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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体质测定标准的测试与分析①

                                               ——以宝鸡文理学院公体学生为例

姜懿轩
(兰州理工大学体育教学研究部  甘肃兰州  730050)

摘   要：为了推动和规范《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工作的实施，促进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本文以实测法、文献资料法、数理

分析与统计法对宝鸡文理学院男性公体学生进行了体质测试。结论表明：公体学生的不合格比率占到了56.6%。从身体形

态方面来看，不合格比率占到了13.3%；从身体机能方面来看，肺活量和台阶实验不合格的比率分别占到了3.8%和18.9%；

在身体素质方面，选择反应时、握力、俯卧撑不合格的比率分别占了49.1%、34.0%、70.0%，而闭眼单脚站立、纵跳、坐位体

前屈不合格的比率分别占24.5%、20.8%、13.2%。建议：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应该加强对成年人体质测试工作

的监管和抽查，有组织、有制度地开展体质测定工作；各类学校应加强学生的身体机能和身体素质的锻炼与指导工作，使

他们的体质得到有效的提高，重点加强公体学生反应速度和上肢肌肉力量素质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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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国民体质测定的标准
2000年时，国家体育总局会同10个有关部门对3~69岁

的国民进行了首次全国性体质监测，获取了20世纪末我国

国民体质状况资料。此后，国家体育总局组织专家利用这

些翔实的数据，在《中国成年人体质测定标准》的基础上,

制定了《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在2003年10月，国家体育总

局颁布了《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建立了科学的监测系统，

对我国公民健身实施宏观的调控，落实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体育法》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但自从颁布以来似乎

也没有进行大面积推广。所以本文将对年满20周岁的男性

（以宝鸡文理学院男性公体学生为例）进行国民体质测定

标准的测试与分析，测试指标参考国民体质测试指标：身

体形态类分为身高、体重，身体机能类包括台阶实验和肺

活量，身体素质类包括握力、俯卧撑、纵跳、坐位体前屈、

选择反应时、闭眼单脚站立。本文采用单项评分和综合评

级进行评定。单项评分包括身高标准体重评分和其他单

项指标评分，采用5分制。综合评级是根据受试者各单项

得分之和确定，共分4个等级：一级(优秀)、二级(良好)、三

级(合格)、四级(不合格)。任意一项指标无分者,不进行综

合评级，国民体质综合评级参考20~39岁国民体质综合评

级标准：＞33为一级（优秀），30~33为二级（良好），23~29

为三级(合格)，＜23为四级（不合格）本文采取以公体教学

班进行随机整群抽样（女生除外）对宝鸡文理学院男性公

体学生数信学院应用数学一班5人、二班7人、数学统计学

一班6人；文传学院编导二班3人、汉语言四班12人、广告一

班10人、播音主持一班2人；教育学院教育学一班8人进行

了测试。除个别病假未测试之外，共测试53人，随机抽取了

3个自然公体教学班。

2  体质测试结果与分析
2.1 国民体质综合评级的统计与分析

通过测试，得到了《国民体制测定标准》九项内容的

实验测试结果，对其进行了比例分析，实验结果为：国民

体质综合评级结果统计(n=53)有0人0.0％达到一级（＞33）

优秀，有3人5.7％达到二级（30~33）良好，有20人37.7％达

到三级（23~29）合格，有30人56.6％达到四级（＜23）不合

格。按照《国民体质测定标准》进行评定，不合格的人数

共有30人占到了56.6%；合格的人有20人，占了37.7%；良好

的只有3人占5.7%；优秀的0人，总体上不合格比率占到了

56.6%；合格以上的比率占到了43.4%；反映出大部分人的

体质未达到合格标准，整体水平较低，情况不容乐观。

2.2 身体形态类的统计与分析
身体形态的测试包括了身高与体重，测试结果为身体形

态的等级百分比统计(n=53)有27人50.9％达到5分（优秀），

有19人35.8％达到3分（中等），有7人13.3％达到1分（不合

格）。身体形态类的测试中优秀的共有27人，占到了50.9%；

中等的有19人，占到了35.8%；不合格的有7人占13.3%.中等

以上的有46人，共占86.7%，实验数据充分的反映出公体学

生的身体形态普遍良好，绝大多数人发育良好。

2.3 身体机能类的统计与分析
身体机能分为两项，分别是肺活量和台阶实验，测试

结果为身体机能的等级百分比统计表（n=53）在肺活量测

试中有2人3.8％为1分（不合格），有19人35.8％为2分（合

格），有12人16.9％为3分（中等），有16人30.2％为4分（良

好），有4人7.6％为5分（优秀）。在台阶实验中有10人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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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分（不合格），有19人35.8％为2分（合格），有9人16.9％

为3分（中等），有11人20.8％为4分（良好），有7人7.6％为5

分（优秀）。

肺活量和台阶实验不合格的分别有2人和10人，占3.8%

和18.9%，合格以上的分别有51人和43人，分别占96.2%和

81.1%，说明了大部分公体学生的肺功能有氧耐力水平和

心血管系统的机能水平达到合格以上的标准。

2.4 身体素质类的统计与分析
身体素质分6项，分别是选择反应时、闭眼单脚站立、

握力、俯卧撑、纵跳、坐位体前屈。首先从选择反应时、握

力、俯卧撑来分析，测试结果见为：选择反应时、握力、俯

卧撑的等级百分比统计表（n=53）在测试选择反应时有26

人49.1％1分（不合格）有13人24.5％为2分（合格），有6人

11.3％为3分（中等），有8人15.1％为4分（良好），有0人0.0％

为5分（优秀）。测试握力时有18人34.0%为1分（不合格），

有18人34.0%为2分（合格），有7人13.2%为3分（中等），有

9人16.9%为4分（良好），有1人1.8%为5分（优秀）。在俯卧

撑测试中有37人70.0%为1分（不合格），有8人15.0%为2分

（合格），有8人15.0%为3分（中等），有0人0.0%为4分（良

好），有0人0.0%为5分（优秀）。选择反应时、握力、俯卧撑

不合格的人数分别了占49.1%、34.0%、70.0%，中等以上的

分别占26.4%、31.9%、15.0%。这已经能充分说明大部分人

运动神经系统的反应速度和上肢肌肉力量的水平普遍较

差，需要加强运动神经系统的反应速度和上肢肌肉力量的

练习。测试闭眼单脚站立、纵跳、坐位体前屈的等级百分

比统计表（n=53），在测试单脚站立中有13人24.5％为1分，

有11人20.8％为2分，有15人28.3％为3分，有12人22.6％为4

分，有2人3.8％为5分。在纵跳测试中有11人20.8％为1分，有

15人28.3％为2分，有19人35.8％为3分，有7人13.2％为4分，

有1人1.8％为5分。在坐位体前屈测试中有7人13.2％为1分，

有24人45.2％为2分，有12人22.6％为3分，有8人15.1％为4

分，有2人3.5％为5分。闭眼单脚站立、纵跳、坐位体前屈不

合格的人数分别占了24.5%、20.8%、13.2%，中等以上的分

别占54.7%、50.8%、41.2%，可以看出大部分人的身体协调

能力、下肢力量和身体柔韧性的能力基本尚可。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体质测定是通过定量化的测定指标对人体的体质进

行测定和评价，依据测定结果制定个性化运动处方，达到

科学健身的目的。按照《国民体质测定标准》进行评定，

不合格的人数有30人，占到了56.6%，合格的人有20人，占

37.7%，良好的只有3人占5.7%，优秀的0人，充分反映出公

体学生总体达标率低，大部分的公体学生体质达标率不

合格，需要加强锻炼。从身体形态方面来看，中等以上的占

到了86.7%，反映出大部分人的身体发育水平和营养状况

良好。从身体机能方面来看，肺活量和台阶实验不合格的

分别占到了3.8%和18.9%，反映出大部分人的肺功能有氧

耐力水平和心血管系统的机能水平都已达到合格以上的标

准。在身体素质方面，选择反应时、握力、俯卧撑不合格的

分别占了49.1%、34.0%、70.0%，反映出部分人的运动神经

系统的反应速度和上肢肌肉力量的水平普遍较差，而闭眼

单脚站立、纵跳、坐位体前屈不合格的人数分别占24.5%、

20.8%、13.2%，可以看出大部分人的身体协调能力、下肢力

量和身体柔韧性的能力基本尚可。

3.2 建议
《国民体质测定标准》的主要目的和作用是从身体形

态、身体机能、身体素质各方面综合评定成年人的体质健

康水平，是促进成年人的体质健康发展、激励成年人积极

进行身体锻炼的手段。为了加强和推进国民体质测试的工

作，建议如下：全社会应该加强对成年人的测试工作的监

管和抽查，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应当有组织，有

制度的开展体质测定工作。应加强各类学校师生的身体

机能和身体素质的锻炼与指导工作，切实做到全面有效地

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和身体机能，尤其是加强公体学生

反应速度和上肢肌肉力量素质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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