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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教融合背景下小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策略研究
——以南京市鑫园小学学生为例

崔琴琴

（南京市鑫园小学，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数理分析、访谈座谈等研究方法，对南京市鑫园小学学生体质健康现状进行研究分析。发现：学生肥胖

和超重问题突出；柔韧、力量、速度等身体素质较差。建议：家庭层面应提供健康饮食、规律的作息时间和鼓励户外活动等，以营造良

好的生活环境；学校层面应加强体育课程建设，提供体育锻炼机会，培养学生的体育素养和运动习惯；社会层面可以加强宣传教育，改

善城市环境，为学生提供更多的体育运动场所和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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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体

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将学校体育的重要性提升

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后教育部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

学生体质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强调着力保障学生每天校内、校

外各 1 小时体育活动时间，明确了体育家庭作业制度。此背景下

对南京市鑫园小学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现状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促

进小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的具体策略，改善学校学生体质健康。

一、南京市鑫园小学学生体质健康数据分析

（一）身体形态状况

表 1 南京市鑫园小学学生 BMI 数据（n=180）

BMI / 年级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总体

正常率 73.33% 56.67% 60% 70% 60% 33.33% 58.89%

肥胖率 13.33% 16.67% 23.33% 20% 13.33% 30% 19.44%

超重率率 13.33% 26.67% 16.67% 10% 23.33% 33.33% 20.55%

低体重率 0 0 0 0 3.33% 3.33% 1.11%

如上表 1 所示，学校学生身体形态状况不容乐观。从总体来看：

正常率仅有 58.89%，肥胖率 19.44%，超重率 20.55%，低体重率

1.11%。从各年级的情况来看，一年级的正常率较高（73.33%），

而六年级的正常率最低，仅有 33.33%，肥胖率和超重率是最高。

通过访谈了解到，主要原因有：小升初压力较大；学生长时间久坐；

暴饮暴食等等。小学生肥胖对体质健康有着诸多不良影响，如健

康风险增加、身体机能下降、心理健康问题等等。

（二）身体素质状况

1. 速度素质分析

表 2 各年级学生 50 米跑成绩（n=180）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总体

优秀率 16.67% 6.67% 20% 30% 36.67% 3.33% 18.89%

良好率 26.67% 33.33% 26.67% 16.67% 16.67% 20% 23.33%

及格率 43.33% 40% 50% 46.67% 43.33% 73.33% 49.44%

不及格率 13.33% 20% 3.33% 6.67% 3.33% 3.33% 8.33%

由上表 2 数据来看，南京市鑫园小学学生 50 米跑成绩主要

分布在良好和及格这两个等级，分别占 23.33% 和 49.44%，优秀

率 18.99%，不及格率占 8.33%。其中一二年级的不及格率要高

于其他年级；三四年级的不及格率有所下降。由于小学时期是学

生下肢力量发展的敏感期，因此，对于那些不及格同学还需要对

症下药。

2. 柔韧素质分析

表 3 各年级学生坐位体前屈成绩（n=180）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总体

优秀率 33.33% 10% 30% 56.67% 16.67% 36.67% 30.55%

良好率 10% 20% 3.33% 23.33% 13.33% 20% 15%

及格率 53.33% 66.67% 63.33% 20% 60% 40% 50.5%

不及格率 3.33% 3.33% 3.33% 0 6.67% 3.33% 3.33%

由上表 3 可知，南京市鑫园小学学生坐位体前屈成绩，主要

处于及格和优秀状态，及格率是 50.5%，优秀率是 30.55%，良好

率为 15%，其中还存在 3.33% 的不及格率。小学生正处于发育的

重要阶段，还应适当加强柔韧素质练习。

3. 核心力量素质分析

表 4 各年级学生一分钟仰卧起坐成绩（n=120）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总体

优秀率 3.33% 33.33% 6.67% 36.67% 20%

良好率 10% 10% 10% 6.67% 9.17%

及格率 73.33% 53.33% 80% 53.33% 65%

不及格率 13.33% 3.33% 3.33% 3.33% 5.83%

由表 4 可见，南京市鑫园小学学生 1 分钟仰卧起坐的整体优

秀率为 20%，良好率为 9.17% 及格率为 65%，不及格率为 5.83%。

其中一年级学生不及格率最高为 13.33%，总体来说，处于及格状

态。仰卧起坐作为测量腰腹力量的指标，目前大多数学生处于合

格状态，这需要教师在平常的课程中丰富教学内容，设计的环节

动静结合，富有趣味，吸引学生兴趣。

4. 耐力素质分析

表 5 水平三学生 50m*8 成绩分析（n=60）

五年级 六年级 总体

优秀率 10% 6.67% 8.33%

良好率 23.33% 23.33% 23.33%

及格率 56.67% 50% 53.33%

不及格率 10% 20% 15%

由表 5 可知，五、六年级学生 50*8 总体处于合格状态，合

格率为 53.33%，优秀率为 8.33%，良好率为 23.33%，不及格率为

15%。整体而言，五年级成绩优于六年级，在小学生体测项目中，

50*8 是时间最长，距离最远，是能够检测学生耐力水平的项目，

但从结果上来看，情况不容乐观，优秀率较少，不及格了较高。



244 Vol. 6 No. 02 2024教师专业发展与学生成长

5. 身体素质综合评定

表 6 身体素质数据综合评定（n=180）

身体素质 / 年级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优秀率 26.67% 3.33% 10% 10% 6.67% 6.67%

良好率 30% 26.67% 70% 16.67% 10% 10%

及格率 36.67% 60% 10% 76.67% 70% 76.67%

不及格率 6.67% 10% 10% 0 13.33% 3.33%

身体素质对青少年儿童成长发育有着积极作用。从数据可看

见，学校学生的身体素质并不很好，大多处于及格线边缘，只有

三年级学生 80% 处于优良，除四年级之外，其他年级存有不及格

现象，全体年级学生的柔韧素质、速度素质需要进一步加强。

（三）身体机能状况分析

表 7 身体机能数据分析（n=180）

身体机能 / 年级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总体

优秀率 36.67% 30% 20% 13.33% 26.67% 10% 22.77%

良好率 43.33% 21.67% 26.67% 26.67% 23.33% 16.67% 26.39%

及格率 20% 43.33% 53.33% 53.33% 43.33% 70% 47.22%

不及格率 0 0 0 6.67% 6.67% 0 3.33%

肺活量是衡量青少年身体机能的主要指标。从数据可见，四、

五年级学生仍存现在不及格现象；除一年级外，大多处于及格线

边缘，优良率不高，六年级只有 26% 学生优良。因此需要提高学

生的心肺功能。

二、基于“校 - 家 - 社”多元主体协同下体质健康促进策略

研究

（一）学校层面

学校肩负着学生体质健康的促进重要责任和使命，根据现存

问题，提出：加强体育课程建设。增加体育课程的时间和频率，

确保学生有足够的时间进行体育锻炼，提升学生的整体体能水平；

推广健康饮食。加强对健康饮食的推广，通过开展营养教育活动、

讲座和展示，教育学生和家长关于均衡饮食的重要性；强化体育

设施和装备。加强体育设施和装备的建设与更新，确保供学生进

行各种体育活动的场地和器材齐全。同时，建立安全规范，确保

学生进行体育锻炼时的安全。丰富校园体育文化生活。重视体育

文化氛围营造，开展多元社团活动，挖掘学生运动潜力，组建校

运动队，发扬拼搏精神，激发学生对体育运动的兴趣。强化课外

体育活动建设。组织各类体育俱乐部、社团和课外活动，提供更

多的体育运动机会，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此外，可以与当地体育

机构合作，组织体育培训课程，提供专业指导和辅导。强化督导

检查。将学生体质健康管理工作作为督导评估内容，将学生体质

管理状况纳入学生体质健康监测和教育质量评价监测体系，开展

动态监测和经常性督导评估。督导评估结果要作为考核地方政府

和中小学校相关负责人的重要依据。畅通家长反映问题和意见渠

道，及时改进相关工作，切实保障学生体质健康科学管理。

（二）家庭层面

家长可以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培养孩子良好的饮食习惯和

运动习惯，促进他们健康成长。具体而言包括：健康饮食关注。

家长应提供均衡营养的食物，减少高糖、高脂肪和高盐的食物摄入。

规律作息时间维持。家庭应制定固定的作息时间表，确保孩子有

足够的睡眠时间，保证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和恢复。鼓励户外活

动。家庭可以鼓励孩子进行户外活动，增加他们的体育运动时间。

家长也可以亲自参与，与孩子一同进行运动，增加亲子互动和家

庭活动的乐趣。控制电子媒体时间。限制孩子使用电子媒体的时

间，以减少坐姿时间和眼睛过度疲劳的问题。家长可以与孩子一

起制定明确的规则，合理分配时间。家庭健康榜样。家长应成为

孩子的健康榜样，积极参与体育运动，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和态

度。家庭可以一起制定健康目标，共同推动家庭成员的体质健康。

建立动态学习环境。家庭可以为孩子提供多样的学习体验，激发

孩子对运动的兴趣和热爱。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建立和谐、支

持和鼓励的家庭氛围，给予孩子足够的关爱和支持，激发他们参

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和自信心。

（三）社会层面

营造重视体育健康、注重学生体质发展的社会环境至关重要，

社会应该为小学生提供更多机会和支持。健康宣传教育。加强对

体育健康的宣传和教育，向公众普及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城

市环境改善。政府和社区可以改善城市环境，增加公园、运动场

所和休闲设施等的建设。提供更多的场地和机会供学生和家庭进

行体育活动，鼓励户外运动。支持体育机构和社团。社会可以支

持体育机构和社团，提供丰富多样的体育培训和活动项目。鼓励

学生积极参与各类体育社团、俱乐部和比赛，提高他们的体育素

养和兴趣。建立合作网络。建立学校、家庭、社会和体育机构之

间的合作网络，实现资源共享和信息互通。促进各方合作，共同

推动小学生体质健康的发展，形成多方共同努力的良好合力。社

会奖励机制。设立奖励机制，表彰在体育健康领域作出突出贡献

的个人和组织。鼓励优秀的教师、学生、家长和社区在体育健康

教育中发挥榜样作用。

三、小结

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希望，小学

生体质健康促进是一项必要而重要的工作。因此，促进小学生体

质健康不仅关乎学生个体的健康成长，也事关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在促进小学生体质健康方面，主要内容包括家庭、学校和社会的

共同努力，形成家 - 校 - 社多元主体协同下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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