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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重庆市主城区中小学生居家体育锻炼参与状况ꎬ为促进中小学生家

庭体育锻炼行为改善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取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ꎬ选取重庆市主城区渝中、江北、南岸、沙坪坝、北碚、九龙

坡、大渡口 ７ 个区 １４ 所中小学校 ４ ２００ 名学生进行居家体育锻炼参与行为的网络问卷调查ꎮ 结果　 抗疫期间重庆市主城

区中小学生每周线上体育课程学习≥３ 次的占 ５７.９７％ꎬ每天做眼保健操的学生占 ８１.４７％ꎬ每天居家体育锻炼≥３ 次的占

２２.５０％ꎬ每天累计体育锻炼时间≥６０ ｍｉｎ 的占 １４.４７％ꎬ不同性别、学段学生居家体育锻炼情况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

分别为 ５１.４８ꎬ７.０３ꎬ３８.８５ꎬ２９.５２ꎻ６１８.７４ꎬ１３２.１４ꎬ１８７.２６ꎬ５４.１０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个人居家体育锻炼现况上ꎬ有 ５０.１１％的学生

运用了 ３ 项及以上的运动技能ꎬ８３.０９％参与了网络体育健身学习ꎬ不同性别、学段学生居家体育锻炼现况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１１.８３ꎬ６.２５ꎻ１７２.１５ꎬ２２８.５１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３４.４５％的父母支持陪同学生参与ꎬ４５.９５％支持学生参与但不

陪同ꎬ１４.９５％的父母态度不明确ꎬ４.６５％的父母不支持学生参与居家体育锻炼ꎻ１４.９３％的家庭建立了居家体育锻炼计划ꎮ
不同性别、学段学生的父母支持居家体育锻炼情况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４３.１２ꎬ２２８.３５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重庆市主城区中小学生在抗击新冠肺炎期间居家体育锻炼行为报告率较低ꎬ需加大家校协同教育ꎬ促进学生体育锻炼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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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兴则国家兴ꎬ青年强则国家强[１] ꎮ 青少年体

质健康发展不仅可以促进个体健康水平ꎬ提高抵抗疾

病传染的能力ꎬ还有利于提升全民健康素质ꎬ实现民

族振兴与国家强盛ꎮ 近年来ꎬ我国中小学生体质健康

水平持续下滑ꎬ已经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ꎬ下发多

个文件加强学校体育工作提升青少年体质健康发展

水平[２－３] ꎮ «２０１８ 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体育

与健康监测结果报告»显示ꎬ全国中小学生体质健康

未明显改观ꎬ肥胖、近视等健康问题突出ꎬ近视率随学

段增加呈现增长趋势[４] ꎮ ２０２０ 年春节期间突发的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致使全国各类学校

延期开学ꎬ并开展了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活动[５] ꎮ
在抗击疫情期间ꎬ重庆市教委向全市学生家长发出建

５５１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第 ４１ 卷第 ８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８



议信ꎬ倡议学生要参加适度体育锻炼ꎬ提高免疫力[６] ꎮ
为及时了解重庆市城区中小学生居家体育锻炼状况ꎬ
笔者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对重庆市 ７ 个主城区的 １４ 所中小

学校学生进行了网络调查ꎬ旨在为干预和促进中小学

生体质健康发展服务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取分层整群抽样方法ꎬ选取重庆市渝

中、江北、南岸、沙坪坝、北碚、九龙坡、大渡口 ７ 个区

２１ 所中小学校ꎬ考虑到小学低年级学生的理解力ꎬ最
终选取小学四、五年级和初高中一至三年级的 １４０ 个

班 ４ ２３５ 名学生ꎬ共计回收有效问卷 ４ ２００ 份ꎬ有效回

收率为 ９９.１７％ꎮ 其中男生 ２ ２１５ 名ꎬ女生 １ ９８５ 名ꎻ小
学生 １ ４６４ 名ꎬ初中生 １ ４０９ 名ꎬ高中生 １ ３２７ 名ꎮ
１.２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ꎬ根据研究目的和内容ꎬ
参考有关体育锻炼行为调查文献[７－８] ꎬ自行设计调查

问卷ꎬ问卷经体育教育领域专家鉴定、预调查和信效

度检验后定稿ꎬ在经过专家对问卷的效度专项评测后

得分为 ９１.３ 分ꎬ具有较高的效度ꎻ问卷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

数为 ０.８５ꎮ 问卷内容涵盖了学生的基本情况、居家个

人体育锻炼与父母态度情况等ꎮ 问卷采用问卷星扫

码在线填写ꎬ发放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５—２０ 日ꎬ调查

员经培训后与各学校体育教师对接后集中发放填写ꎬ
在规定时间内及时回收ꎮ
１.３　 统计分析　 运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对所有调查数据进行

录入和整理归类ꎬ运用 ＳＰＳＳ ２６.０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

计学分析ꎬ对不同学段、性别中小学生居家体育锻炼

行为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中小学生居家体育锻炼行为　 有 ５７.９７％的学生

每周线上体育课程学习≥３ 次ꎬ８１.４７％的学生每天做

眼保健操ꎬ２２.５０％的学生每天居家体育锻炼≥３ 次ꎬ仅
有 １４.４７％的学生每天累计体育锻炼时间≥１ ｈꎮ 在学

生每天居家体育锻炼次数上ꎬ不同学段学生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ꎻ每周线上体育课程学习、每天累计体育锻

炼时间和每天做眼保健操上不同性别和学段间学生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有 ５０.１１％的学

生居家锻炼运用运动技能达到 ３ 项及以上ꎬ８３.０９％参

与了网络体育健身学习ꎮ 进一步统计分析发现ꎬ学生

居家体育锻炼运用运动技能、参与网络体育健身学习

性别和学段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重庆市中小学生居家体育锻炼现状分布不同性别不同学段间比较

体育锻炼情况
性别

男生(ｎ＝ ２ ２１５) 女生(ｎ＝ １ ９８５) χ２ 值 Ｐ 值

学段

小学(ｎ＝ １ ４６４) 初中(ｎ＝ １ ４０９) 高中(ｎ＝ １ ３２７) χ２ 值 Ｐ 值

合计

(ｎ＝ ４ ２００)
每周线上体育课程 ４ ３９４(１７.７８) １８８(９.４７) ５１.４８ <０.０１ ３６８(２５.１３) １３８(９.７４) ７６(３.９６) ６１８.７４ <０.０１ ５８２(１３.８５)
　 学习次数 ３ ９５２(４３.０１) ９０１(４５.３９) ７１１(４８.５７) ６９９(４９.０７) ４４３(３３.７６) １ ８５３(４４.１２)

２ ７４１(３３.４６) ７９５(４０.０５) ３６５(２４.９３) ４３３(２７.８８) ７３８(５６.２５) １ ５３６(３６.５７)
１ １２１(５.４５) ９５(４.７８) ２０(１.３７) １３７(１３.２０) ５９(４.４９) ２１６(５.１５)
０ ７(０.３０) ６(０.３１) ０ ２(０.１４) １１(０.８４) １３(０.３１)

每天居家体育锻炼 ≥３ ４８０(２１.６７) ４６５(２４.１８) ７.０３ ０.１２ ２１４(１８.７３) ４２４(３０.０９) ３０７(２３.１３) １３２.１４ <０.０１ ９４５(２２.５０)
　 次数 ２ ５７２(２５.８２) ５４０(２８.８１) ３８０(２５.９５) ３３１(２３.４９) ４０１(３０.２２) １ １１２(２６.４７)

１ ６７３(３０.３８) ５６２(３３.９０) ４８２(３２.９２) ４５８(３２.５０) ２９５(２１.４８) １ ２３５(２９.４０)
０ ４９０(２２.１３) ４１８(１３.１１) ３２８(２２.４０) ２４６(１３.９２) ３３４(２５.１７) ９０８(２１.６３)

每天累计体育锻炼 ≥６０ ３６２(１６.３４) ２４６(１２.３９) ３８.８５ <０.０１ ２９７(２０.２８) １６０(１１.３５) １５１(１１.３７) １８７.２６ <０.０１ ６０８(１４.４７)
　 时间 / ｍｉｎ ３０~ <６０ １ １４６(５１.７４) ９０２(４５.４４) ６４０(４３.７１) ６８１(４８.３３) ７２７(５４.７８) ２ ０４８(４８.７６)

<３０ ７０７(３１.９２) ８３７(４２.１７) ５２７(３５.９９) ５６８(４０.３２) ４４９(３３.８５) １ ５４４(３６.７７)
每天是否做眼保健操 是 １ ７４２(７８.６４) １ ６８０(８４.６３) ２９.５２ <０.０１ １ ０８８(７４.３１) １ ２２４(８６.８７) １ １１０(８３.６４) ５４.１０ <０.０１ ３ ４２２(８１.４７)

否 ４７３(２１.３６) ３０５(１５.３７) ３７６(２５.６８) １８５(１３.１３) ２１７(１６.３６) ７７８(１８.５３)
运用运动技能 / 项 ≥３ １ １０１(４９.７１) １ ００４(５０.５７) １１.８３ ０.０１ ７９６(５２.１８) ７８０(５５.３５) ５１０(３８.４３) １７２.１５ <０.０１ ２ １０５(５０.１１)

２ ３４３(１５.４８) ３８４(１９.３４) ２０１(１３.７２) １８０(１２.７７) ３３２(２５.０１) ７２７(１７.３１)
１ ４８１(２１.７１) ３６５(１８.３８) ３０７(２０.９７) ２７６(１９.５８) ２８４(２１.４０) ８４６(２０.１４)
０ ２９０(１３.１０) ２３２(１１.７１) １６０(１３.１３) １７３(１２.２７) ２０１(１５.１６) ５２２(１２.４４)

参与网络体育健身学习 是 １ ８２５(８２.３９) １ ６６５(８３.８７) ６.２５ ０.０３ ９９５(６７.９６) １ １５６(８２.０４) １ ２０４(９０.７３) ２２８.５１ <０.０１ ３ ４９０(８３.０９)
否 ３９０(１７.６１) ３２０(１６.１３) ４６９(３２.０４) ２５３(１７.９６) １２３(９.２７) ７１０(１６.９１)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２　 中小学生居家体育锻炼父母态度　 结果表明ꎬ有
３４.４５％的父母支持陪同学生参与居家体育锻炼ꎬ
４５.９５％支持学生参与居家体育锻炼但不陪同ꎬ１４.９５％
态度不明确ꎬ４.６５％不支持学生参与居家体育锻炼ꎬ不
同性别、不同学段学生父母支持层子体育锻炼构成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ꎮ １４.９３％的家庭建立了居家体育

锻炼计划ꎬ不同学段学生家庭体育锻炼计划制定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ꎮ 见表 ２ꎮ

３　 讨论

体育锻炼是促进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重要手

段ꎬ对处于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来说更为重要[９] ꎮ 学

生通过体育课程的学习可以培养锻炼方法、掌握运动

技能和防护能力ꎬ从而促进身体健康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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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重庆市中小学生居家体育锻炼父母态度与计划分布不同性别不同学段间比较

父母态度与计划
性别

男生(ｎ＝ ２ ２１５) 女生(ｎ＝ １ ９８５) χ２ 值 Ｐ 值

学段

小学(ｎ＝ １ ４６４) 初中(ｎ＝ １ ４０９) 高中(ｎ＝ １ ３２７) χ２ 值 Ｐ 值

合计

(ｎ＝ ４ ２００)
是否支持 支持陪同 ７５５(３４.０８) ６９２(３４.８６) ４３.１２ <０.０１ ５３７(３６.６８) ５１３(３６.４１) ３９７(２９.９２) ２２８.３５ <０.０１ １ ４４７(３４.４５)

支持不陪同 １ ０２６(４６.３２) ９０４(４５.５４) ５３４(３６.４７) ６０４(４２.８６) ７９２(５９.６８) １ ９３０(４５.９５)
态度不明确 ２９４(１３.２７) ３３４(１６.８２) ２１８(１４.８９) ２４２(１７.１７) １６８(１２.６６) ６２８(１４.９５)
不支持 １４０(６.３３) ５５(２.７８) １３５(１１.９６) ３０(３.５６) ３０(２.２６) １９５(４.６５)

居家锻炼计划 有 ３４２(１５.４４) ２８５(１４.３６) ２.１１ ０.１５ ２６６(１８.１７) １９６(１３.９１) １６５(１２.４３) ２６.７７ <０.０１ ６２７(１４.９３)
无 １ ８７３(８４.５６) １ ７００(８５.６４) １ １９８(８１.８３) １ ２１３(８６.０９) １ １６２(８７.５７) ３ ５７３(８５.０７)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在新冠肺炎期间ꎬ教育部印发了«关于统筹做好

教育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教育改革发展工作的

通知»ꎬ明确提出要关心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发展ꎬ引导

学生加强体育锻炼ꎬ认真做好近视预防[１０] ꎮ 本研究发

现ꎬ重庆市主城区中小学生每周参与线上体育课程学

习 ４ 次的占 １３.８５％ꎬ３ 次的占 ４４.１２％ꎻ每天做眼保健

操的占 ８１.４７％ꎻ每周居家体育锻炼≥３ 次占 ２２.５０％ꎬ
每天累计体育锻炼≥６０ ｍｉｎ 的占 １４.４７％ꎮ 提示疫情

期间重庆市主城区中小学生的线上体育学习状况良

好ꎬ表明重庆市主城区中小学校落实了疫情期间在线

体育教学工作ꎬ对学生的居家体育锻炼给予了关注和

支持ꎬ但学生在线体育课程学习的次数、居家体育锻

炼的时间与频率不足ꎬ与当下的应试教育、家庭体育

氛围、运动技能缺乏和运动安全隐患等有关[１１] ꎮ 重庆

市主城区高中阶段线上体育课 ≥ ３ 次的开课率

(３７.７２％)虽然高于重庆市(２９.２５％) [１２] ꎬ但离教育部

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改中的高中每周 ３ 节体育课要求

相差较远ꎬ表明高中时期体育课程学习时数保证有待

改善ꎮ 重庆市主城区中小学生居家体育锻炼的报告

率较低ꎬ中小学男生每天累计居家体育锻炼时间≥６０
ｍｉｎ 的报告率高于女生ꎬ可能与平时男生更喜欢运动

有关ꎮ 随着学段的增高ꎬ学生每天累积参与体育锻炼

时间≥６０ ｍｉｎ 的报告率呈下降趋势ꎬ可见女生与中学

生是重庆市主城区加强居家体育锻炼干预的重点

人群ꎮ
家庭体育锻炼是培养学生运动爱好的基础ꎬ是形

成良好运动认知和促进亲子体育教育的重要手段[１３] ꎮ
良好的家庭体育运动氛围有助于学生运动技能的形

成和健身锻炼习惯的养成ꎬ家长的支持陪同可促进在

体育锻炼中与孩子相互交流沟通ꎬ达到亲子体育共情

的目的ꎬ能进一步激励、督促和感化孩子积极参与体

育锻炼的内在动机ꎬ对学生自主参与体育锻炼行为的

养成发挥着重要导向作用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家长支

持学生居家体育锻炼的报告率为 ８０.４０％ꎬ然而支持并

且陪同学生一起参与体育锻炼的比较较低ꎬ能够制定

居家体育锻炼计划的仅占 １４.９３％ꎮ 疫情期间家长支

持增强了学生的个人体育锻炼积极性和自信心ꎬ而家

长的支持且陪同参加体育锻炼起到了运动同伴的作

用ꎬ能够积极有效地调动学生的锻炼热情ꎬ督促学生

养成良好的居家体育锻炼习惯ꎬ有助于学生持续坚持

体育锻炼ꎬ提高身体免疫力ꎮ 制定家庭锻炼计划是保

障学生居家体育锻炼的重要环节ꎬ对于促进学生养成

良好的锻炼行为发挥着积极作用ꎮ 随着学生学段的

增高ꎬ父母支持并陪同参与居家体育锻炼比例呈下降

趋势ꎬ可能与重庆市主城区初中生中考择校、高中生

学业任务较重有关ꎮ
疫情期间ꎬ青少年积极参与体育锻炼不仅能够促

进自身身心健康ꎬ还能提高在线学习效率ꎬ也有助于

培养个体参与体育锻炼的认知能力ꎬ促进形成良好的

体育运动习惯[１４] ꎮ 调查结果显示ꎬ重庆市主城区中小

学生参与网络体育健身学习的报告率为 ８３.０９％ꎬ但仍

然有 １２.４４％的学生还未运用 １ 项运动技能ꎬ提示重庆

市主城区中小学生个体性体育锻炼行为状况不容乐

观ꎮ 学生参与体育锻炼行为的养成是一个认知体验、
反复实践的运动过程ꎬ需要从内在动机激励与外部环

境营造双向驱动完成[１５] ꎮ 促进重庆市主城区中小学

生家庭体育锻炼行为的养成需要学校、家庭与社区三

者联动ꎬ对学生实施体育价值认知、运动知识传授、锻
炼技能的传授与健身行为的培养实施协同教育[１６] ꎬ充
分运用在线教学技术ꎬ突出对居家健身方法的指导和

传授ꎬ加强对学生日常居家体育锻炼的监督、考核ꎬ建
立亲子居家锻炼的激励机制和打卡制度ꎬ实施线上家

庭体育赛事活动ꎬ以保障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ꎮ
综上所述ꎬ在抗击新冠肺炎期间ꎬ重庆市主城区

中小学生居家体育锻炼行为情况不容乐观ꎬ养成积极

自主参与居家体育锻炼习惯的人数较少ꎮ 建议学校

体育快速构建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响应机制ꎬ利用现代

信息技术拓展网络教学资源ꎬ加大在线课程教学的监

督和考核评价ꎬ提升学生主动体育学习积极性ꎻ家长

应以身作则参与体育锻炼或多鼓励学生参与ꎬ积极担

当起学生居家体育锻炼的监督者和陪伴者ꎬ建立良好

家庭体育氛围ꎻ家庭与学校构建良性互动关系ꎬ以家

庭体育作业搭建家庭与学校之间互通的桥梁ꎬ共同培

养学生养成积极参与体育锻炼行为的习惯ꎮ
(下转第 １１６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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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营养素养ꎮ 上述研究结论与本研究基本一致ꎮ
家庭食物环境是影响儿童饮食行为和营养健康

状况的重要因素ꎬ一般包括家庭社会人口学特征和经

济状况、家庭养育模式、家庭食物规则、家庭饮食行

为、家长营养素养、家庭食物可及性等维度[１４－１５] ꎮ 本

研究结果显示ꎬ具有积极的物理环境(如家中常备水

果)、经济环境(家庭富足)、社会文化环境(营养信息

交流、进餐专注、很少在外就餐等)家庭的儿童有较高

的食物营养素养得分ꎮ 有研究表明ꎬ良好的家庭食物

环境对儿童的膳食模式有积极影响[１６] ꎻ仅有的研究限

于家庭环境个别维度的分析ꎬ 如社会人口学特征

等[１１] ꎮ
本研究受条件所限ꎬ调查对象代表性有限ꎬ而且

未对儿童食物营养素养与膳食质量、健康结局的关系

进行探索ꎬ应作为下一步主要关注方向ꎬ以便为儿童

营养教育和营养改善计划提供科学证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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