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牡丹江师范学院２００８级本科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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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师范学院 ａ．研究生院；ｂ．体育科学学院，黑龙江 牡丹江 １５７０１１）

摘　要：为了解牡丹江师范学院《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实施情况，掌握在校大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的总
体发展趋势，对２００８级学生在校四年的有效数据进行整理统计，将学生的身体形态、身体机能、身
体素质与《２０１０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中公布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旨为本校及该地区
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提高和学校体育教学改革提供依据．为相关部门进一步促进学生体质健康
水平的研究工作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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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全面了解牡丹江师范学院（以下称牡师

院）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和变化趋势，对２００８级

学生的体质 情 况 实 施 跟 踪 调 查，对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

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的有效数据进行整理统计，并

与《２０１０年全 国 学 生 体 质 与 健 康 调 研 结 果》中 公

布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探寻牡师院学生体质变

化趋势，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健康第一”教育思想

提供参考．

１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牡丹江师范学 院２００８级 在 校 本

科生．以入学时录入《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数据

管理系统》的学生４　１８０人为研究对象，其中男生

８３５人，女生３　２７０人．

１．２　研究方法

从２００８级 学 生 入 学 开 始，每 年 的９月 至１２
月，由专门人员负责组织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地点

进行测试．采用北京华夏汇海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的ＨＨＴＣ／ＳＴ型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仪，测得数据

由无线数据接收仪导入《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数据管理系统》成绩上报软件，在国家数据库规定

的时 间 内 按 要 求 完 成 上 报．其 间 ，对２００８级４
１０５人进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实验性研

究．把身高，体重，肺活量，５０ｍ跑，台阶 实 验，握

力，坐位体前屈作为研究指标；评分和评定等级按

照《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进行．采用国家

数据库上报软 件 Ｖ１．１、Ｖ１．２和ＥＸＣＥＬ统 计 软

件对有效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在国家学生体质

健康标准数据管理中心网站下载有关统计数据．

２　学生体质测试结果分析

２．１　身体形态分析

身高　男生平均身高 Ｈ＝１７２．６５５ｃｍ，与国

家２０１０年９月公布的同一年龄段平均水平１７１．
１ｃｍ相比较 高 出１．５５５ｃｍ；女 生 平 均 身 高 Ｈ＝
１６０．６９５ｃｍ，与２０１０年 国 家 平 均 水 平１５９．０ｃｍ
相比较高出１．６９５ｃｍ．男、女 学 生 平 均 身 高 都 高

于国家最新颁布的标准，且女生平均身高比例高

于国家公布数据较多．说明２００８级学生青春发育

时期身高发育水平较高，在大学的四年学习生活

当中身体发育良好．
体重　２００８级 学 生２００８，２００９，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四年肥胖检出率：男生分别为２１．５８％ ，２８．６６％，

２６．６９％，３２．４９％；女生分别为５．８４％，６．８０％，

１０．３６％，８．４８％．可 以 看 出 ，２００８级 男、女 学 生

标准体重肥胖检出率均高于２０１０年公布的全国

学 生 体 质 与 健 康 调 研 结 果 （男 １３．３３％，女

５．６４％），并且随着学生在校时间的延长标准体重

肥胖检出率逐年攀升．尤其男生的肥胖比率远高

于国家学生标准体重的肥胖检出水平．在大学阶

段，学生正处于成年初期，此阶段身体各项机能都

处于人生的最佳时期，如果此时肥胖，虽然对身体

健康的危害没有显现，但对身体健康所带来的潜

在影响却已深植于身．牡师院学生的肥胖比率较

高，滤除与学生营养水平和饮食习惯有直接关系

外，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主要因素就是学生的身

体锻炼习惯尚未形成．这说明学生的课外体育活

动开展得不够理想，一周一次体育课教学不可能

帮助学生建立和形成坚持锻炼身体的良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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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学生肥胖现状应引起学校的足够重视，体育

教学改革必 须 做 好 关 于“健 康 第 一”的 实 质 性 工

作．

２．２　身体机能指标分析

肺活量体重指数　２００８级男、女学生四年肺

活量及肺活 量 体 重 指 数 测 得 平 均 值 均 高 于２０１０
年公布 的 全 国 学 生 体 质 与 健 康 调 研 结 果（见 表

１），表明学生身体机能相对好于全国平均水平．调
查表明，滤除２００９年因使用的肺活量吹嘴规格与

测 试 仪 器 不 匹 配 而 影 响 当 年 整 体 测 试 成 绩 外，

２００８级男、女生肺活量均数从一年级的４　４８９．５４
ｍｌ和２　９６２．１６ｍｌ降到了四年级的４　００２．６１ｍｌ
和２　７３９．９５ｍｌ，这表明学生身体机能随着在校时

间的延长而呈整体下降趋势．应该引起重视的是，
随着学生体重的增长对肺活量体重指数产生重要

影响，随年级的上升，学习、就业等压力的变化，生
活方式也因此发生变化，体育锻炼的量和次数逐

渐减少，身体重量也因此增长，进而引起身体机能

下降．

表１　肺活量、肺活量体重指数平均值统计

２００８年

男生 　　女生

２００９年

男生 　　女生

２０１０年

男生 　　女生

２０１１年

男生 　　女生

２０１０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

男生 　　　　　 　　女生

肺活量／ｍｌ　 ４　４８９．５４　２　９６２．１６　３　９１９．９２　２　６０４．３８　４　１５２．４２　２　７８８．７８　４　００２．６１　２　７３９．９５　 ３　７４２　 ２　４３２

肺活量体重指数平均值 ６８．６　 ５４．５　 ５８．４　 ４７．４　 ６０．９　 ４８．９　 ５８．４　 ５０．３　 ５７　 ４５．９

　　台 阶 试 验 指 数　２００８级 学 生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四 年 台 阶 试 验 指 数 平 均 值：男 生 分 别

为５０．４９ ，５２．７４，５２．６９，５０．１４；女 生 分 别 为

４８．３５，５２．０４，５１．３６，４８．６１．可 以 看 出，２００８级

学生台阶试 验 指 数 每 年 的 跟 踪 数 据 均 低 于２０１０
年公布的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表明学

生机体对强体力运动负荷的适应能力和身体机能

的恢复能力较差，心血管功能水平较低．这与学生

在校期间的身体锻炼水平和锻炼习惯有直接的相

关性．

２．３　运动机能指标分析

学生运 动 机 能 类 测 试 项 目 统 一 定 为５０ｍ
跑、握力、坐位体前屈．５０ｍ跑的跟踪测试成绩按

国家 评 价 标 准 计 算，男 生 不 及 格 率 最 高 达

１０．９１％，女生不及格率最高竟达６６．８％．表明学

生速度素质发展不平衡，女生速度素质水平较低．
表２　５０ｍ跑成绩统计 ％

年　度 性别 优秀率 良好率 及格率 不及格率

２００８年
男 ３．９６　 ６０．６７　 ２４．４６　 １０．９１

女 １．６８　 ９．４８　 ２２．０４　 ６６．８

２００９年
男 １４．２７　 ５９．３１　 １８．６１　 ７．８１

女 ４．２９　 １８．２６　 ２６．３２　 ５１．１３

２０１０年
男 １４．８３　 ６２．２５　 １９．８９　 ３．０３

女 ８．１５　 １６．００　 ３７．４４　 ３８．４１

２０１１年
男 ２．７６　 ５２．８２　 ３６．５１　 ７．９１

女 １．１８　 ９．４４　 ４９．０７　 ４０．３１

　　在柔韧力量类项目的测试中，成绩表现最好

的是柔韧测试项目为坐位体前屈，男、女生的不及

格率仅为１．０１％和０．３％；反映学生力量素质的

学生的握力跟踪测试成绩按国家评价标准计算，

男生不及格率１１．１７％，女生不及格率５．６４％，表

明学生的力量素质有所改观，男、女生的力量素质

发展基本均衡．
表３　握力、坐位体前屈的成绩统计 ％

年　度 性别 优秀率 良好率 及格率 不及格率

２００８年
男 ４．５６　 ２３．６２　 ５５．５２　 １６．３

女 ３．２７　 ２５．０４　 ６１．５７　 １０．９１

２００９年
男 ２６．４３　 ３９．８３　 ２６．５５　 ７．１９

女 ４２．９７　 ３６．０８　 １５．３２　 ５．６３

２０１０年
男 ２１．９１　 ４６．５２　 ３０．５６　 １．０１

女 ３６．４５　 ４８．７１　 １４．５４　 ０．３

２０１１年
男 ７．６５　 ２７．１　 ５４．０８　 １１．１７

女 ７．４　 ３３．３１　 ５３．６５　 ５．６４

　　注：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为握 力 成 绩 统 计；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 为 坐 位 体
前屈成绩统计

从各项身体素质的综合评价结果分 析，学 生

的测试成绩及格率逐年提高，表明学生的身体素

质在大学期间得到了发展．但在大学四年级时，反
应速度素质的５０ｍ跑成绩和反映耐力素质的台

阶试验不断下滑，特别是学生耐力素质明显下降，
这与高年级学生课外体育锻炼减少，学校不再为

高年级学生开设体育课有关．

３　结论与建议

３．１　学生身高平均值高于国家颁布的标准，
标准体重肥胖检出率高于２０１０年公布的全国学

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随着学生在校时间的延

长标准体重肥胖检出率逐年攀升．造成这种结果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与学生营养水平和饮食习

惯有直接关系外，与学生的身体锻炼习惯尚未形

成及牡师 院 所 处 地 域 性 气 候 特 点 等 有 着 重 要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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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牡 师 院 地 处 黑 龙 江 省 东 南 部，冬 季 漫 长 而 寒

冷，多冰雪，学生在冬季里很少到户外运动，导致

体重在漫长的冬季快速增长．针对此种情况，学校

应在冬季广泛开展与冰雪相关联的运动项目和趣

味游戏，如开展速滑、花样滑冰、冰球、冰舞、冰尜、
滑雪、雪 地 足 球、雪 地 跳 绳、雪 地 越 野、雪 地 自 行

车、雪 地 拔 河 等 活 动，学 生 通 过 参 与 冰 雪 项 目 活

动，提高冬季锻炼的兴趣，以减少身体肥胖．
３．２　学生身体机能好于全国平均水平，但随

着在校时 间 的 延 长 学 生 身 体 机 能 呈 整 体 下 降 趋

势．这一结果与学生身体过于肥胖而引起身体机

能下降有直接关系．建议：学生应通过长时间地参

加冬季运动，这样，对于减少肥胖、改善身体机能

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牡师院地处市郊，校外环境

多山地丘陵，冬季冰雪覆盖期较长，学校可以利用

这一优势广泛地开展各项冬季运动，用来改善学

生的身体机能状况．
３．３　牡师院学生的形态发育水平较高，身体

柔韧性较好，但身体素质方面，如对强体力运动负

荷的适应能力、身体机能的恢复能力、速度素质、
力量素质等运动机能能力较差．这些表明学生的

身体发展不均衡．建议学校体育教学部门应针对

学生的薄弱环节制订应对措施，加强对学生课外

体育锻炼的引导和指导，使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得

到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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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武术套路冠军赛女子太极项目对比研究

江金泽
（福建农林大学 体育部，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２）

摘　要：对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全国武术套路冠军赛女子太极拳和太极剑项目的运动员队伍情况、运动员整
套动作衔接和选用背景音乐情况、运动员得分情况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近两年太极剑运动员
的发挥比太极拳更稳定，运动员２０１２年比２０１１年发挥稳定，太极剑运动员对套路动作衔接的调
整率高于太极拳，运动员对背景音乐的更换率较低，２０１２年运动员整套动作的动作质量较２０１１年
低，但演练水平和难度动作的整体水平较２０１１年高．

关键词：冠军赛；武术套路；女子太极拳；女子太极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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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是蕴含浓厚的

文化内涵、注重内外兼修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１］

竞技武术作为一项充满活力的运动项目，已成为

世界体育的一部分．［２］武术套路冠军赛是 我 国 的

一项传统项目赛事，对参赛运动员的资格要求比

较严格，只有在上半年参加全国武术锦标赛获得

各单项前１６名的运动员，才有资格参加该赛事的

比赛．可以说参加全国武术套路冠军赛的运动员

代表了我国武术套路目前的最高水平．因此，对近

两年全国武术套路冠军赛女子太极拳和太极剑项

目的参赛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目前我国

太极项目女子运动员的水平层次以及这两年间发

生的变化，对推动该赛事的进一步发展有一定的

意义．

１　研究内容与方法
研究内容　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全国武术套路

冠军赛女子太极拳和太极剑项目．
研究方法　采用文献资料法、录像分 析 法 和

数理统计法，运用Ｅｘｃｅｌ统计软件对所得数据 进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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