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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强则国强。增强青少年体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坐位体前屈有较大的增长幅度，增长均有统计学意义。女生的
[1] 整体增长情况好于男生，表现出增长量大面广的优势；见表1。是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事 。为了提高青少年学生体质与健

5年间城市男生的立定跳远和引体向上，乡村男生的立定跳远，康，我国自1985年开始每5年进行一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的调
[2] 城市女生的立定跳远、800 m，乡村女生的50 m、仰卧起坐、研 。调研结果为整体掌握中国学生生长学生体质健康的状况、

800 m、坐位体前均有较大增长幅度，且均有统计学意义。特点、趋势提供了科学依据。本文通过2010和2014年兰州市汉

族中学生体质健康调研身体素质的资料，并以全国学生身体素

质资料为基础。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得出中学生的身体素质现

状，为兰州市学校体育及相关部门更好地开展学生体质与健康

促进工作，提供理论依据与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2010、2014年兰州市中学生的全国体质与调研资料为研

究对象。学生按城男、城女、乡男、乡女乡女分4组（按年龄分
表1 2010至2014年兰州市汉族中学生身体素质各指标增长值一览表为6个年龄组，共24个年龄组，每个年龄组50名学生）。2000年

2.2  2014年城乡学生身体素质比较  
男生600人，女生600，小计1200人；2010年男生600人，女生

600人，小计1200人，合计2400人。

1.2  方法

数据采集按照《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实施方案》和《检

测细则》要求，采用统一规定的器材进行测试．测试指标包

括：男生为50 m跑、立定跳远、引体向上、1000 m、握力、坐

位体前屈；女生为50 m跑、立定跳远、仰卧起坐、800 m、握

力、坐位体前屈。男女生各6个指标。检测人员均由专业技术人

员组成，检测前经过统一培训。检测器材均为国家调研组审定 表2  2014年兰州市汉族城、乡学生身体素质指标均值一览表

后 统 一 指 定 产 品 。 所 有 数 据 统 计 分 析 均 运 用 Excel2007、 从统计结果可知，兰州市中学生，城市男生的立定跳远、

SPSS16.0软件进行计算分析，比较采用两样本均数t检验。 握力2项身体素质略好于乡村男生，但在50 m、引体向上、1000 

2 结果 m、坐位体前屈4个方面不如乡村学生，且柔韧性的差距有统计

2.1 2010至2014年身体素质增长情况  学意义，见表2；城市女生的50 m、仰卧起坐、握力3个指标稍

近5年兰州市在校中学男、女学生在速度、弹跳、力量、耐 好于乡村女生，但在立定跳远、800 m、坐位体前屈3个方面差

力、柔韧5个方面6项身体素质指标，整体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 于乡村女生，且800 m耐力素质的差异具有显著性（P＜0.01）。

提高，其中男生的立定跳远，女生的50 m、仰卧起坐、800 m、 2.3  兰州市学生与全国学生身体素质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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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汉族中学生身体素质变化特征分析

目的：了解兰州市中学生身体素质发展情况，为兰州市初、高级中学、家庭及相关部

门工作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选取兰州市2010年和2014年中学生身体素质的速度、弹跳、

肌力、耐力、握力和柔韧性指标进行分析。结果：兰州市中学生的身体素质6个指标均呈增

长的趋势，其中男生的立定跳远，女生的50m、仰卧起坐、800m、坐位体前屈有较大的增

长幅度，增长均有统计学意义。但男生的立定跳远和女生立定跳远、仰卧起坐、握力指标

均低于全国水平。结论：身体素质增长初中阶段好于高中，女生较男生增长量大面广，男

生比女生有较多的指标高于全国均值，男、女生的立定跳远水平较差。因此，建议学校体

育应促进学生身体素质均衡发展，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做出相应的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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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学生的6项身体素质指标中，男生的整体素质水平较 体素质发展可能失衡（如立定跳远较差）的原因。

好，除立定跳远的差于全国，其余50m、引体向上、1000m、握 针对兰州市中学生立定跳远和女生的握力、仰卧起坐指标

力、坐位体前屈5项指标均高于全国水平。女生差距较大， 均低于全国水平，男生引体向上不足4个，城市男生50米发展停

50m、800m、坐位体前屈3个指标略好于全国，但立定跳远、仰 滞等一系列问题，建议学校应重视学生体质与健康工作，引导

卧起坐、握力指标均低于全国水平，见表3。 学生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养成体育锻炼生活化，将体育内化于

心，付诸于行，并一以贯之。学校体育还应审时度势，进行教

学改革，在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等方面做出适应性的调整，

促进学生身体素质全面协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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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身高突增时，肌纤维增长在先，增粗在后，都是造成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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