ꎬ对

促进身心发展、早期预防成年期慢性病也有着重要意

义[２] ꎮ 在当前“精准扶贫”不断推进的背景下ꎬ农村青

少年的健康成长应受到更多的关注与重视[３] ꎮ 苏北

农村是江苏省经济较不发达的地区ꎬ在“精准扶贫”视

域下研究此地区青少年的健康状况有着重要意义ꎮ
本研究通过调查江苏省苏北农村青少年体育锻炼的

现状ꎬ探究农村中小学生体育锻炼参与行为的影响因

素ꎬ为促进江苏省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提供参考ꎮ

１１８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第 ４１ 卷第 １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１２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９ 年 ９—１０ 月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

样方法ꎬ以江苏省苏北地区徐州市、连云港市、淮安

市、宿迁市等 ４ 座城市的 １５ 个乡镇 １９ 所农村中小学

生为研究对象ꎮ 样本量计算依据:总体规模 １０ 万人以

上ꎬ抽样比 １％以下[４] ꎬ按估计的相对误差不超过 ５％
的相对精度确定样本总量[５] ꎬ至少需要调查 ３ ４５８ 名

学生ꎬ为确保样本的精度ꎬ样本量增加至 ３ ８００ 名学

生ꎮ 发放问卷 ３ ８００ 份ꎬ有效问卷 ３ ５９７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５.１６％ꎬ其中男生 １ ９３１ 名ꎬ女生 １ ６６６ 名ꎻ小学生

１ ７０５名ꎬ初中生 １ ０１３ 名ꎬ高中生 ８７９ 名ꎮ
１.２　 方法　 使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进行调查ꎬ问卷的设

计参考文献[６－７]ꎬ主要内容有:(１)学生基本情况ꎬ
包括性别、年级等ꎻ(２)体育锻炼状况ꎬ包括体育课、大
课间、课外体育活动、体育锻炼时间、参与体育培训班

等ꎻ(３)影响学生体育锻炼因素ꎬ包括课程内容是否缺

乏趣味性、是否喜欢体育教师或其授课方式、是否缺

乏体育场地或器材、家长是否支持、是否缺乏校外体

育专业辅导、体育成绩好坏是否影响在校的评优和进

步等ꎮ 该问卷经预调查和信效度检验后定稿ꎬ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１ꎮ 调查问卷设计了知情同意书ꎬ同
意者继续填写问卷ꎬ不同意者中止调查ꎮ 调查采用现

场发放ꎬ集中组织学生填写ꎬ当场回收的方式进行ꎮ
本研究将每周参与体育锻炼≥３ 次且平均每天体

育锻炼时间≥６０ ｍｉｎ 的学生定义为经常参与体育锻

炼ꎬ其余界定为不经常参与体育锻炼[８－９] ꎮ
１.３　 质量控制　 在调查前制定调研手册ꎬ同时对调研

人员进行培训ꎬ研究对象以班级为单位填写问卷ꎬ对
回收的问卷进行编号整理ꎬ 剔除有明显逻辑错误

问卷ꎮ
１.４　 统计分析　 运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录入问卷ꎬ采用 ＳＡＳ
ＪＭＰ １４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ꎮ 不同性别、学段间体育锻

炼行为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对学生体育锻炼影响因素进

行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性别、学段中小学生体育锻炼现状比较　 调

查结果显示ꎬ学生每周体育课课时数≥３ 节的报告率

仅有 ３７.６％ꎬ每周参与课外体育锻炼次数≥３ 次的占

２３.６％ꎬ每天参与体育锻炼时间≥１ ｈ 的占 １４.１％ꎬ已
掌握运动项目技能≥３ 项的占 ２７.１％ꎬ参加大课间体

育活动的占 ７２. ０％ꎬ参加课余体育项目培训班的有

２３.７％ꎮ 进一步统计分析表明ꎬ在每周参加课外体育

活动和已掌握运动项目技能上ꎬ性别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每周参加体育课节数、每周参与

课外体育活动次数、每天参加体育锻炼时间、是否参

加大课间体育活动、是否参加课余体育项目培训班、
已掌握运动项目技能各学段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性别、学段中小学生体育锻炼参与行为比较

组别 选项 人数 统计值
每周参加体育课 / 节

≥３ ２ １ ０
每周参加课外体育活动 / 次

≥３ ２ １ ０
参加大课间体育活动

是 否
性别 男 １ ９３１ ７４７(３８.７) ７７６(４０.２) １９３(１０.０) ２１５(１１.１) ４３６(２２.６) ６０５(３１.３) ５２７(２７.３) ３６３(１８.８) １ ３８１(７１.５) ５５０(２８.５)

女 １ ６６６ ６０５(３６.３) ６７７(４０.６) ２０１(１２.１) １８３(１１.０) ４１４(２４.９) ４８９(２９.３) ５０４(３０.３) ２５９(１５.５) １ ２１０(７２.６) ４５６(２７.４)
χ２ 值 ４.８９ １１.３４ ０.５５
Ｐ 值 ０.１８ ０.０１ ０.４６

学段 小学 １ ７０５ １ ００７(５９.１) ３２３(１８.９) ４１(２.４) ３３４(１９.６) ３２６(１９.１) ４１１(２４.１) ５９０(３４.６) ３７８(２２.２) １ ００１(５８.７) ７０４(４１.３)
初中 １ ０１３ ３２６(３２.２) ５０６(４９.９) １５７(１５.５) ２４(２.４) ３０７(３０.３) ２９８(２９.４) ２５３(２５.０) １５５(１３.３) ８３３(８２.２) １８０(１７.８)
高中 ８７９ １９(２.２) ６２４(８０.０) １９６(２２.３) ４０(４.５) ２１７(２４.７) ３８５(４３.８) １８８(２１.４) ８９(１０.１) ７５７(８６.１) １２２(１３.９)

χ２ 值 １ ６２９.６４ ２００.７１ ２９５.９１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合计 ３ ５９７ １ ３５２(３７.６) １ ４５３(４０.４) ３９４(１０.９) ３９８(１１.１) ８５０(２３.６) １ ０９４(３０.４) １ ０３１(２８.７) ６２２(１７.３) ２ ５９１(７２.０) １ ００６(２８.０)

组别 选项 人数 统计值
每天参加体育锻炼时间 / ｍｉｎ

≥６０ ３０~ <６０ <３０ ０
已掌握运动项目技能 / 项

０ １ ２ ≥３
参加课余体育项目培训班

是 否
性别 男 １ ９３１ ２８３(１４.７) ９１８(４７.５) ７２７(３７.６) ３(０.２) ４２７(２２.１) ６８０(３５.２) ２６６(１３.８) ５５８(２８.９) ４７８(２４.８) １４５３(７５.２)

女 １ ６６６ ２２７(１３.６) ７７８(４６.７) ６５８(３９.５) ３(０.２) ３６９(２２.２) ５９２(３５.５) ２９０(１７.４) ４１５(２４.９) ３７４(２２.４) １２９２(７７.６)
χ２ 值 １.６３ １２.９１ ２.６３
Ｐ 值 ０.６５ ０.０１ ０.１１

学段 小学 １ ７０５ ２６７(１５.７) ９６３(５６.５) ４６９(２７.５) ６(０.３) ４７６(２７.９) ５０３(２９.５) ３１０(１８.２) ４１６(２４.４) ６１３(３５.９) １ ０９２(６４.１)
初中 １ ０１３ ２０７(２０.４) ４５４(４４.８) ３５２(３４.７) ０ １８６(１８.３) ３１５(３１.１) １４６(１４.４) ３６６(３６.１) ２０２(１９.９) ８１１(８０.１)
高中 ８７９ ３６(４.１) ２７９(３１.７) ５６４(６４.２) ０ １３４(１５.２) ４５４(５１.７) １００(１１.４) １９１(２１.７) ３７(４.２) ８４２(９５.８)

χ２ 值 ３９３.０９ １９３.８０ ３９２.０４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合计 ３ ５９７ ５１０(１４.１) １ ６９６(４７.２) １ ３８５(３８.５) ６(０.２) ７９６(２２.１) １ ２７２(３５.３) ５５６(１５.５) ９７３(２７.１) ８５２(２３.７) ２ ７４５(７６.３)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２　 不同性别、学段中小学生不喜欢体育锻炼原因比

较　 结果显示ꎬ认为体育课程内容缺乏趣味性的报告

率有 ３５. ７％ꎬ 不喜欢体育教师或其授课方式的有

１７.０％ꎬ缺乏体育场地或器材的有 ２８.６％ꎬ家长不支持

的有 ８.４％ꎬ缺乏校外体育专业辅导的有 ３８.２％ꎬ体育

成绩好坏不影响在校评优和进步的有 １８.１％ꎮ 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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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师或其授课方式、缺乏体育场地或器材、家长

不支持、缺乏校外体育专业辅导、体育成绩好坏不影

响在校的评优和进步等影响因素均学段间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不同性别、学段中小学生不喜欢体育锻炼原因比较

组别 选项 人数 统计值
课程内容

缺乏趣味性

不喜欢体育教

师或其授课方式

缺乏体育

场地或器材

家长

不支持

缺乏校外体

育专业辅导

体育成绩好坏不

影响在校评优和进步
性别 男　 １ ９３１ ６６５(３４.５) ３４４(１７.８) ５６３(２９.１) １６７(８.６) ７２０(３７.３) ３３８(１７.５)

女　 １ ６６６ ６２１(３７.２) ２６８(１６.１) ４６５(２７.９) １３６(８.１) ６５５(３９.３) ３１４(１８.８)
χ２ 值 ３.１０ １.９０ ０.６８ ０.２７ １.５６ １.０９
Ｐ 值 ０.０８ ０.１７ ０.４１ ０.６０ ０.２１ ０.３０

学段 小学 １ ７０５ ６２５(２６.６) ３４３(２０.１) ５７８(３３.９) １６４(９.６) ６２４(３６.６) ３１１(１８.３)
初中 １ ０１３ ３３３(３２.９) １７８(１７.６) １７４(１７.２) ７２(７.１) ４５８(４５.２) １２９(１２.７)
高中 ８７９ ３２８(３７.３) ９１(１０.４) ２７６(３１.４) ６７(７.６) ２９３(３３.３) ２１２(２４.１)

χ２ 值 ５.２４ ４２.６１ ９７.６０ ６.１８ ３１.５３ ４１.３９
Ｐ 值 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合计 ３ ５９７ １ ２８６(３５.７) ６１２(１７.０) １ ０２８(２８.６) ３０３(８.４) １ ３７５(３８.２) ６５２(１８.１)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２.３　 中小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以

是否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经常 ＝ １ꎬ不经常 ＝ ０)为因变

量ꎬ以性别(男＝ １ꎬ女＝ ２)、学段(小学 ＝ １ꎬ初中 ＝ ２ꎬ高
中＝ ３)、体育课程内容缺乏趣味性(是 ＝ １ꎬ否 ＝ ０)、不
喜欢体育教师或其授课方式 (是 ＝ １ꎬ否 ＝ ０)、缺乏体

育场地或器材(是＝ １ꎬ否 ＝ ０)、家长不支持(是 ＝ １ꎬ否

＝ ０)、缺乏校外体育专业辅导(是 ＝ １ꎬ否 ＝ ０)、体育成

绩好坏不影响在校评优和进步(是 ＝ １ꎬ否 ＝ ０)为自变

量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结果显示ꎬ性别、学段、不喜

欢体育教师或其授课方式和缺乏校外体育专业辅导

是影响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因素(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

表 ３ꎮ

表 ３　 中小学生体育锻炼参与行为影响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３ ５９７)

自变量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性别 ０.１２ ０.０４ ６.６０ ０.０１ １.２６(１.０６ ~ １.５０)
学段 －０.６３ ０.１１ ３３.５４ <０.０１ ０.５３(０.４３ ~ ０.６６)
体育课程内容缺乏趣味性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８１ １.０２(０.８５ ~ １.２２)
不喜欢体育教师或其授课方式 －０.３１ ０.０５ ３３.９１ <０.０１ １.８５(１.５０ ~ ２.２７)
缺乏体育场地或器材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２６ ０.６１ １.０５(０.８７ ~ １.２７)
家长不支持 －０.０３ ０.０８ ０.１７ ０.６８ １.０７(０.７８ ~ １.４５)
缺乏校外体育专业辅导 －０.２０ ０.０５ １８.６２ <０.０１ １.５１(１.２５ ~ １.８１)
体育成绩好坏不影响在校评优和进步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８９ ０.３４ １.１１(０.８９ ~ １.３８)

３　 讨论

体育锻炼是中小学生健康促进的重要手段ꎮ 国

务院颁发的«学校体育工作条例» ( ２０１７ 修订) 强调

“普通中小学校每天应当安排课间操ꎬ每周安排 ３ 次

以上课外体育活动ꎬ保证学生每天有 １ ｈ 体育活动的

时间(含体育课)” [１０] ꎮ 但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ꎬ苏北

农村青少年的体育锻炼状况不容乐观ꎬ与«学校体育

工作条例»要求相差甚远ꎬ且中小学生每周上体育课

课时数超过 ３ 次和掌握的运动技能 ３ 项以上的报告

率ꎬ均低于前期江苏省中小学生的报告率[１１] ꎮ 本研究

发现在每周参加课外活动次数和已掌握运动项目技

能上ꎬ男生优于女生ꎬ存在性别差异ꎬ与男女生在体育

锻炼上的认知不同有关[１２] ꎮ 提示苏北农村中小学女
生的体育锻炼状况要引起重视ꎮ 每周参与体育课次

数、每周参与课外体育活动次数、每天参与体育锻炼

时间、是否参加大课间体育活动、是否参加课余体育

项目培训班、已经掌握的运动项目技能上均存在学段

差异ꎬ小学、初中学段要好于高中ꎬ与章建成等[１３] 的研

究结果一致ꎬ可能与学生高中面临高考压力ꎬ专注于

文化课程学习ꎬ对健康的重要性以及体育锻炼有益于

健康的认识不足有关[１４] ꎮ 另外ꎬ调查中还发现小学阶

段学生未参与体育课、课外体育活动、大课间活动的

人数高于初中和高中阶段ꎬ与小学的部分同学认为体

育课是浪费时间[１５] ꎬ以及大课间体育活动形式过于固
定ꎬ对于小学生来说缺乏吸引力有关[１６] ꎮ 在已掌握运
动的技能为零项数上ꎬ初中阶段的学生高于小学与高

中阶段的学生人数ꎬ与初中生因重视中考体育项目锻

炼而忽略了运动技能的学习及多数家长对体育的理

解不到位有关[１７] ꎮ
本研究结果发现苏北农村中小学生不喜欢体育

锻炼原因报告率最高的是缺乏校外体育专业辅导ꎬ而
且存在学段差异ꎬ初中生高于小学、高中学生ꎬ可能与

初中体育成绩纳入中考择校有关ꎬ初中学段的学生在

体育专业技能知识方面除了渴望得到校内体育教学

习得外ꎬ也渴望得到在校外专业机构的辅导ꎬ以此提

高自身的体育技能ꎮ 另外ꎬ课程缺乏趣味性和缺乏场

地器材也是苏北农村中小学生不喜欢体育锻炼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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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较高的原因ꎮ 进一步研究发现ꎬ影响苏北农村中小

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原因中高中生认为体育课缺乏

趣味性的报告率高于小学、初中学段学生ꎬ表明高中

生对体育课质量要求高ꎮ 小学生认为缺乏场地器材

的报告率高于初高中学段学生ꎬ表明苏北农村小学的

体育设施匮乏ꎬ体育场地器材是学校体育工作的最重

要保障[１８] ꎬ影响学生体育活动的参与ꎬ应拓宽筹资渠

道ꎬ增加农村学校体育经费的投入ꎬ加大对农村学校

体育设施的扶持力[１９] ꎬ改善苏北地区农村学校体育的

办学条件ꎮ
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ꎬ影响苏北农

村学生体育锻炼因素分别是性别、学段、不喜欢体育

教师或其授课方式、缺乏课外体育辅导等因素ꎮ 说明

女生在参与体育锻炼中处于弱势地位ꎬ与丁小燕等[２０]

的研究结果相似ꎬ因此要对苏北农村女学生进行健康

教育与体育行为疏导ꎬ鼓励其增加每日体育锻炼量ꎮ
随着年级的升高ꎬ学业压力增大ꎬ学生的体育锻炼减

少ꎬ农村高中学生的体育锻炼应是关注的焦点ꎮ 尤其

在农村健康教育课程没有完全开设的情况下[２１] ꎬ体育

教师教学水平及授课方式直接影响学生的体育锻炼

态度和行为ꎬ进而影响学生健康教育的效果ꎮ 研究发

现缺乏课外体育辅导是影响苏北农村中小学生的因

素ꎬ可能是由于农村学校体育锻炼无法满足中小学学

生体育个性化需求ꎬ进而想在校外寻求体育服务ꎬ青
少年校外体育专业辅导是对学校体育教育进行的有

益补充ꎬ是增强学生体质行之有效的手段[２２] ꎮ 校外体

育具有自主性、服务性、趣味性、公益性等特点[２３] ꎬ教
学内容不受限制ꎬ可能是学生喜欢的原因ꎮ 有学者认

为ꎬ通过指导性校外体育锻炼不仅能够更好地改善青

少年的身体形态及身体素质ꎬ还能更好地培养青少年

吃苦耐劳、团结协作和竞技精神[２４] ꎮ
综上所述ꎬ江苏省苏北农村中小学生体育锻炼状

况不容乐观ꎬ影响其锻炼的因素涉及性别、学校体育、
家庭体育、社会体育服务等ꎮ 建议苏北农村中小学生

健康教育的促进ꎬ首先要从体育教师入手ꎬ提升体育

教师教学能力ꎬ体育教师的教学水平影响着体育教学

效果ꎬ对学生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有着良好的促进作

用ꎮ 第二ꎬ提高学校体育课程教学内容的质量ꎬ针对

中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女生的心理特征ꎬ精心进行体

育课程教学设计ꎬ促进学生在运动中积极思考ꎮ 第

三ꎬ提升农村学生家长对体育锻炼的认知水平ꎬ助力

学生积极参与体育锻炼ꎮ 第四ꎬ建议政府与教育行政

管理部门关注农村地区校外体育辅导机构的扶持ꎬ共
同培养学生的体育锻炼兴趣ꎮ 总之ꎬ学生体育锻炼行

为习惯的养成离不开学校、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影响ꎬ
需共同促进农村中小学生健康教育持续开展ꎮ

４　 参考文献

[１] 　 方黎明.体育锻炼对青少年认知能力和学业成绩的影响[ Ｊ] .体育

科学ꎬ２０２０ꎬ４０(４):３５－４１.
[２] 　 杨科.精准扶贫视域下河南农村贫困地区青少年健康有关危险行

为状况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Ｊ] .中国健康教育ꎬ２０１８ꎬ３４( １０):
９２９－９３２.

[３] 　 徐寰宇ꎬ苏畅ꎬ殷菲ꎬ等.健康行动过程取向模型在四川省农村青

少年体育锻炼中的适用性探索[Ｊ] .现代预防医学ꎬ２０１８ꎬ４５(１２):
２２００ꎬ２２０５.

[４] 　 袁建文ꎬ李科研.关于样本量计算方法的比较研究[ Ｊ] .统计与决

策ꎬ２０１３(１):２２－２５.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４６ / ｊ.ｃｎｋｉ.ｔｊｙｊｃ.２０１３.０１.００２.
[５] 　 朱红兵.问卷调查及统计分析方法:基于 ＳＰＳＳ[ Ｍ].北京:电子工

业出版社ꎬ２０１９:２５－２６.
[６] 　 陆爱发ꎬ高艳丽.上海市小学生参与校外体育活动调查分析[ Ｊ] .

中国运动医学杂志ꎬ２００９ꎬ２８(１):７５ꎬ８２.
[７] 　 李培红ꎬ王梅.中国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现状及相关影响因素

[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６ꎬ３７(６):８０５－８０９ꎬ８１３.
[８] 　 孙伏友ꎬ侯洁.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的发展动力机制[ Ｊ] .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ꎬ２０１３ꎬ２５(２):１２１－１２４.
[９] 　 丁小燕ꎬ洪平ꎬ张蕴琨.江苏省大学生体育锻炼参与行为现状及影

响因素分析[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９ꎬ４０(２):２０６－２０９.
[１０] 国务院. 学校体育工作条例[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０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ｇｏｎｇｂａｏ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１９１２６.ｈｔｍ.
[１１] 丁小燕ꎬ洪平ꎬ章茹ꎬ等.江苏省中小学生体育发展现状及影响因

素[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８ꎬ ３９(２):２１１－２１８.
[１２] 李梦龙ꎬ任玉嘉.农村留守儿童体育活动状况及其与心理资本的

关系[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９ꎬ４０(８):１１８２－１１８５ꎬ１１８９.
[１３] 章建成ꎬ张绍礼ꎬ罗炯ꎬ等.中国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现状及影响

因素研究报告[Ｊ] .体育科学ꎬ２０１２ꎬ ３２(１１):３－１８.
[１４] 张杰ꎬ许亮文ꎬ陈钊娇ꎬ等.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心理测定量表中

文版及其信度效度研究[Ｊ]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ꎬ２０１３ꎬ３４(４):３５６
－３６０.

[１５] 张琪.农村小学体育现状的研究与分析[ Ｊ] .中国农村教育ꎬ２０１９
(８):７３.

[１６] 乔磊ꎬ陈严.农村小学开展大课间体育活动现状及对策的思考

[Ｊ] .华夏教师ꎬ２０１９( ３０):１９.ＤＯＩ:１０.１６７０４ / ｊ. ｃｎｋｉ. ｈｘｊｓ.２０１９.３０.
０１７.

[１７] 于素梅.农村体育教学质量问题与提升策略[ Ｊ] .体育教学ꎬ２０１８ꎬ
３８(７):２６－２８.

[１８] 于素梅.加快扶持农村学校体育场地建设满足学生体育活动基本

需求[Ｊ] .体育教学ꎬ２０１８ꎬ３８(４):５０－５２.
[１９] 吴剑明ꎬ揭光泽ꎬ石真玉ꎬ等.粤西沿海地区农村学校体育现状与

发展对策[Ｊ] .体育学刊ꎬ２０１３ꎬ２０(２):６５－６８.
[２０] 丁小燕ꎬ洪平ꎬ张蕴琨.南京市城市中小学生体育锻炼现状[ Ｊ] .中

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９ꎬ４０(１２):１８１２－１８１４ꎬ１８１９.
[２１] 吕书红ꎬ王夏玲ꎬ刘志业.学校健康教育对中小学生健康相关知识

和行为影响分析[Ｊ] .中国健康教育ꎬ２０２０ꎬ３６(５):３９７－４０１.
[２２] 包长春ꎬ姜山.青少年校外体育辅导现象利弊分析及治理对策

[Ｊ] .体育文化导刊ꎬ２０１８(１２):１１４－１１８ꎬ１３０.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１－１５７２.２０１８.１２.０２４.

[２３] 赵林.青少年校外体育健身保障机制研究[ Ｊ] .体育文化导刊ꎬ
２０１５(７):１８－２１.

[２４] 肖坤鹏.青少年校外体育辅导现象解读[ Ｊ] .体育文化导刊ꎬ２０１６
(８):１５２－１５６.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７－１６　 修回日期:２０２０－０９－１０　 本文编辑:王苗苗

４１８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第 ４１ 卷第 １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１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