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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健体强能成为技校生学习生活常态
——对两所职业技校学生体质体能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王晓艳

（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凤凰实验学校，山东 临沂 276025）

摘要：本文通过调查列举一些数据指标及现象，简要叙述分析了某两所职业技术学校部分学生体质弱、体能差的状况及原因，阐释

了强健体质体能对技校生学习就业的重要性，并对增强学生体质体能举措作了粗浅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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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人民体质”，是毛主席对全民体育锻

炼的最高指示要求和动员令。习近平总书记将体育与国家发展、

民族振兴紧密联系在一起，多次强调体育“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

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对全民健身、学校体育教育

和青少年体育锻炼提出明确要求。出于多年从事中学体育教学的

职业习惯，2023 年 12 月，笔者通过发放调查问卷、查看有关资料、

召开座谈会、个别交谈、课堂察看等方式，对两所职业技术学校（公

办、民办各 1 所）的 420 名学生的体质体能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

从调查结果看，总的情况不容乐观、令人担忧，必须引起各方足

够重视并采取积极措施改变这种状况。

一、几组反映学生体质体能的基本数据

随机抽取男生女生各 100 名作为调研对象，年龄为 16-21 岁。

数据一：

男子 100 米，人均成绩 16 秒，不及格率 55%；

女子 100 米，人均成绩 23 秒，不及格率 67%；

男子 5000 米，人均成绩 28 分钟，不及格率 78%；

男子俯卧撑，人均成绩 8 个，不及格率 73%；

男子单杠引体向上，人均成绩 5 个，不及格率 53%；

女子仰卧起坐，人均成绩 22 个，不及格率 63%；

数据二：

除体育课外从不专门锻炼者，65%；

住 校 期 间 人 均 每 天 步 行 里 程 比 率： 不 足 1000 米，35%；

1000-2000 米 34%；2000 米以上的，19%；

每年人均感冒次数比率：1-2 次，55%；3-4 次，35%；5 次以上，

5%；

数据三：

体重超标率：64%；肥胖率：35%；近视率：65%。

二、造成部分技校学生体质弱体能差的原因

从以上数据不难看出，两所技校学生的体质体能状况并不理

想。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方面：

教学指导思想有偏差。民办技校办学者认为：技校不是“体校”，

其基本职能是培养技术工人，学生在校期间掌握过硬技能是首要

任务、是“正道”。而学生的体质体能与掌握专业技术及日后就

业关系不大，只要身体没有明显疾病，就没必要刻意锻炼。而且，

如果在体育锻炼上投入过多时间和精力，势必“挤压”专业课学习，

影响教学质量。这一思想偏差，导致技校办学者漠视体育锻炼。

该校《课程表》显示：平均每个班级每周共安排 5 天 35 节课程，

而体育课只有 1 节。有位老师讲：体育课也就是老师带学生到室

外遛遛，有兴趣的打打球，没兴趣的自由活动。这实际上把体育

课当作了“调料”“点缀”。

体质体能考核指标偏“软”。尽管很多专业对从业者的体质

体能特别是身体健康状况要求很严，但在职业技能考核阶段，缺

乏具体过硬的指标。毕业考核，学生的体质体能指标明显不如专

业技术指标“硬”，有时甚至把考核当作形式。除患明显的不适

合干某项工作的疾病，大部分被考核人员的“身体状况”栏都笼

统地填写“健康”。

学生冷落体育锻炼。大多数学生认为：在校期间主要任务就

是学习，只要专业课学得好，能够顺利毕业并考取劳动技能等级

证书就万事大吉。至于体质体能，差不多就行了，过多锻炼身体

就是“不务正业”，即使身体某个部位出现不适，只要不影响正

常学习生活，也没必要为此担忧。基于此认识，很多学生认为体

育锻炼可有可无。这种认识与校方办学思想不谋而合。

师资力量相对不足。民办技校校共有 40 多名教师，而体育教

师只有 1 人，系刚走出师范学院又暂时找不到满意工作的年轻教

师。他直言：体育课本来就是“副科”，在民办技校更被边缘化，

相对普通中学，民办技校教师“名分”不硬，发展前途渺茫。该

校一部门负责人诉苦道：这名体育教师是做了大量工作招过来的，

很担心他把技校作为“过度”，说不定哪天遇到合适单位随时“跳

槽”。

体育设施设备落后。笔者看到，民办技校教学楼高大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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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及实习车间宽敞明亮，现代化教学设施设备一应俱全。单从

表面上看，不可谓不“先进”。而偌大校区内，没有规范田径场，

没有正规塑胶跑道，除了一个篮球场，没有其他标准体育健身器械。

不难想象，如此环境下，即使想锻炼也很难。一位教师讲：学校

偶尔出操，也就是顺校园几条主干道的水泥路跑个三两圈。

学生缺乏吃苦精神。当今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使得大多数

学生不愿吃苦，把锻炼当成“苦差”。他们即使能挤出锻炼时间，

也觉得不如睡会懒觉或是玩玩手机、聊聊天实惠。对于学校安排

的本来就不多的早操、课间操及体育课，他们认为多此一举，是“浪

费时间”。更有些体形偏胖的学生，认为出操简直就是“受罪”，

想方设法逃避之。

三、学生体质体能弱带来的弊端

部分学生体质偏弱体能较差，无疑会带来不利影响。

影响正常学习及生活。在该校开设的专业中，像厨师面点、

汽车修理、特种大型机械操作等专业，不仅需要熟练的技能，更

要求学生具备很强的体力和充沛的精力。有的汽车修理专业的学

生，因为体弱，在拆装零件时显得很吃力。有位美发专业学生，

因受不了长时间的站立作业不得不半途改换专业。有的学生体质

差到天气稍微有点变化就患伤风感冒，常常三天两头看病，影响

了正常学习。

难以胜任本职。劳动者就业，不单是技能的竞争，更是体质

体能体力的比拼。许多专业本身就是“力气活”，加上很多用人

单位为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常为从业人员设置过长的劳动时间及

劳动强度。没有过硬的身体素质，轻则影响工作质量，在与同事

的竞争中处于下风，重则难以胜任本职，甚至会被淘汰出局。据

一位张姓老师讲，有两位从该校毕业的面点专业学生同时应聘到

一家拉面馆，力气大的那位可以双手拉动七八斤面团，力气小的

只能拉动三四斤的小面团。一个月后，由于劳动效率不在一个档次，

一个被正式高薪录用，一个被退另谋出路。

不利于求职。一个人的身体素质状况，很容易从外表上看出。

不难想象，看上去不精神、不利落、不健康者，在求职时肯定会

处于不利位置。有些体形过于肥胖者，招聘人员仅看其外表就将

之拒于门外。体型超重者往往多项体检指标超标，难过入职体检关。

四、采取积极措施增强技校学生体质体能

健康的体魄和过硬的体能，既体现了一个人的综合素质，也

是现代人必须具备的要素。对技校生来讲，更是其日后增强竞争

能力、提高工作质量的必备条件，是生存的法宝和发展的本钱。

不管是培养劳动者技能的学校，还是渴望成才就业的学生本人，

采取积极措施，让健体强能成为技校生学习生活常态，刻不容缓。

一是思想上要高度重视。作为学校，要站在提高劳动者整体

素质，提高学生生存竞争能力的高度，站在为社会培养德智体全

面合格人才的高度，站在培养学校良好声誉、促进学校长远发展

的高度，充分认识到增强学生体质体能的重要性，切实把这项工

作重视起来，摆在突出位置。且不可只顾单纯追求所谓的专业课

教学质量，而把此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更不能使其出现“空白”“断

档”。

二是要完善制度措施。在教育部门及社会劳动保障部门的指

导下，校方要制订完善一套行之有效的体质体能锻炼实施、考核、

奖励等制度规定，明确各专业对学生体质体能的具体标准要求。

对达不到标准的，可酌情考虑推迟毕业，及从严控制办理劳动技

能等级证书等。

三是要加强体育教师队伍建设。采取提高教师待遇、优绩优

酬等措施，增强技校对体育教师的吸引力，从源头上把“牌子”硬、

素质高的教师招来。通过强化体质体能在职业技能培养中的地位、

增加体育课教学分量等形式，增强体育教师的光荣感的责任心。

利用岗位锻炼、送学、参加各项专题活动等渠道，提高体育教师

任教能力。

四是增大体育课在教学中的比重。增强学生体质体能，必须

改变体育课在职业教育中可有可无的尴尬地位。要像部队对待军

事训练和政治教育一样，为专业教学和体育课教学制定相对科学

的时间比例和投入比例，适当增大体育课比重并严格落实。

五是学生要自觉强化体能锻炼。作为学生本人，要充分认识

到身体素质对于就业竞争、胜任本职工作的重要性，认识到体质

弱体能差为自己带来的不利影响，克服怕苦畏难思想，自觉主动

地投入锻炼。特别是体弱多病者更应加强锻炼，增强身体抵抗疾

病的能力。对于体形超标者，在积极锻炼的同时，辅之以医疗手段，

将体形体重控制在标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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