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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高职学生体能因素分析及改善策略研究

罗　薇

重庆工信职业学院，中国·重庆　400000

【摘　要】高职学生作为培养一线工作人员生力军，其健康水平对于推动实现工业强国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在深入

分析影响学生体能发展因素的基础上提出横向层面上构建社会、学校、家庭、个人等协同促进机制，纵向层面上构建大中

小学教学内容衔接一体化体育教学模式的高职学生体能促进策略，为全面育人，培养合格人才提高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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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职学生主要以培养一线工作人员为主，不仅需要具

备过硬的专业技能，还需要具有良好的体能作为支撑，但

是受到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当前高职学生体能水平整体

呈下滑趋势，体能测试达标率普遍偏低。如何破解高职学

生体能困局是高职学校体育发展方向之一。因此以健康中

国行动（2019—2030年）为政策依据，运用社会学研究方

法，从学校、社会、学生等视角进行调查和分析，促进大

学生体能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1　影响高职学生体能因素分析

1.1　社会因素对学生体能的影响分析

1.1.1　社会观念对学生体能的不良影响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都有“重智轻体”的

思想，“认为万般兼下品惟有读书高”，传统的“望子成

龙”的心理深入人心，现代社会学历在工作招聘、人才选

拔、职称晋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社会对学校以升学率作

为评判学校好坏的标准，家庭对孩子以学习分数作为评判

孩子标准，导致应试教育日趋严重。为了让孩子能选择一

所好的学校，迫使父母们演变成了“唯学习成绩论”，尽

可能的减少孩子参与体育锻炼的时间，我国近70%的学生回

家后不被允许参加体育运动，74%的家长从不与孩子一起运

动（慈鑫。2010）。这种思想理念导致家长对于学生锻炼

支持力度降低。

1.1.2　网络发展对学生体能的不良影响

网络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在提供给学习方便的同时

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整体上来说网络文化的兴起使

学生沉迷网络游戏、虚幻交流等，减少了外出交流机会，

网络游戏代替室外“体育游戏”，从而导致学生提高了“

手眼能力”，退化了“腿脚能力”。这种变化不可避免地

对学生体能产生不良影响，特别是智能手机和校园网络的

飞速发展，绝大多数学生有通宵上网的经历或习惯，过度

通宵有可能对学生身心造成不可逆的损伤，网络色情也对

学生健康水平有间接的影响，同时网络电子产品对视力的

影响也影响较大。

1.2　学校因素对学生体能影响分析

改革是发展的基本动力，无改革不发展，但是因为各种

原因，体育教学改革走过、素质教育、快乐体育、等等，从

发展理念上来说对于促进学校参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起到了

一定的作用，但在教学思想上盲目引进，在教学内容的选择

上降低对学生的要求，过分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一定程度上

求新求变，注重形式和内容改革，片面强调情感安全的重要

性等，而不重视掌握多少知识技能。体育课降低甚至对学生

没有任何要求，学生单纯从兴趣出发，把体育课变成休闲和

娱乐课，这违背了学校体育的初衷，忽视了体育的本质，“

无野蛮不体育”，“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

其筋骨”。走上了求多、求新的怪圈。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明确规

定测试成绩和学生毕业，评优、奖学金评定等存在一定的

相关，但是由于人才培养理念的偏差，在具体执行过程中

往往很少真正落实，部分学校忽视或者无视学生测试成绩

不合格。同时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学生体能测试应该是

一个完整的系统，形成测试评价——反馈——健身计划干

预——测试评价一个完整的闭环，但是由于理念、工作思

路等影响，《国家学生体能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一

定程度上仅仅停留在测试上报成绩第一步工作，缺少后续

有效衔接。

1.3　主观行为方式对体能健康影响因素分析

1.3.1　大学生锻炼习惯影响体能提升

学生锻炼习惯的养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期间受到各

种因素的影响，生活方式、学校体育的开展、社会观念、

家庭因素具有密切的联系，目前学生锻炼习惯较差是制约

学生体能提的重要因素。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指出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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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有1/4的青少年运动量不足，肥胖比例高达 15%，（陈

长洲，2019）。同期研究指出29.9%的青少年达到了每日

60min的中、高强度体力活动要求（Chen,2017）。研究发

现学生参与体育运动原因呈多元化，目前高职学生运动选

择存在一种不好的趋势，表现为选择运动量小、室内项目

等运动方式。

1.3.2　不良生活习惯对大学生体能的影响

初高中阶段学生学习生活以家长管理为主，到高职学习

后，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家长的管控，虽然学校通过各项管

理制度对学生进行约束，但由于整体上缺少自我生活管理

能力，往往会受到不良习惯的影响，伴随外卖行业的快速

发展，相当多的学生不能按时就餐，膳食不合理。尤其是

食物高油、高糖等，造成营养过剩或营养失衡，导致超重

和肥胖。另一方面，存在挑食、偏食、厌食、吃零食等不

良的饮食习惯。另外，有些学生尤其是女生缺乏健康知识

及正确的审美观一味地追求苗条，生活方式不合理。这些

不良饮食习惯对于学生体能健康的发展具有较大影响。同

时调查发现有43.7%调查对象每天完善的休息时间为5-6小

时，完全不能满足睡眠需要，长期睡眠不足对于大学生体

能也具有重要的不良影响。

2　高职学生体能改善策略研究

2.1　强化相关制度执行刚度，促进学生体能改善行动

有效开展

从1997-2017年，我国共发布青少年体能健康政策286件

（陈长洲，2019），文件的密集制定为改善学生体能提供

了一定的法律保障，但由于政策制定者部门不同，出发点

不同，在文件制定上还存在顶层设计不足、政策重叠，执

行效果低等缺陷。因此促进学生体能首先要强化现有制度

的落实，如全面落实高校体育课课时、全面落实阳光体育

运动要求的每天锻炼1小时、全面落实《国家学生体能健康

标准（2014年修订）》要求中关于测试成绩和学生毕业，

评优、奖学金评定等挂钩的规定，提升学生的态度及参与

意识，在测试成绩的管理上要及时对测试成绩进行公布，

利用现代网络设备，及时给予学生健康指导等。

2.2　构建中小学体育教学一体化课程教育体系，提高

学校体育的育人效果

高职学生体能严峻现状是长期学校体育问题的堆积，目

前从小学到大学虽然体育课程作为必修课得到严格执行，

但是学校体育发展方向不清晰，不同学龄段学校体育发展

方向缺少有效的衔接，导致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手段

上存在一定的脱节，从学校体育教育的本质来说，学校体

育应该强化其教育属性，通过系统化的学习，调动学生对

于体育活动参与意识及兴趣，引导学生真真切切的感受到

运动给自身带来的转变，从而调动内在的参与意识，在此

基础上引导学生掌握科学的锻炼方式及一定的运动技能，

从而培养运动习惯。形成教育——激发——参与——感

受——习惯良性机制，而不是从体能提升发展出发，突出

素质和强化运动技能学习，使学生对参与学校组织的体育

活动产生反感情绪。构建大中小学体育教学一体化的教育

体系，每个学段既相互衔接又重点突出，在体育知识的贯

穿引领下，突出青少年生长发育特点，摸清每项身体素质

的敏感期，重点发展该阶段敏感发展的身体素质，将运动

项目按照项群理论的分类，进行系统的由浅入深的学习。

体育课程的评价逐步迈向综合评价模式，结果评价转向过

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相结合，教师评价转向教师评价、自我

评价与同学互评相结合。

3　结论和建议

（1）社会观念、网络发展、学校因素、个人主观行为

方式以及家庭因素造成了青少年身体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关乎民族未来。

大学生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针对学生体能下降因素

进行深入分析对于提升学生体能具有积极的意义。

（2）针对高职学生体能健康状况应提升社会健康意

识；强化相关制度执行刚度，促进学生体能改善行动有效

开展；构建中小学体育教学一体化课程教育体系，提高学

校体育的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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