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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中小学生体质现状、锻炼情况、体育课状况的研究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ｉｔｎｅｓｓ，Ｓｐｏｒｔｓ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ｏｒｔｓ　Ｃｌａｓ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杜俊娟

ＤＵ　Ｊｕｎｊｕａｎ

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阅读了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发表的美国原 版 英 文 资 料３５篇，对 其 中 反 映 美 国 部 分

地区中小学生体质现状、青少年参与体育锻炼情况、中小学生学校体育课状况和美国公众与政府落实学

生每天体育锻炼情况的１０篇美国原版英文资料进行了翻译、分析与综述研究，以期了解 近 年 来 美 国 学

校体育的一些情况，并对我国学校体育的相关问题起到启示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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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 中 期，据 美 国 疾 病 控 制 中 心１９９５年 报

道，高中学生每日参加 体 育 活 动 的 人 数 由１９９１年 的４２％降 到

了１９９５年的２５％。体 育 课 中 体 育 活 动 的 时 间 在２０ｍｉｎ以 上

由１９９１年的８１％降到了１９９５年的７０％。１９９６年只有９９％的

高中 学 生 在 日 常 体 育 课 中 参 加２０ｍｉｎ或 多 一 点 的 体 育 活

动［１］４１。１９９７年的相关 评 估 为：每 日 有 体 育 课 的 学 校 为２７％，

有７４％的 学 校 体 育 课 中 体 育 活 动 时 间 大 于２０ｍｉｎ［１］８４。据

１９９６年报道：美国大约有２　５００万５～１７岁的青少年 儿 童 加 入

了俱乐部运动和有资 助 的 体 育 活 动。同 时，另 外 有１　４５０万 青

少年参加了娱乐 体 育 活 动。在 高 中，大 约 有５８０万 青 少 年（占

高中年龄人群的４０％）参加了高中校际竞技运动会［１］８８。那么，

美国现在的这些学校体育的现状是怎样的呢？２００７年，我们运

用文献资料法，通 过 收 集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 美 国 学 校 体 育 方 面 的

学者发表的关于美国中小学生体质现状、青少年参与体 育 锻 炼

情况、中小学生学 校 体 育 课 的 情 况、美 国 公 众 与 政 府 落 实 学 生

每天体育锻炼的论文与资料并对其进行了翻译、综合分 析 与 研

究，旨在为大家了 解 近 年 美 国 中 小 学 生 体 质 现 状、青 少 年 参 与

体育锻炼的情况、中 小 学 生 学 校 体 育 课 的 情 况、美 国 公 众 与 政

府落实学生每天体育锻炼的策略提供新鲜资料与参考 建 议，从

而 借 鉴 美 国 的 有 益 经 验，为 提 高 我 国 中 小 学 生 的 体 质 健 康 水

平、提高青少年参 与 体 育 锻 炼 的 水 平、提 高 公 众 与 政 府 落 实 学

生每天体育锻炼的力度提供参考意见与建议。

１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美国中小学生体 质 现 状、青 少 年 参 与 体 育 锻 炼 情 况、中 小

学生学校体育课状况、美国公众与政府落实学生每天体 育 锻 炼

的情况。

１．２　研究方法

文献资料法：查 阅 了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 美 国 部 分 地 区 中 小 学

生体质现状、青少 年 参 与 体 育 锻 炼 情 况、中 小 学 生 学 校 体 育 课

状况和美 国 公 众 与 政 府 落 实 学 生 每 天 体 育 锻 炼 的 情 况 资 料

３５篇。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美国中小学生的体质现状

活动不足是成人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之一，在 儿 童 期 也

是如此。不活动能导致儿童肥胖症，儿童高血脂症 和 儿 童 高 血

压症。这些不但能构成儿童期的心血管疾病，而且 能 远 期 性 地

增加今后成人期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对美国爱 荷 华、洛 杉 矶

和纽约儿童的调查发现，分 别 有２８％、４８％和３３％的 学 龄 儿 童

至少罹患上述一种儿 童 期 心 血 管 疾 病 的 危 险 因 素。截 至２００２
年，美国６～１９岁的孩子肥胖比 例 已 经 是１９８０年 的３倍，达 到

了１６％（９００万青少年）。２～５岁 的 孩 子 中 大 约 有１０％的 孩 子

肥胖［２］。在６～９岁的孩子中有１０％的墨西哥裔与非洲裔儿童

患有肥胖疾病的 危 险［３］。５～１０岁 肥 胖 的 青 少 年 中 有６０％的

学生有胆固醇超标、高血压疾病等风险［４］。

２．２　美国青少年参与体育锻炼的情况

在美国，９～１２年级的 青 少 年 中 大 约 有１／３以 上 的 青 少 年

不能长期有规律地参加大强度的体育锻炼，有１／３的 青 少 年 没

有长期有规律地 参 加 中 等 强 度 的 体 育 锻 炼。同 时 随 着 孩 子 长



第２２卷第５期 ／２０１０年９月

Ｖｏｌ．２２Ｎｏ．５／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 ５３　　　

大，他（她）们参 加 体 育 锻 炼 的 时 间 逐 渐 减 少，６９％的９年 级 的

学生能够长期参加大 强 度 的 体 育 锻 炼，但 是 只 有５５％的１２年

级的学生参加了 相 同 程 度 的 体 育 锻 炼。同 时 男 生 参 加 体 育 锻

炼的时间比女生 多，白 人 学 生 比 黑 人、西 班 牙 学 生 参 加 体 育 锻

炼的时间要多［５］。２００３年 春 季 对 加 利 福 尼 亚 公 立 学 校５、７、９
年技工１３２万８　０５８名学生的体适能测试数据分析发现，各 年

级有４９％～５９％的 学 生 有 氧 能 力 合 格，有６５％～６６％的 学 生

的身体成分达到 合 格 标 准。各 年 级 达 到 健 康 标 准 的 人 数 仅 占

总人数的２３％～２７％，所 以，２００３年 以 后，在“健 康 国 家”指 标

中，美国把重点放 在 青 少 年 的 日 常 体 育 活 动 上，目 的 就 在 于 提

高青少年的身体健康水平［６］。

２．３　美国中小学生学校体育课的情况

全国范围内２００３年 高 中 学 生 选 修 体 育 课 的 人 数 比 例 是

５６％（９年级选修体育 课 的 比 例 是７１％，１０年 级 选 修 体 育 课 的

比例是６１％，１１年级 选 修 体 育 课 的 比 例 是４６％，１２年 级 选 修

体育课的比例是４０％）。每 天 都 上 体 育 课 的 学 生 从１９９１年 的

４２％下降到２００３年的２８％。要求学生选修体育课学校数量的

比例也从５０％（１～５年级）下降到２５％（８年 级），到 了１２年 级

只有５％的学校要 求 学 生 选 修 体 育 课。只 有８％的 初 级 中 学，

６．４％的完全中学，５．８％的 高 中 每 天 开 设 体 育 课（初 级 中 学 每

周１５０ｍｉｎ体 育 课，高 中 或 者 市 高 级 中 学 每 周２２５ｍｉｎ体

育课）［７］。

美国许多学校体 育 方 面 的 专 家 对 目 前 小 学 体 育 教 育 的 现

状表示担忧。尽管美国 全 国１至６年 级 小 学 生９７％都 接 受 正

规的学校体育教育，但 从 具 体 统 计 资 料 来 看，每 天 却 只 有３６％
的儿童参与学校体育教育，包括体育课和课外体 育 活 动。美 国

小学每节体育课的 学 时 平 均 为３３．４ｍｉｎ。然 而 详 细 的 分 析 资

料表明，在这３３．４ｍｉｎ内，只有２７％的课堂时间用于学生练习

和锻炼，几位研究 者 用 心 率 监 视 装 置 对 小 学 生 进 行 全 天 监 视，

按不同年龄相应 的 心 率 来 衡 量，发 现６到１２岁 的 儿 童 每 天 只

有１０～３５ｍｉｎ的时间用在中等强度到大强度之间的运动上，而

只有在达到上限３５ｍｉｎ时，运 动 量 才 符 合 标 准，也 就 是 说 大 部

分的小学生 达 不 到 这 一 运 动 水 平。还 有 一 项 研 究 观 察 了２７４
例３到６年级学 生 在 课 余 时 间 的 活 动 水 平。活 动 量 水 平 分 为

不活动，中等强度活 动 和 大 强 度 活 动。报 告 指 出，有４０％的 学

生在课余时处于不活 动 状 态。有３５％的３、４年 级 学 生 自 我 报

告每天没有一次体育 活 动 时 间 达 到３０ｍｉｎ，结 论 认 为，孩 子 们

在课余时间不能自愿地从事有效的有氧活动。

学生体质的不 乐 观 引 起 了 公 众 的 关 注。９５％的 家 长 表 示

从幼 儿 园 到１２年 级 的 学 生 的 体 育 课 都 应 该 包 括 在 学 校 课 程

中，８５％的家长与８１％的教师认为每个年级的学生每天都应该

上体育课，９２％的青少年表示他们应 该 每 天 都 有 体 育 课。７５％
以上的家长与老师 认 为 学 校 董 事 会 不 应 该 因 为 满 足 学 术 要 求

或者是节约资金而取消体育［８］。

３．４　美国公众与政府落实学生每天体育锻炼的策略

３．４．１　美国政府建议学生每天锻炼１ｈ

２００５年美国政府建议学生每天锻炼１ｈ。美国农业部和卫

生与福利部发布的２００５年饮食健康指导中第一 次 专 门 强 调 了

体育锻炼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性，并积极鼓励学校每天组 织 学 生

进行１ｈ的体育活动（由美国联邦政府每５年发布１次）。饮食

健康指导从政府角 度 为 人 们 合 理 饮 食 和 提 高 健 康 水 平 提 供 建

议和指导。２０１０年的内容 在 食 品 营 养 之 外 首 次 建 议 成 人 和 儿

童进一步加强 体 育 锻 炼，其 中 建 议 中 小 学 生 每 天 应 有６０ｍｉｎ
的体育活动时间。报 告 认 为 长 期 坚 持 体 育 活 动 对 保 持 更 为 健

康的身体、心态、生活方式、有 效 预 防 慢 性 病 非 常 重 要。美 国 学

者把课外体育作 业 分 成 班 级 的、校 际 的、运 动 俱 乐 部 的 等。美

国中小学体育必修 大 纲 与 课 外 体 育 活 动 之 间 存 在 着 密 切 的 联

系。美国专家认为，借 助 课 外 体 育 活 动 除 可 以 完 善 身 体 素 质、

身体技法外，还可 以 完 成 更 广 阔 的 以 下 的 社 会 教 育 任 务：１）使

学生养成对待体育活动的积极态度；２）培养学生独立的 性 格 和

能力；３）创设一定的情境，培养学生和睦友善的处事 态 度；４）儿

童的个体社会化［９］。

３．４．２　美 国 ＮＡＳＰＥ与 ＡＨＡ联 合 举 办 学 校 体 育 论 坛 宣 传 在

校中小学生中进行体育锻炼

２００６年 美 国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ＮＡＳＰＥ）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ｅａｒ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ＨＡ）在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ＳＡ》报 告 中 建 议 在 校 青

少年应该每天参加６０ｍｉｎ或者更多的适度的大强度体育活动，

活动内容应该是针对人的积极发展，陶冶情操的各种各 样 的 活

动。所 有 的 初 级 中 学 的 学 生 每 周 应 当 至 少 上１５０ｍｉｎ的 体 育

课，所有的高中学生每周至少要上２２５ｍｉｎ的体育课［１０］１９８。

ＮＡＳＰＥ　ａｎｄ　ＡＨＡ在该报 告 中 对 落 实 学 生 与 体 育 课 程 体

育锻炼提出了以下建议：１）体育课程只有通过已经取得 资 格 的

体育教师去实施；２）要 为 从 幼 儿 园 到１２年 级 的 学 生 提 供 高 质

量的 体 育 课，同 时 必 须 要 保 证 有 足 够 的 时 间 参 加 体 育 课（初 级

中学每周１２５ｍｉｎ，高中每周２２５ｍｉｎ的体育课时间）；３）各洲要

制定关于学生在体育课程中学习的标准，这个标准要与 国 家 的

标准相适应；４）各洲要建立学生在体育课程中取得成绩 的 最 低

标准；５）体 育 课 达 到 最 低 标 准 是 进 入 高 中 的 要 求；６）ｉ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不得占用体育锻炼以及体育 活 动 的 时

间；７）除了体育课，学 校 每 天 都 要 通 过 初 级 中 学 议 会（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ｒｅｃｅｓｓ）、体育锻 炼 活 动 机 会（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ｂｒｅａｋｓ）、体育活动俱乐部，特 别 运 动 会 等 组 织 学 生 参 加 体 育 锻

炼活动；８）家长要监督并 支 持 孩 子 上 体 育 课，并 鼓 励 孩 子 持 续

参加体育锻炼活动；９）社区要为学生提供安全的，很好维修的，

离家比 较 近 的 人 行 道，自 行 车 道，选 拔 比 赛 与 娱 乐 活 动 设

施［１０］１９９。ＮＡＳＰＥ　ａｎｄ　ＡＨＡ在该 报 告 还 对 学 校 和 体 育 教 师 提

出了要求：１）学校 要 有 高 素 质 的 体 育 教 师；２）要 为 学 生 创 造 一

个积极的、健康的 体 育 学 习 环 境；３）体 育 教 师 要 教 授 学 生 各 种

体育项目，通过这些项目的学习让学生体验体育课程的 快 乐 与

享受成功；４）为所 有 的 学 生 创 造 尽 可 能 多 获 得 成 功 的 机 会；５）

提高学生真诚、团 结 和 体 育 合 作 精 神；６）引 导 学 生 获 得 运 动 技

能和培养学生的 信 心；７）有 利 于 学 生 的 发 展，同 时 保 持 学 生 健

康的身体状况；８）指导学生 设 置 目 标 并 完 成 个 人 目 标；９）提 供

具体的，有建设性的反馈去帮助学生掌握运动技能；１０）为 学 生

提供竞争与合作 的 环 境 并 获 得 成 功 的 机 会；１１）为 学 生 准 备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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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实践技能的项目并鼓励学生终身都要进行体育活动［１０］２００－２０１。

３．４．３　美国佛罗里达州颁布法案落实学生每天体育锻炼

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７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健康管理机构签署了法

案规定佛罗里达州 所 有 小 学 每 天 至 少 有０．５ｈ的 体 育 课 程 安

排。州立法者说该法案在今年８月开始实施奏 效，能 避 免 儿 童

时期肥胖和相关 的 健 康 问 题。该 法 案 规 定 从 幼 儿 园 到 五 年 级

之间的学生每个星期将会至少需要２ｈ３０ｍｉｎ的体育活动，中

学提倡３ｈ的健身活动。该州共和党 Ｗｅａｔｈｅｒｆｏｒｄ说 佛 罗 里 达

州的小学正在尝 试 创 造 运 动 文 化，同 时 希 望２０１２年 之 前 在 体

育场馆上体育课将普及到１２年级。州将出钱 帮 助 从 小 学１年

级到１２年级的学校购买必须的锻炼设备。

４　小结

从上述研究可见，美国中小学生的体质现状也 有 令 人 堪 忧

的地方，美国青少年中有１／３的青少年不能长期 有 规 律 地 参 加

中等强度的体育锻炼。同时随着他们的长大，他们 参 加 体 育 锻

炼的时间也在逐渐减少。尽管美国全国１～６年级小学生９７％
都接受正规的学 校 体 育 教 育，但 从 具 体 统 计 资 料 来 看，每 天 却

只有３６％的儿童参与学校体育教育，包括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

动。这些情况已经 引 起 了 美 国 政 府 和 公 众 的 重 视，为 此，２００５
年美国政府建议学生每天锻炼１ｈ，并利用公众、社会团体与政

府的力量提出呼吁并制定法律的方式来保障学生每天１ｈ的体

育锻炼，以改善令 人 堪 忧 的 美 国 中 小 学 生 的 体 质 状 况，但 效 果

究竟怎样，公众也在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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