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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生是我们国家重要的人才资源，作为我国中华民

族的重要接班人，一个健康强壮的体魄是国家接班人的基本要求，

由于我国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当今青少年足不出户、

缺乏运动的问题日益普遍，基于此我国青少年对身体健康问题日

益成为我国各地教育机构忧虑的问题，为此进一步提高大学生体

能训练，培育大学生健康体魄日益成为我国综合素质教育的核心

问题，尤其是当今依靠互联网走天下的时代，越来越多大学生不

愿意离开家门，加强体能训练，当代大学生的体能日渐衰弱的现

象日益突出，本文基于此将为大家简单介绍大学生体能管理模式

以及其实现策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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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素质训练一直是我国教育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

当今时代生活步伐的转变以及各种时代元素的产生，使得我或目

前大学生的身体素质逐步下降，面对这样的问题，我国各地必须

加强大学生体能管理模式，提高当代大学生的身体健康指数。

一、我国大学生体能管理的现状分析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近 20 年来，我国大学生的身体素质逐步

呈现下降趋势，大学生的身体健康不佳已逐步成为我国高校普遍

存在的问题。

根据近些年来的有关于院校大学生事故的报道可以了解到，

我国大学生因身体问题发生的事故频发，根据这样的现象可以反

映出我国当代大学生的身体素质问题已越发严重。

根据 2010 年的最新数据报道反映，在大学生年龄段，反映人

体技能水平的肺活量指标已经连续 20 年出现下降，与此相关的立

定跳远、仰卧起坐、长跑等等运动的指标均逐步开始下降。

另外根据大学生实力体察的整体报告得知，我国大学生群体

当中实力不良检出率逐步上升，2010 年数据显示我国大学生的实

力不良检出率高达 84.72%，其中城市大学生的实力不良检出率就

达 84.1%，农村学生为 85.30%，该数据与 2005 年相比同比增加了

2.04 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因现代生活的便捷化、快捷化和舒适化，当代大

学生的体力劳动逐渐减少，体能下降日益严重。基于此，着手解

决当代大学生体能较弱的问题已迫在眉睫，本文将为大家简单介

绍大学生体能管理存在的问题以及其解决对策。

二、大学生体能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学校的不够重视

 据了解，当前我国大部分大学院校对于大学生的体能测试

训练除了选修的体育课小跑小练以及常规的每年一次的体测以

外，大部分院校再没有多余的其他大学生体能训练项目，此外大

部分大学生院校对于大学生每年仅有的一次的体测的大多只是形

式上的举行，由于大部分教育机构对大学生体能体测项目的重视

不够，使得部分本身对体能训练反感的大学生更加轻视学校的体

能训练项目，这样的现象还大多表现在学校每年一次的田径运动

会上。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大部分田径运动会参加的对象百分之

七八十是由班级被动选择参加，在百分之二三十主动参加学生当

中，大部分学生也是由体育生和少量的运动爱好者组成，由此可

见因学校的不够重视，使得本身对体能训练好感度不高的学生更

加忽视体能运动，使得我国大学生整体体能质量逐渐下降。

（二）学校体育设施严重不足

除了上述部分教育机构对于学生的体能训练不够重视对问题

以外，我国大学生体能训练逐渐下降的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学习体

育设施的严重不足，根据数据显示，我国大部分大学生院校内部

的田径场和篮球场以及足球场场地相对较少，学校的体育场所除

了要供应各个年级的体育课安排以外，还要供应整个校区的教师

活动，外来人员活动，且由于学校体育场所固定开放时间有限，

大部分大学生根本没有机会寻找到机会开展体能运动训练。

此外，大部分大学生院校除了体育运动场地的缺少以外，相

关的运动器材的配备较为零散、紧缺，单从学校的乒乓球拍、网球、

羽毛球这些较为日常的体育运动器材上看，部分学校大多只匹配

了能够供应四个班级学生使用的数量，每天除了有使用时间限制

以外，还会有借不到的可能，场地的缺少以及器材的不完善进一

步遏制了大学生体能训练的信念和想法。

（三）学生体育健身意识较弱

 从我国研究院对全国大学生体能训练的研究数据中可以发

现，我国当今大学生由于过于沉迷学习，对于体能训练的重视相

对减少，在日常生活当中部分大学生由于每天需要选修、必修的

课程较多，能够抽出时间来进行体能运动训练的机会相对较少。

此外，根据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当前大学生的体育意识较弱，

所谓体育意识指的是正确认识体育运动对人体健康的作用，当前

我国大部分大学生对于体能训练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有关数据显示，大部分大学生在周末课余时间大多会选择去

逛街、唱歌、看电影等娱乐活动，并不会选择去运动场或者是健

身房进行体能运动，这反映了我国大学生对于体能训练的认识不

够，并没有清楚了解到人体健康与体能运动的内在联系，有的学

生领悟到理论层面的意识，却缺乏行动的意识。总的来说，这些

现象的存在对我国大学生的身体健康大大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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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学生体能管理模式的实现策略

（一）加强对大学生体育训练的重视，转变体育教学模式

 由于我国大部分大学院校对于大学生体能运动训练的重视不

够，且体能训练手段较为单一，使得我国大学生群体的身体素质

不达标，有关于体能运动的速度、力量、耐力、协调以及柔韧性

不高的现象普遍存在。

基于此，不仅需要相关教育机构不断加强对大学生体能训练

的重视，重新规划大学生体能训练方案。

此外还应该大力宣传体育运动精神，提高大学生参加体育运动

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坚强意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帮助学生解决

来着各方面的压力，促进学生正确认识体能运动训练的重要性。

例如在加强对大学生体育运动训练时，相关教育机构首先需

要制定较为完善系统的学生体能运动训练方案，从大学生的体能

运动时间、项目安排、训练手段等等方面进行详细规划，要在符

合国家大学生体育运动安全指标开展相应体育运动，切勿过于盲

目加大学生的体能运动量。

另外相关教育机构还应该加强对体验运动训练的宣传力度，

充分利用多媒体智能技术对体育运动项目进行宣传，如除了可以

使用传统的横幅标语宣传、教育班会宣传、座谈会宣传以及知识

问答游戏宣传以外，相关教育机构还应该进一步扩展现场手段，

利用现代技术，将体育运动项目的宣传进行生动化、形象化，如

可以制作相应的 3D 动画视频，通过高清形象生动的动画形式吸引

学生注意，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

此外，还可以利用现今的体育明星进行宣传，如女排精神、

奥运精神等，将体育宣传进行升华，从生硬化的宣传标语转变为

灵活含蓄的故事宣传，激发学生对体能运动训练的兴趣，培养学

生艰苦奋斗、辛勤劳动、吃苦耐劳的体育精神。

（二）提高体育项目经费的投入，完善学生体质监督体系

 由于我国当前大部分大学生院校对于体育项目经费的投入较

少，使得学校体育运动场所和体育运动器材紧缺的现象普遍存在，

基于此，需要相关教育机构从根本上重视学校的体育运动场地的

建设，加大对体育运动项目经费的投入，制定较为合理的资金分

配方案，提高对体育运动项目资金投入到比重，在体育器材选购

方面，相关教育机构必须要进一步完善，为学生的体能训练提供

基础的环境条件。

除此之外，为确保学校的体育场地和体育器材落到实处，相

关教育机构还应该不断完善学校的体育监督体系，进一步监督学

生的体能训练质量和效率。

例如在完善学校体能训练项目的资金投入分配时，相关教育

机构首先需要进一步调整自身对资金投入方案，加大大学生体育

体能训练的资金分配，将资金投入到学校的体育运动场地的建设

和体育器材选购方面，确保大学生有足够的运动场地和足够的体

育运动器材开展体能运动训练。

另外，为确保学校建立的体育运动项目场所落到实处，进一

步提升学校大学生体能训练质量金额效率，相关教育机构还应该

完善对大学生体能训练的监督体系，对学校每年举行的田径运动

会、体测项目以及大大小小的院系体育项目进行严格把关和规划，

只有学校足够重视学校的体能运动，才能够从根本上带动大学生

开展体能运动的经济主动性。

（三）学生要提升体育健身意识

 由于我国大部分大学生对于体育运动项目的意识不高，对于

体能训练项目的重视不够，使得我国大学生整体对体育运动的积

极性不高，参与性不强的现象普遍存在，基于此，不仅需要相关

教育机构不断调整自身对体能训练宣传方案，转变体育教学方式，

培养学生热爱运动、吃苦耐劳的体育精神。

同时还需要相关大学生转变以往不良的体育运动思想，正确

认识体育运动项目为我们带来的好处，同时积极培养体能项目运

动的意识，充分理解体育精神、奥运精神以及女排精神，将体育

精神融入到体育运动项目当中。

例如在加强大学生体育健身意识时，相关教育机构首先需要

转变以往旧的体育教学方式，将体育教学的理论精神和实践培训

向融合，在重视对大学生体育精神和体育意识的培养的同时，不

忘开展相应的体能训练项目，如举行相应的马拉松赛跑活动，规

划好活动领域与比赛标准，放宽比赛项目的参与对象，确保学校

的整体大学生都拥有参与权。另外相关教育机构还有开展相应体

育宣传活动，开展相应的体育运动号召会议，提高学生开展体能

运动的意识。

此外，大学生体能质量的改善和提升除了需要教育机构重视

和调整以外，还需要大学生自身转变体育意识，正确理解好体能

训练的实践意义，正确认识体能运动于人体健康的联系，培养体

育运动意识，学习奥运精神，积极参与学校的体育运动，提高自

身对身体素质。

四、结语

综上所述，大学生体能管理模式的实现，不仅需要相关教育

机构不断加强对大学生体能运动训练的重视，加大对大学生体能

训练的资金投入，不断完善大学生体能训练项目的场地和器材，

加大对体育运动的宣传力度，完善大学生体育运动的监督体系，

逐步完善学校的体能管理模式，同时还需要大学生自身的重视，

正确提升对体能训练的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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