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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参与体育第二课堂与体态素质的相关性分析

石松源1，张 丽2

( 1． 兰州理工大学 体育部，甘肃兰州，730050 ; 2． 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基础部，甘肃兰州，730070)

摘 要: 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对甘肃高校大学生参与体育第二课堂的学生进行项目、运动时间、运动类型、运动强度等情况进

行问卷调查并进行数理统计分析，得出: BMI 值与个体参与锻炼的频率、时长和强度的相关性较大; 体育锻炼的项目类型、强度、时长对肺活量大小的

影响有显著的相关性; 经常进行锻炼和运动强度在中等以上的学生，速度素质、耐力素质较好。提出以下建议: 学校要重视校园体育基础设施建设，满

足学生日常锻炼所需，体育场地可加装灯光，延长服务时间，体育第二课堂要有强度和运动量，各学校要加强相同体育项目的交流，活跃校园文化

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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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体育强国建设

已成为国家战略，青少年掌握 2 项以上的运动技能业已成为国家层面的

重大工程。作为青少年步入社会最后的体育教育阵地，高校体育任重道

远。以体育社团、体育俱乐部为载体的体育第二课堂是体育课的有益补

充，是高校课外体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学生能够从自身兴趣出发，自由、
自主的选择运动项目并收获成就感，能够有利于学校体育工作的开展和

校园体育文化的构建，真正实施素质教育，为学生提供了培养学生综合

素质的舞台。同时，体育第二课堂能够有效衔接体育课内外，并能够为

学校体育改革提供新的思路与观念。

1 大学生参与体育第二课堂与身体形态的相关性分析

将项目类型、参与强度、参与时间、参与频率作为指标，进行参与体

育第二课堂学生身体形态的相关性分析，结论如下:

BMI 指数是学生体质健康测试项目中唯一一项对身体形态的检验

标准，是评价人体形态的发育水平及身体匀称度的重要指标。从表 1 中

可以看出，体育锻炼的项目类型在身体形态的等级 P 值 = 0． 0959 ＞ 0．
05，卡方值 = 0． 014，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也就是说在锻炼项目的选择上

对身体形态的影响不大。

表 1 参与体育第二课堂对身体形态的相关性分析( n = 1434)

身体形态( BMI 指数)

正常 低体重 超重 肥胖

n % n % n % n %

运动频率

经常锻炼 1247 87． 0 186 13． 0 0 0． 0 0 0． 0
不经常锻炼 1226 85． 5 151 10． 5 0 4． 0 0 0． 0

P 值 P = 0． 608 ＞ 0． 05 P = 0． 334 ＞ 0． 05 P = 0． 001 ＜ 0． 05
Pearson 卡方值: 11． 94 P = 0． 484 ＞ 0． 05

差异性 不显著

运动强度

中等强度以上 1272 88． 7 148 10． 3 14 1． 0 0 0． 0
小强度 1058 73． 8 264 18． 4 110 7． 7 0 0． 0
P 值 P = 0． 000 ＜ 0． 01 P = 0． 018 ＜ 0． 05 P = 0． 000 ＜ 0． 01

Pearson 卡方值: 24． 111 P = 0． 000 ＜ 0． 01
差异性 非常显著

运动时间

45 分钟以下 1054 73． 5 300 20． 9 82 5． 7 0 0． 0
45 分钟以上 1349 94． 1 85 5． 9 0 0． 0 0 0． 0

P 值 P = 0． 000 ＜ 0． 01 P = 0． 000 ＜ 0． 01 P = 0． 000 ＜ 0． 01
Pearson 卡方值: 54． 957 P = 0． 000 ＜ 0． 01

差异性 非常显著

项目类型

技能主导类 1233 86． 1 169 11． 8 30 2． 1 0 0． 0
体能主导类 1236 86． 2 166 11． 6 32 2． 2 0 0． 0

P 值 P = 0． 0959 ＞ 0． 05 P = 0． 928 ＞ 0． 05 P = 0． 938 ＞ 0． 05
Pearson 卡方值: 0． 014 P = 0． 963 ＞ 0． 05

差异性 不显著

运动的频率在身体形态的正常和及格等级 P = 0． 608 ＞ 0． 05，卡方

值 = 11． 94，两组数据不存在显著性的差异，但在超重的等级中 P 值 ＜
0． 05，存在显著性差异，因此可以得出超重的学生中 100% 都是不经常参

与体育锻炼的。每次参与体育锻炼的强度在身体形态等级的 P 值 ＜
0． 05，卡方值 = 24． 111，呈非常显著性相关，运动强度在中等强度以上的

学生正常率较高，而经常进行小强度运动的学生则低体重率和超重率偏

高。每次锻炼的参与时间在对身体形态的影响中，P 值 = 0． 00 ＜ 0． 01，

卡方值 = 54． 957，呈非常显著性相关; 单次运动持续时间在 45 分钟以上

的学生，BMI 指数在正常范围的较多，而锻炼时间短的学生，低体重和超

重的检出率高。由此可见，BMI 值与个体参与锻炼的频率、时长和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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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性较大，说明身体形态的影响因素里，除了受遗传、营养、环境等

的影响外，体育锻炼这种外部刺激对身体形态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但考虑到大学生骨骼的生长发育在这一个阶段已经趋于稳定，所为体育

锻炼对身高的影响作用不大，但是对体重的影响是极为明显的，因此导

致 BMI 指数的差异。

2 大学生参与体育第二课堂与身体机能的相关性分析

从参与体育第二课堂的项目类型、运动频率、运动时间、运动强度四

个指标来探讨体育锻炼与身体机能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假设两者间存在

一定的相关性。

表 2 参与体育第二课堂对身体机能的相关性分析( n = 1434)

身体机能( 肺活量)

优秀 良好 及格 不及格

n % n % n % n %

项目类型

技能主导类 24 1． 7 66 4． 6 829 57． 8 515 35． 9
体能主导类 79 5． 5 151 10． 5 984 68． 6 221 15． 4

P 值 P = 0． 019 ＜ 0． 05 P = 0． 011 ＜ 0． 05 P = 0． 01 ＜ 0． 05 P = 0． 000 ＜ 0． 01
Pearson 卡方值: 39． 278 P = 0． 00 ＜ 0． 01

差异性 非常显著

运动频率

经常锻炼 125 8． 7 67 4． 7 925 64． 5 317 22． 1
不经常锻炼 0 0． 0 159 11． 1 513 64． 2 354 24． 7

P 值 P = 0． 000 ＜ 0． 01 P = 0． 04 ＜ 0． 05 P = 0． 940 ＞ 0． 05 P = 0． 457 ＞ 0． 05
Pearson 卡方值: 36． 079 P = 0． 214 ＞ 0． 05

差异性 不显著

运动强度

中等强度以上 69 4． 8 142 9． 9 912 63． 6 311 21． 7
小强度 0 0． 0 0 0． 0 975 68． 0 459 32． 0
P 值 P = 0． 000 ＜ 0． 01 P = 0． 000 ＜ 0． 01 P = 0． 399 ＜ 0． 05 P = 0． 025 ＜ 0． 05

Pearson 卡方值: 19． 241 P = 0． 000 ＜ 0． 01
差异性 非常显著

运动时间

45 分钟以上 0 0． 0 69 4． 8 1209 84． 3 156 10． 9
45 分钟以内 93 6． 5 148 10． 3 744 51． 9 450 31． 4

P 值 P = 0． 000 ＜ 0． 01 P = 0． 017 ＜ 0． 05 P = 0． 000 ＜ 0． 01 P = 0． 000 ＜ 0． 01
Pearson 卡方值: 68． 692 P = 0． 038 ＜ 0． 05

差异性 显著

表 3 参与体育第二课堂对速度素质的相关性分析( n = 1434)

速度素质( 50 米跑)

优秀 良好 及格 不及格

n % n % n % n %

项目类型

技能主导类 85 5． 9 158 11． 0 1192 83． 1 0 0． 0
体能主导类 106 7． 4 87 6． 1 1240 86． 5 0 0． 0

P 值 P = 0． 468 ＞ 0． 05 P = 0． 03 ＜ 0． 05 P = 0． 256 ＞ 0． 05
Pearson 卡方值: 5． 005 P = 0． 327 ＞ 0． 05

差异性 不显著

运动频率

经常锻炼 143 10． 0 126 8． 8 1163 81． 1 0 0． 0
不经常锻炼 0 0． 0 90 6． 3 1345 93． 8 0 0． 0

P 值 P = 0． 000 ＜ 0． 01 P = 0． 279 ＞ 0． 05 P = 0． 000 ＜ 0． 01
Pearson 卡方值: 22． 818 P = 0． 000 ＜ 0． 01

差异性
非常显著

运动强度

中等强度以上 117 8． 2 64 4． 5 1395 87． 3 0 0． 0
小强度 0 0． 0 361 25． 2 1071 74． 7 0 0． 0
P 值 P = 0． 000 ＜ 0． 01 P = 0． 000 ＜ 0． 01 P = 0． 001 ＜ 0． 01

Pearson 卡方值: 56． 291 P = 0． 007 ＜ 0． 01
差异性 非常显著

运动时间

45 分钟以上 62 4． 3 186 13． 0 1184 82． 6 0 0． 0
45 分钟以内 120 8． 4 70 4． 9 1245 86． 8 0 0． 0

P 值 P = 0． 055 ＞ 0． 05 P = 0． 00 ＜ 0． 01 P = 0． 165 ＞ 0． 05
Pearson 卡方值: 15． 517 P = 0． 276 ＞ 0． 05

差异性 不显著

一个人肺活量的大小与年龄、环境、胸廓的大小，呼吸肌的发展程度

以及胸壁的弹性等因素有关。从表 2 来看，运动类型在身体机能的等级

中，P 值 = 0． 00 ＜ 0． 01，卡方值 = 39． 278，可以看出，体能主导类的运动

项目对肺活量的大小呈非常显著性相关。达到优秀等级的学生中，83．
3% 体育锻炼都是以体能主导类的项目为主，而且经常参与体能主导类

项目的学生中，优秀、良好、及格的比例要比技能主导类的学生多，不及

格率也低，这应该与体能主导类的体育运动主要是以有氧运动为主有

关。体育锻炼参与频率在身体机能的等级中 P = 0． 214 ＞ 0． 05，卡方值

=36． 079，经常锻炼的学生及格以上的比例达到了 77． 9% ，而不经常锻

炼的学生及格以上的比例是 75． 3% ，两者数据没有太大的差异，因此可

以得出体育锻炼参与频率与肺活量的大小是没有相关性的。运动强度

在身体机能的等级中 P = 0． 000 ＜ 0． 01，卡方值 = 19． 241，呈非常显著性

差异。在优秀和良好等级里的学生，运动强度都在中等以上，说明运动

强度大小与肺活量的大小是有相关性的。运动时间对身体机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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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显著的，运动时间在 45 分钟以上的学生优秀率和良好率要高。
3 大学生参与体育第二课堂与速度素质、耐力素质的相关性分析

3． 1 速度素质

速度素质是指人体快速运动的能力。从表 3 中可以看出，参与项目

的类型对速度的影响 P 值 = 3． 327 ＞ 0． 05，卡方值 = 5． 005，说明相关性

不大，这可能与技能主导类的项目里包括了篮球、足球等对速度有要求

的项目在内有关，所以导致两组数据对速度素质的相关性没有显著性的

差异。
运动频率对速度素质的好坏有非常显著的相关性，经常锻炼的学生

总体表现为优秀率、良好率髙; 运动强度对速度素质的提髙有非常显著

的相关性，长期进行中等强度以上的学生，优秀率高。两组数据显示，每

次运动的持续时间对速度素质的影响没有显著的差异性。
3． 2 耐力素质

表 4 参与体育第二课堂对耐力素质的相关性分析( n = 1434)

耐力素质( 1000 /800 米跑)

优秀 良好 及格 不及格

n % n % n % n %

项目类型

技能主导类 0 0． 0 103 7． 2 1120 78． 1 205 14． 8
体能主导类 0 0． 0 281 19． 6 1101 76． 8 52 3． 6

P 值 P = 0． 00 ＜ 0． 01 P = 0． 099 ＞ 0． 05 P = 0． 00 ＜ 0． 01
Pearson 卡方值: 37． 455 P = 0． 00 ＜ 0． 01

差异性 非常显著

运动频率

经常锻炼 0 0． 0 309 21． 6 1044 72． 8 80 5． 6
不经常锻炼 0 0． 0 0 0． 0 1247 87． 0 186 13． 0

P 值 P = 0． 000 ＜ 0． 01 P = 0． 000 ＜ 0． 01 P = 0． 002 ＜ 0． 01
Pearson 卡方值: 54． 022 P = 0． 000 ＜ 0． 01

差异性 非常显著

运动强度

中等强度以上 0 0． 0 214 14． 9 1189 82． 9 37 2． 6
小强度 0 0． 0 222 15． 5 724 50． 5 487 34． 0
P 值 P = 0． 785 ＞ 0． 05 P = 0． 000 ＜ 0． 01 P = 0． 000 ＜ 0． 01

Pearson 卡方值: 111． 569 P = 0． 000 ＜ 0． 01
差异性 非常显著

运动时间

45 分钟以上 0 0． 0 225 15． 7 961 67． 0 248 17． 3
45 分钟以内 0 0． 0 241 16． 8 1163 81． 1 32 2． 2

P 值 P = 0． 128 ＞ 0． 05 P = 0． 000 ＜ 0． 01 P = 0． 000 ＜ 0． 01
Pearson 卡方值: 44． 964 P = 0． 000 ＜ 0． 01

差异性 非常显著

耐力素质是指机体长时间连续活动的能力。从表 4 中可以看出，体

能主导类的运动项目对耐力素质的相关性非常显著，96． 4% 的学生都在

及格以上，而且良好的比例也比较高，主要是因为体能主导类的运动项

目是以无氧运动为主，对心血管功能有一定的刺激作用。运动频率、运
动强度、运动持续时间在耐力素质等级里 P 值 ＜ 0． 05，卡方值 ＞ 5，呈非

常显著性相关。
4 结论与建议

4． 1 体育锻炼所选择的项目类型和身体形态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锻炼的强度与身体形态等级呈非常显著性相关; BMI 指数与个体参与锻

炼的频率、强度、时长都有较大的相关性，运动强度中等以上的学生正常

率最高，运动强度较小的学生则超重率偏高。建议在体育教学中或体育

第二课堂活动中要有较高运动强度的练习。同时要使学生掌握科学有

效锻炼的方法，通过合理的安排项目类型、运动频率、运动强度、运动持

续时间等，达到增强学生体质，提高健康素养的目的。体育锻炼的项目

类型中侧重于技能主导类的项目的学生，柔韧素质和力量素质会偏好，

而侧重于体能主导类的项目的学生，则耐力和爆发力会偏好。因此，在

进行体育锻炼时，不应侧重于某一类型的项目，而应该技能、体能相结

合，才能得到身体各方面素质的均衡发展。
4． 2 体能主导类的项目对肺活量的大小呈非常显著性相关; 运动

频率、运动强度、运动时长与耐力素质呈非常显著性相关。长期以来，传

统的大学体育选课模式导致教师在教学上有重“技能”轻“体能”的现

象，体育老师在课堂上进行体能练习的较少，传授体育运动基本理论知

识的现象也并不普遍。建议在体育课堂严格执行增强心肺功能的耐力

训练的要求，切实落实体能练习。同时，加强对体育运动基本理论知识

的讲解，培养学生体育欣赏的能力，掌握科学锻炼的方法和知识，学会体

育锻炼自我评价和监督、运动损伤的预防与康复的方法，拥有制订适合

自身的运动处方和拥有在锻炼中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对培养

学生终身体育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4． 3 善于发现学生的兴趣爱好，对学生的兴趣和爱好要积极引导，

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创建更多的体育第二课堂，使学生能够有更多

选择参与体育第二课堂活动。积极鼓励学生组建自己的体育俱乐部和

体育社团，在校团委的社团平台上积极注册、宣传，提高组织力和号召

力; 校团委对各社团不仅仅要管理，更要引导，梳理; 体育部积极响应国

家号召，给予各学生社团场地、器材、时间的帮助和协调，帮助学生做好、
做成自己喜欢的事。各高校体育场馆除开展正常的体育教学工作和训

练工作以外，还应该更大限度的发挥体育馆应有的作用和价值，为更多

的学生提供体育活动的场所。可以通过延长服务时间、错峰卫生保洁等

形式提高场地的利用率，同时开发场地预约系统，方便学生预约锻炼时

间，更好的为体育第二课堂的开展服务。
4． 4 通过调查发现，学生在体育锻炼过程中没有进行热身活动、肌

肉牵拉等行为习惯，对一般性的扭伤没有科学的处理方法，以致耽误治

疗的最佳时间，造成较长时间的伤病。同时对既有伤病的处理和身体锻

炼方式缺乏专业的处理方式，达不到促进恢复的目的。因此体育第二课

堂的开展离不开专业教师的指导，并能根据不同个体进行有针对性的建

议，技能和体能练习相结合，身体各方面素质得到全面的发展和提高，从

而达到强健身心的目的。同时要指导学生在运动过程中自我监控和评

价的方法，使学生有针对性的安排运动强度和密度，达到增强体质、安全

锻炼、增进健康的目的。
4． 5 各高校应理顺体育社团隶属关系，切实重视体育第二课堂的

开展，鼓励学生自发组织和开展新兴体育社团，满足不同爱好、不同兴趣

的学生的需求。同时，甘肃高校应发挥地缘优势，探索开展具有民族特

色的体育项目和社团，并将民族体育进行挖掘和整理，发挥体育传播文

化的作用。民族运动会上开展的如抢花炮、珍珠球等项目同样适合高校

开展。同时，对新兴项目要接纳和支持，对女生需求较大的瑜伽、形体等

课程给予场地条件的支持。开展校园体育社团展示活动，为校内各体育

社团、体育俱乐部提供自我展示的舞台和机会，并进行优秀体育社团的

评比活动，繁荣校园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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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世界级比赛选拔优秀种子选手，树立良好的中国警队形象。构建社会

多元化发展的警察体育训练模式。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到警察体育

训练发展，如通过各地区体育科学研究所定期为警队成员进行体能素质

测评; 积极参与社会协会组织的竞技比赛，如手枪实用设计比赛( IDPA，

International Defensive Pistol Association) 、武术比赛等，通过兴趣的培养促

进警察体育训练的主观能动性，切实提高警察体育训练水平和身体

素质。
3． 2 加强警察体育训练师资力量建设

目前，我国警察体育训练教育领域仍存在照搬某项竞技体育项目，

依靠竞技体育训练代替警察体育训练的现象。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警

察体育教育师资力量的薄弱，大部分警体教员有体育院校学历背景，却

未将竞技体育训练模式转化融合为警察专项的体育训练模式。随着执

法环境的日趋复杂，仅仅靠传统竞技体育项目进行警察体育职业训练，

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社会治安维稳的需求。如当前需要的防爆技术、水下

救援等，都需要进一步完善到警察体育训练科目中来。
因此警察体育训练师资力量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未来发展策

略，应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推进。一是完善警察体育训练教官考核制。
提高教官“门槛”，统一教官考核标准，并定期进行考核指标项目的更新

迭代，紧跟警务实战的需要。定期召开警察体育训练学术论坛与教学研

讨会，邀请国内知名警察体育训练专家与运动训练专家，对当前前沿的

训练理论知识、方法手段等进行介绍与讲解，切实提高警察体育训练教

官的综合素质。二是实行“双师交流制度”。公安院校的专家老师，到

地方一线执法部门进行“交流锻炼”，将院校体育训练的知识技能带到

一线执法警队，同时通过对一线公安部门的调研，了解基层警察进行体

育训练最基本的需求是什么，了解警察执法斗争的最新状态。一线执法

部门的优秀教官、指战员，进入公安院校教师岗，将一线的执法经验与案

例，带入到课堂上，将经过实践检验的训练方法、手段丰富进院校警察体

育训练的课程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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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议

3． 1 制定马业发展中长期规划

马术运动的长远发展必须有相关的政策发展规划指引。制定中长

期马术产业发展规划，和国外马术运动发展较好的国家对标行业标准与

学习，引进国外先进品种和马术发展模式，都是推动海南马术运动发展

的重要路径。由关部门组织聘请国内外专家，配备专业人员，在深入调

查的基础上，系统制定我省马术发展中长期规划，使海南的马术运动为

国际旅游岛增光添彩，为来海南旅游的国际友人提供更多化的旅游休闲

运动方式。
3． 2 加快马文化建设

在海南培育特色马文化打造有独特魅力的国际旅游岛和自贸区。
同时，要以包容的心态积极吸收当前优秀的国际马文化，以开放的心态

学习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敢于创新，融入海南省独特的精神气质，创造

和弘扬海南省的马文化。积极投入建设马文化博物馆和马文化小镇、马
文化主题公园等项目，打造海南马文化综合体，拉动旅游消费升级和提

升海南的文化底蕴与城市形象。
3． 3 加强马术人才培养

马术运动的发展与竞争，最终决定作用是人才。为促进马术运动健

康有序的发展，需要引进和培养马术运动专业人才。加强与国际和国内

发达的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在培养、评判、养殖、兽医、赛事运营等方面重

点培养专业人才。抓住中国没有高端马专业培训机构的机遇，尽快建立

马专业培训学校，占领人才高地。要加强教练员的专业化，建立完善的

教练员考核培训体系，严格考核，才能成为优秀的教练员高校马术相关

专业同时，马术学校应完善教学内容体系，如目前国内没有统一的教学

内容和体系，各学校都有自己的体系，这对整个马术行业的发展是有害

的，这就需要相关部门的配合。团结一致，推动行业发展，推动马术俱乐

部体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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