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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健康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多种指标和维度 。少儿是

学校体育、卫生工作中的重要服务对象，其体质健康状况可以

反映一个民族健康素质的发展水平，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

国力和社会发展水平。保证少儿健康成长，为其更好地学习相

关知识奠定坚实的基础，从而有效确保民族的生命力 。然而

近30年来，我国学生的形态发育指标和营养状况虽不断改善，

但身体素质却未同步提高，甚至个别指标还有所下降 。因此，

儿童、少年身体素质的提高就显得尤为重要。东乡族人聚居在

甘肃中部干旱腹地的群山丛岭中，交通不便。东临洮河，西傍

大夏河，南接广通河，北有黄河。也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封闭而

又特别的地理位置，其体质人类学特征鲜为人知 ，身体素质方

面的研究则是少之又少。本文通过对东乡族学生身体素质数据

的分析，掌握东乡族儿童身体素质状况，为当地学校体育、卫

生部门在促进儿童体质健康工作中提供参考。

抽取2014年甘肃省东乡族和汉族乡村7～12岁学生3140人。

东乡族男生656人，女生684人，共计1340人，汉族乡村男生

900人，女生900人，共计1800人。

测试项目：男生：50m、立定跳远、斜身引体向上、50m×

8往返跑，坐位体前屈、握力；女生：50m、立定跳远、仰卧起

坐/1min、50m×8往返跑，坐位体前屈、握力。分组方法：按性

别汉族学生分为城男，城女、乡男和乡女4个组，东乡族学生只

分男生和学生2个组，本研究比较城市学生不在其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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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进行岗前统一培训。检测器材均为国

家调研组审定后统一指定产品。测试点校与2010年完全一致。

运用Excel2007建立数据库，用SPSS15.0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

由表1、表2可见，2014年东乡族男、女生50m跑平均成绩分

别为9.72 s、10.53 s，较2010年6个年龄组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增长显著性（P值均＜0.01），平均增长值为1.23 s、1.37 s，增

长最大值分别在8岁和女生9岁年龄组。与汉族乡村学生比较，

东乡族男生除了7岁、12岁年龄组外，其余4个组别均好于汉族

学生，但整体差距从2010年用时长于汉族学生0.96 s，到2014年

反超汉族学生0.03 s。女生仅8岁年龄组好于汉族学生，其余5个

组别均差于汉族乡女。5年来，东、汉两族学生50m跑成绩，6个

年龄组均有提高，但东乡族学生提高幅度均大于汉族，见表3。

东乡族7～12岁学生弹跳素质均随年龄增大而增长，男女生

快速增长期均在7～8岁年龄段，增长值分别是14.61 cm、14.41

cm，见表1。与2010年比较，东乡族男生除9岁和11岁年龄组略

有所下降，其余4个年龄组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12岁年龄

组增长最大，达到10.67 cm（P＜0.01）。但女生除10岁年龄组

外，有5个年龄组为负增长，但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相反，汉

族学生的弹跳素质现状令人堪忧，男女6个年龄组均为负增长，

负增长均值高达9.25 cm和8.66 cm，最大负增长达到10.81 cm和

13.32 cm，见表2。5年间，立定跳远成绩东乡族与汉族差距，

男、女生分别由17.12 cm、13.33 cm缩短至5.59 cm、5.66 cm，但

差异仍有显著性（P＜0.05）。男女生最大差距均出现于7岁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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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4年甘肃省东乡族7~12岁学生身体素质各指标均值一览表(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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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东乡族与汉族乡村儿童身体素质再比较

目的：为掌握临夏州东乡族7～12岁学生身体素质变化情况，给学校体育及卫生
相关部门提供理论参考。方法：选取甘肃省东乡族和汉族儿童的身体素质指标进行比
较。结果：近5年来，东乡族男生在速度、弹跳、耐力、柔韧素质均有不同程度的提
高，而肌力和握力呈下降趋势。弹跳、肌力和握力差于汉族，差异均有显著性；女生
除弹跳下降外，其余5类素质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除耐力外，其余指标均差于汉
族，其中弹跳、肌力、柔韧，差异有显著性。结论：5年间，东乡族和汉族学生身体
素质差距明显缩短，但总体素质水平男生均仍差于汉族学生；男生的肌力和女生的弹
跳力呈下降趋势，需引起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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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分别是10.80 cm、10.18 cm，见表3。

由表1可知，东乡族学生肌力素质增长的敏感期，男生在

11～12岁，斜身引体向上增长了4.12个。女生在7～8岁，1min仰

卧起坐增长了4.73个；较2010年，东乡族男生肌力素质均为下

降，6个年龄组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平均

下降了30.73个，各年龄组的成绩不到5年前的1/3。相反，女生

仰卧起坐指标，6个年龄组均有较大增长，且有显著性（P值均

＜0.05），其中8岁年龄组增长最大（9.54个），见表2。但是，

较汉族学生，东乡族男、女学生的肌力素质水平仍然较低，整

体素质差异均有非常显著性（P＜0.01），男生斜身引体向上完

成个数不及汉族学生水平的1/2。彼时，本来肌力素质是东乡族

男生好于汉族的优势项目，因为大幅度下降反被汉族男生超

越，见表3。

东乡族男女生耐力素质，均随年龄增长呈不稳定的增长态

势，男女生有3个相同年龄段的快速增长期，分别是7～8、8～

9、10～11岁年龄段；与2010年比较，50米×8往返跑指标，东

乡族男女生6个年龄组均有较大提高，且用时减少均有显著性

（P＜0.05或P＜0.01）。汉族男生整体水平有少量提高，而女生

则稍有下降，但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2；2014年东乡族男、女

生耐力素质，整体平均用时比汉族短了11.87 s、9.58 s。6个年龄

组男、女生均好于汉族学生，且均有统计学意义。值得一提的

是东乡族男生从落后汉族变成了反超，见表3。

东乡族7～12岁男、女生坐位体前屈平均值分别为6.68 cm和

9.47 cm，最好成绩分别在10岁和9岁年龄组，最差均为11岁年龄

组，见表1；5年间，东乡族男生6个年龄组柔韧素质均有增长，

增长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女生除11岁年龄组略有下降

（P＜0.05）外，其余5个年龄组也均有增长。男、女生的最大增

长均在7岁年龄组。汉族学生的柔韧素质，除女生的7～10岁4个

年龄组略有增长外，11、12岁2个年龄组和男生的6年龄组均为

下降，见表2；东、汉两族学生比较，男生6个年龄组均从

2010年低于汉族学生，到2014年全部反超，且7、10、11岁3个

年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女生除11岁年龄组外，其余年龄组

与汉族差距缩小，但女生整体柔韧素质仍然低于汉族水平，差

距有显著性（P均＜0.01），见表3。

从表1可知，东乡族男、女生握力均随年龄增长呈稳步增

长，增长敏感期分别是9~10岁和8~9岁，增长值为3.95 kg、2.27

kg。从7～12岁的总体来看，近5年东乡族男生握力略有下降，

女生稍有提高，但汉族男、女生的整体水平均为下降，见表2；

东、汉两族学生握力的总体差距，5年来男生从1.32 kg拉大至

1.39 kg，女生从1.16 kg缩短至0.29 kg。2014年握力指标，男生

6个年龄组均低于汉族，除7岁、10岁2个年龄组外，仍有4个年

龄组差异有显著性（P＜0.01）。女生的7岁、9岁年龄组好于汉

族，其中7岁年龄组差异有显著（P＜0.01），仍有8岁、10～12

岁的4个年龄组差于汉族，且12岁差距具有显著性（P＜0.01），

见表3。

近5年来，东乡族学生身体素质，除男生的斜身引体向上、

握力和女生的立定跳远有下降趋势外，其余指标为不同程度的

增长趋势。概括为男“四增二降”，女“五增一降”。2010年

东乡族学生身体素质，除男生肌力好于汉族外，男生其余5类和

女生6类素质均差于汉族。2014年东乡族男生速度、耐力、柔韧

3类好于汉族，肌力、弹跳、握力3类素质不及汉族。女生除耐

力外，其余5类素质仍差于汉族。与汉族学生比较，男生“三好

三差”，女生“一好五差”。较5年前，东乡族与汉族学生差距

呈缩小的趋势，男生更为突出。这一结果与之前研究基本一

致 ，出现这个结果的可能原因：一方面是随着少数民族地区

经济（社会经济状况对儿童青少年发育水平起重要作用 ，

2014年农民人均收入从2010年的2063元增长到了3130元 ）的

快速发展，从学校教育资源配置到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推进。从

对学校体育的重视到全国学生阳光体育运动，从义务教育阶段

营养改善计划的落实到家庭思想观念的转变，孩子入学率的提

高等复合因素，深刻的影响着每个家长和孩子，更是唤起了东

乡少数民族学生身体素质较大潜能的迸发。另一方面，不正确

家庭教育会严重抵消学校教育的效果 。由于东乡族群众深受

民族文化的影响，严重束缚了当地群众的思想，男尊女卑、重

男轻女等传统固化观念 ，促使女孩更加珍惜学校教育机会，疏

于体育锻炼而导致身体素质更为低下。同时，东乡族群体因长

期受经济、文化、教育落后的制约和恶劣地理环境的影响，形

成该民族较大的“体质堕距” 。而这一体质上的堕距，可能

表现在人类体质的多方面，且难以短时间内得以修复。作为体

质与健康重要内容的身体素质必将是首当其冲。因此，要促进

东乡族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应该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既不能

急于求成，也不能听之任之。同时，建议应从家庭教育入手及

早抓起，提高家庭和东乡族社会对学校教育的正确认识与重

视，首先从思想观念上有所转变；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贫困

地区相关政策的倾斜，促进其经济、教育和文化的快速发展；

加快乡村振兴，城镇化建设，异地搬迁移民改变生存、生活的

基本条件 ；学校要全面积极开展体育工作，培养教师“互联

网+”学校体育的数据素养，及时掌握信息把控趋势。对弱势群

体、女生给予更多的关怀，促进学生体质均衡发展；实施好农

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处理好营养不良

2.3 斜身引体向上（男）/1min仰卧起坐（女）

2.4 50m×8往返跑

2.5 坐位体前屈

2.6 握力

（下转127页）

表2 2010～2014年东乡族和汉族乡村7~12岁学生身体素质增长值比较

表3 2010、2014年东乡族和汉族乡村7~12岁学生身体素质差距比较

3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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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P＜0.05；▲表示P＜0.01。

注：△表示P＜0.05；▲表示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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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服务支持体系，需要增强旅游创新和创业实力。

作为芜湖市旅游行政部门，其统筹兼顾、推动产业发展规

划的能力有待提高，其管理机制也有待进一步完善。发展旅游

业配套的农田、金融业、优秀人才等保障机制有待进一步贯彻

落实。旅游创业创新、企业建设等销售市场体制机制创新有待

贯彻落实，市场需求有待进一步激活。

2018芜湖市举行“露营天下，芜湖为家”第五届中国房车

露营大会，途居龙山露营地正式拉开帷幕，吸引了来自120多家

汽车房车和露营装备制造相关企业，进一步推进了如机器人、

新能源汽车、房车、通用航空等优势产业成果的旅游转化。

芜湖市应着力完成航空公司、高铁动车、高速与旅游景区

旅游景点交通出行的数据共享，应增加国际性国内航空航道，

提升交通出行驳接服务便利度，健全临空经济区旅游作用。

应建立健全公共服务标准，加强标准执行及评估的工作。

加强立体化、多层次、一体化的旅游通达系统，以突破全域畅

游的交通瓶颈。

目前，芜湖整体信息化发展水平依然不高，应着力贯彻落

实民生工程，加大软件、设备、服务平台等智慧旅游系统建

设，尽可能更好地满足游客与居民的需求。应健全聪慧旅游系

统，加强利民、便民设施建设，提升旅游消费安全等保障措

施，通过推动芜湖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让广大群众能够

在智慧旅游的背景下，体验更加安全、更加文明、更加便利、

更加快乐的旅游。

3.3 旅游公共服务运行机制有待完善

4.1 完善旅游公共基础类服务设施

4.2 完善旅游公共交通服务建设

4.3 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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