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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时期是身心健康和各项身体素质发展的关键时期 ，
青少儿时期的体质状况，不仅对其成年后的健康有重要影响,也
可以侧面反映一个民族健康素质的发展水平 。随着我国改革
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经济、文化、教育快速发展，儿童青少
年体质健康状况也相应的变化。兰州作为西部经济欠发达的城
市，了解学生体质与健康是否拖了全国的后腿，抓紧补齐短
板。对于其他地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自1985年开始，每5年
进行1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状况的调研，也是世界范围仅有的

大型调研制度 。本文通过对2010和2014年兰州市汉族7~12岁学
生体质健康调研有关身体素质数据的分析，得出兰州市汉族中
小学生身体素质的现状，为兰州市中小学校、体育工作相关部
门更好地开展学生的健康促进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抽取2010、2014年兰州市城乡男女学生体质调研资料。
2010年男生600人，女生600，共计12 00人；2014年男生600人，
女生600人，共计12 00人。两次调研城男、乡男、城女、乡女每
个年龄组均为50人。

（1）测试指标。选择反映学生身体素质的速度、弹跳、肌
力、耐力、握力、柔韧6个方面。男生测试项目是50米、立定跳
远、斜身引体、50m×8往返跑，坐位体前屈、握力；女生测试
项目是50米、立定跳远、仰卧起坐、50m×8往返跑，坐位体前
屈、握力。

（2）测量方法。调研中按《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检测细

则》 的要求实施，检测人员均由专业技术人员组成，检测前均
经过统一培训。检测器材均为国家调研组审定后统一指定产
品。

（3）数据处理。用Excel2007建立数据库，用SPSS16.0进行
数据分析，比较采用两样本均数t检验。

2014年兰州市7~12岁男、女学生50米跑成绩分别为9.52 s、
10.07 s，男女生6个年龄组差距均好于全国，见表1和表4。与
2010年相比，男女生均有提高，男生提高幅度大于女生，50米
跑用时分别减少了0.19 s和0.08 s，除男生的11岁年龄组增长较大
（P＜0.01），其余男、女生所有组别的增长均无统计学意义，
见表2。城乡对比发现，50米跑城男、乡男、城女、乡女各有三
个年龄组略好，城乡差异在小学阶段基本消失，见表3。

2014年 兰 州 市 7～12岁男、女学生立定跳远成绩分别为
144.80 cm、132.78 cm，见表1；男生有3个、女生有4个年龄组
低于全国，7～12岁立定跳远均值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
4。与2010年相比，男女生立定跳远均为下降趋势，平均负增长
3.29 cm和5.85 cm，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不同年龄段除8岁男
生组外，其余组别男、女生均为负增长，男生的9、10岁和女生
7、8、11岁5个组别负增长较大，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城乡
对比发现，弹跳素质整体水平城男、城女均好于乡男、乡女，
分别相差是3.29 cm、5.85 cm；城乡最大差距均出现在12岁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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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差值为6.02 cm、10.18 cm，女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3。

2014年兰州市7~12岁男生斜身引体均值为39.55次、女生仰
卧起坐为25.24个，见表1。男生6个年龄组的斜身引体向上均好
于全国平均值（P＜0.01），女生7~10岁年龄段仰卧起坐均好于
全国，但女生11、12岁年龄组差于全国同组水平，见表4。与
2010年相比，男生斜身引体向上增长了18.55个，增长有显著性
（P＜0.01），女生仰卧起坐负增长，下降了1.00个，见表2。城
乡对比发现，从整体看，斜身引体向上城男略好于乡男，仰卧
起坐城女稍差于乡女，但城男12岁年龄组差于乡男达15.88个
（P＜0.01），见表3。

2014年兰州市7～12岁男、女学生50 m×8往返跑平均成绩
分别为121.12 s、125.69 s，均好于全国，见表1。与2010年相
比，50 m×8往返跑平均成绩，男女生均有提高，用时分别减少
了生下降，用时多了1.00 s，0.60 s，但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2。城乡对比发现，耐力素质在城男略好于乡男，城女差于乡
女；由此推理，近5年女生耐力整体成绩的提高源于乡女的快速
增长，见表3，这是值得关注的变化。

一般来说，柔韧性素质是随年龄增长而下降的自然生长趋
势。兰州市7～12岁男女生坐位体前屈平均值分别为5.07 cm和
11.16 cm，见表1；女生稍好于全国，男生略差于全国，见表4。
近5年来，兰州市男生柔韧素质处于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女生
有较大增长，增长均值达1.81 cm（P＜0.01），见表2。城乡对
比发现，柔韧素质7～12岁城市男女生均差于乡村男女。

从表1，表4可见，兰州市7～12岁男、女生平均握力分别为
16.15 kg和13.98 kg，男生好于全国，女生差于全国，见表1。从
近5年握力的增长值看，兰州市学生握力也处于相对稳定的态
势，有较小的增长，男女生分别0.32 kg和0.08 kg，均无统计学
意义，见表2。城乡对比发现，城市男、女生握力均好于乡村男
女，差距分别为0.39 kg和0.82 kg，无统计学意义。

身体素质是人体在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力量、速度、耐

力、灵敏、柔韧等机能 ，身体素质的提高必然促进人体机能与
生长发育水平的提高。但身体素质的优劣，一般受遗传因素的
影响较大。但其潜能的开发，与日常的体育锻炼及后天营养密

不可分 。
兰州市7～12岁学生在速度、耐力、握力、柔韧指标均不同

程度的增长，下肢爆发力呈下降。力量素质男生增长女生下
降，发展不平衡。男女城乡差距缩小，城男在爆发力、肌力、
耐力、握力素质四个方面好于乡男，但在速度和柔韧2个指标不
如乡男。城女在爆发力、握力素质两个方面好于乡女，但在肌
力、耐力、柔韧三个方面不如乡女，结果与黄生垒等 的研究不
一致。兰州市7～12岁男生在速度、肌力、耐力、握力四个方
面，女生在速度、肌力、耐力、柔韧素质四个方面好于全国，
但男生的爆发力、柔韧和女生的爆发力、握力差于全国。耐力
跑是我国近30年来身体素质水平下降的代表性指标之一 ，可喜
的是兰州市学生耐力素质近年来有缓慢增强。出现这一结果的
可能是：

（1）社会经济状况对儿童青少年发育水平起重要作用 ，
本研究发现男、女生下肢爆发力下降，男生上肢力量提高是最

为突出的两个指标，与苟明 研究基本一致。随着改革开放，兰
州市国民经济实力的增强，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营养的摄
入完全满足孩子身体生长发育所需 营养成分，促进了小学生
身体素质的自然增长。

（2）市区周边农村城镇一体化的建设，师资配备和学校体
育设施与场地的完善，再加之农村义务教育营养餐多年的实
施 ，进一步缩小了因教育公平问题而造成的学生身体素质城乡
差异。

（3）随着生活的富裕，家长因交通、安全等后顾之忧，以
车代步接送孩子上下学，上楼用电梯等，无形减少了小学生的
日常体能活动量。据报道 兰州市中小学生超重和肥胖检出率分
别为9.5％和4.2％，且年龄越小，超重和肥胖检出率越高。儿童

体重的快速增长对其生理功能身体素质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 ，
必然带来身体素质的下降。

（4）家庭观念，任何进步，首先都是观念上的进步 。
2014年在校的小学生，他们的父母基本都是20世纪70年代生
人，都基本上饱受贫穷。对待子女，往往百般呵护，受传统思
想“唯分数、唯升学”观念固化仍然严重。这样的家庭必然导
致孩子长期缺乏家庭体育与课外锻炼。

（5）学习压力大 。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是每个家庭
难以摆脱的现实。而提高升学率，巩固基础加大作业是学校和
教师不可选择的选择。每个学生、家长都难以逃脱各种辅导班
的广告宣传。这些看似与孩子身体素质无关的因素，其实都有
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必须从社会、学校、家庭等方面，认
识德智体美劳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归还孩子们爱玩的天性，
保证他们作为自然人必需的运动。学校体育也要有的放矢，针
对小学生弱项身体素质，在教学内容、练习方法和手段等方面
进行适当的微调。

表2 2014和2010年兰州市7~12岁汉族学生身体素质各指标增长一览表

表3 2014年兰州市7~12岁汉族城、乡学生身体素质差距一览表

表4 2014年兰州市与全国7~12岁汉族学生身体素质差距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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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客观题作业，线下作业就是每章都有纸质作业，重点检查学
生的做题过程，二者相互补充，取长补短，整体构成一份完整
的作业，既能考察学生对概念的理解，又考查学生计算能力、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综合能力的应用。同时线上作业由学习
通自动批改，节省了老师批改作业的时间。由于学生人数众
多，线下作业每次批改一半，笔者把学生做的又对又漂亮的作
业拍照上传到学习通，方便学生错题修改或者自己批改。这种
方式改变了了以往只有课堂才学习概率统计课，增加了很多课
外预习、复习、巩固课程内容的时间，符合教育部给大学生适
当増负，加大过程教学管理，提高大学教育质量的要求。

利用学习通这个辅助教学工具，加大了学生自主学习、自
主探究的时间，更好地监管学生在课堂内外的学习过程，较以
往给出的平时成绩更加公正客观。线上平时成绩包括自主学
习、签到、线上作业成绩、课堂讨论等，这部分在学习通中设
好比例，由系统自动给出。线下平时成绩主要是每章纸质作业
的成绩，由任课教师批改作业时给出成绩。本学期该课程学生
成绩如下评定：课程总评成绩=平时成绩（40%）+期末卷面成
绩（60%）；平时成绩=线上平时成绩（60%）+线下平时成绩
（40%）。

经过问卷调查，75%的学生喜欢教师利用学习通辅助教学，
10%的学生不喜欢，认为利用学习通占用了大量的课外时间，加
重了学习负担，15%的学生持无所谓的态度。通过这学期概率统
计的教学实践，笔者深感学习通给教学提供了极大地便利，能
更好地监管学生课堂内外的学习状况，能更好地反映学生的学
习效果，给学生的评价更全面、公正、客观。但由于初次使
用，上传的教学资源还不够完善，每章课后习题还不是很多，
随着以后继续使用学习通辅助教学，笔者将继续不断地补充完
善各种教学资料，与传统教学更加无缝衔接，必将会有更多的
学生喜欢上学习通这种先进的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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