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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山市隆阳区中学生体质健康现状研究

杨从林

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云南昆明

[ 摘  要 ] 近年来，国家政策大力扶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伴随而来的各种富贵病人数也随之上升，比如高

血糖、高血压、高血脂、肥胖病等，导致人们的身体素质成逐年下降趋势。根据近几年的统计，大众体制的下降呈现出低龄化的形态，这其

中，很大一部分包括中学生在内的群体因为种种原因导致健康出现问题。所以，改善中学生体质健康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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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新课改的大力推行，中学生的素质教育得到了社

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在于学生成绩和人格的建

立方面，对身体素质的关注还不够重视。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学生的饮食结构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学生已经习惯了顿顿有肉。同时，

学生由于学习压力的增加，体育课程和锻炼时间被大大压缩，甚至

出现了其他课程抢占体育课的情况。本文通过搜索相关资料，走访

隆阳区部分学校，分析整理成综述，为研究学生体质健康提供参考

依据。

1 中学生体质健康现状
首先，体能测试成绩逐年下降。通过整理隆阳区部分学校的体

能测试成绩结果与《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比较显示：中学生在

体能测试以及运动会各项比赛中，成绩都是呈逐年下降趋势。尤其

是除去体育特长生之外的其余学生，在身体在身体形态方面和体育

特长生存在很大差异，肺活量、立定跳远、耐力跑、力量素质和其

他素质均有所下降，

其次，学生个体之间存在营养不均衡的状况。虽然我国的经济

总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但是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仍然存在城市与

农村的差异，东部与西部的差距，而根据调查发现，隆阳区所属中

学的学生大部分都来自农村，这些学生的家长都倾斜性的进城打工，

所以导致这些学生成为了留守儿童，由于父母不在身边，缺乏照顾，

有些孩子可能还需要照顾年买的老人，还需要帮家里干农活，所以

导致部分学生可能没有精力照顾自己。所以，正处于成长过程中的

中学生很容易发生营养不均衡的情况，结果就是导致这一类学生体

质较弱。

2 形成原因分析
2.1 学生父母教育观念的影响

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下，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父母对子

女的教育意识也在不断加强，往往出现父母对孩子过度宠爱的现象，

难以培养孩子自力更生的能力和独立的人格。学生都养成了一些不

良习惯，比如赖床、不尊重长辈、缺乏体育锻炼。以前穷人的孩子

早当家往往出现在比较艰苦的家庭，但是，现在出现了颠倒现象，

往往城市的孩子在逐步的改掉一些不良习惯，而农村的孩子容易产

生不良习惯。这就是受父母观念的影响，城市的父母更多的是用长

远的眼光来培养孩子。反观农村的孩子，由于父母一代吃了太多的苦，

所以生活水平提高了以后父母会尽最大的努力来满足孩子的需求，

产生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现象。所以，过去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正在慢慢的变了味道，这也是导致隆阳区孩子体能下降的直接因素，

家长的教育观念和方式需要慢慢改变，才能改善孩子的体质状况。

2.2 缺乏体育锻炼意识

现在的生活条件在慢慢变好，农村的各项基本设施和一些软件

条件都得到了提升，家家通电话、网络，网吧遍布乡镇。而且，大

部分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在家里爷爷奶奶是管不住的，基本都属于

脱缰的野马，况且这一部分学生正处于叛逆期，这些学生只要有空

闲时间都把时间和精力耗子手机游戏和网吧电脑上。而过去回家奔

跑在田间地头的情景很难看见。隆阳区大部分中学生都是来自于农

村，所以这也成为了当地中学生体育锻炼的现状，可见，孩子们缺

乏足够的体育锻炼意识。

2.3 学校教师忌惮安全问题

目前，中国绝大部分学校在中学生管理过程中，安全为首要目

标，学校和家长都为中学生制定了行为规范，在校园内是禁止追逐

打闹的，在校园内一切活动以安全为前提，在体育课程参与过程中，

存在一定风险的活动项目仍然是禁止开展的，导致了学校和家长对

于孩子过度保护，反而让孩子缺乏必要的体育锻炼。老师在课堂中

由于忌惮学生安全问题，所以就导致“放羊式”体育课出现，而放

羊式体育课很大一部分是不会主动锻炼的，所以过度的安全管理在

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学生进行有效的身体组织锻炼。这也是导致学生

身体素质下降的原因。

3 中学生身体素质提升对策 
3.1 提高体育课教学质量

提升中学生的体质健康，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体育课教学质量问

题。现在云南省已经将体育课列为主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使

用多维度测验的教学方法。体育课不应该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要

从根本上让孩子们爱上体育，了解体育锻炼对滋生的好处，把应试

教育变成素质教育，在课堂中改变教学模式，可以通过游戏教学的

方式让学生可以轻松愉快的完成教学目标。

3.2 丰富体育教学形式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培养学生运动兴趣是青少年养成良好运动

习惯的关键，在体育教学中，教师要以丰富多样的教学形式来进行

课堂教学，以全面落实《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为重点，积极在

校园内开展各种形式的课间体育活动。成立各类运动兴趣小组，比

如兵乒球、羽毛球等，组织学生开展拔河、跳绳等趣味体育活动，

全面增强学生体质健康。

丰富教学内容，确保体育教学对学生有影响，充分展现体育活

动的普及性，做人人参与、个个争先，营造一种潮气蓬勃的校园体

育氛围，让学生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体育的魅力，体会到体育的快乐。

3.3 积极引导家长转变教育观念

家长的体育意识不强，传输给孩子的观念不合理等是导致学生

体质健康下降的另一个因素。因此，转变家长的教育观念尤为重要，

学校和当地教体局应加大体育锻炼的教育宣传力度，培养家长正确

的体育观，认识到一味追求孩子的文化课成绩而忽视体育锻炼所带

来的不良后果。大力普及科学的体育锻炼方式，广泛开展各类体育

健身活动，引导家长和孩子积极参与到大众健身中去。

4 结论
中学生体质健康下降是多方面导致的原因，这其中也反映了学

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缺失和问题，因此，各个学校要联合家长组织

好体育教育工作，注重孩子身体素质健康，学校提供优质的体育教

学服务，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对于正在成长的青少年来说，体育锻炼是必不可少的，养成良

好的运动习惯，不仅能强身健体，还能提升一个人的自信和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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