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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学生体质存在的问题

1.1 身体形态问题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中学生的身体形态或多或少

的存在一些问题，在校园内可以清晰的发现，学生身体

形态层出不穷。经研究发现，江西省学生体重存在城市

和农村的差异现象。城市学生男女同学体重高于农村学

生，而农村学生的升高却高于城市学生 [1]，从身体形态

可以发现越来越多的学生偏肥胖有的偏瘦弱，弯腰驼背

更是数不胜数，这种不正常的形态，如果不去改变这将

给我们祖国新一代接班人带来严重的危害。

1.2 身体机能问题

在比较中我们国家中学生体质普遍低于国外青少年，

并且还在逐渐拉开距离。学生的身体健康问题不仅会对

自己带来危害，同时会涉及到未来发展，这是非常不好

的现象。在 80 年代我国实行计划生育，城市里很多家庭

只生一个孩子，后来，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

生活条件水平提高，独生子女在城市中几乎没有做过体

力活，家长一心只希望孩子会读书，读好书，这样一来，

绝大多数孩子缺乏体育锻炼，所以才让孩子们体质下降

的原因 [2]。

目前中学生的身体机能差还表现出一定的特点，爆

发力、肺活量、肌肉耐力、速度等体能素质均有下降趋

势，从长远角度考虑非常不利于学生的发展。

2.影响中学生体质健康的因素

2.1 应试教育的禁锢

在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因受到应试教育思想十

分严重，社会，家长，甚至老师，都把学生的分数用来

衡量学生是否优秀的唯一标准，以至于学生在这样的压

力下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用来学习巩固我记得文化课。

另一方面学校在设计教学课程方面，体育课一直是处于

可有可无一般的存在，把最好的时间，基本上都用来上

语文，数学，英语去了，只有这节课刚好多出来，才会

给体育排上课程，时间一长，老师跟学生都不重视体育

课程。据调查统计，某市高达 76.2% 的公办初中 [3]，体育

中考和学期末考一结束，体育课程直接被占用，体育老

师每天提前下班，基本上都是上文化课程复习备考。

2.2 评价标准缺少规范

从全国中学生体质健康网每年提供的体质监测大数

据来看，着实让人担心。对此，从事体质健康方面研究

的专家祁国英认为，“目前，体质测试的指标体系更侧重

于运动素质的评价，而并非是对体质健康的评价 [4]，并

且现有的学生体质达标标准未考虑到地域差异化，不是

特别合理”。比如，城市与农村的中学生存在差异性；各

个学段水平应要区别考量，制定不同的评价标准等等。

2.3 学生自身的因素

现在许多家庭生活条件开始变得富裕，家里给的零

用钱常常超出了正常所需的金额，以至于学生生活非常

的富足，在吃上面从来就不会亏待了自己，高热量的食

物，以及高蛋白摄入过多，也是导致体重过重的主要原

因之一。因此中学生在这种舒适的生活环境下会逐渐养

成一些不良的习惯，沉迷电脑游戏，这样的生活让他们

放下了体育运动。另一方面学习压力过于繁重，学生只

能用更多的时间花在理论学习上而抽不出时间进行体育

锻炼。

2.4 学校师资队伍的加强

据调查统计，我国现有体育教师 40 余万人，缺口 30

万人 [5]。从调查的数据来看，体育老师还少很多，由于

工作关系，绝大部分体育老师在校期间一人当两人使用，

有课的时候是体育老师，没课的时候就是保卫处的，或

者是其他身份，工作压力比较大。即便如此，现实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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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教师也存在亚健康问题，基本上没有所谓的职业成就

感；甚至很多时候还被他人误解，得不到尊重。并且现

有的体育老师很多都是兼职，有的学校语文老师可以教

体育，数学老师也可以教体育，基本上没有上课，集合

然后解散，这都是常见的现象。

3.中学生体质提升措施

3.1 打破应试教育束缚，推进学生全面发展

坚定贯彻执行国家以及教育部门出台的相关政策及

要求。按中学标准课时开足体育课，不得借机占用，合

理安排学生锻炼时间，确保学生每天运动 1 小时。开发

简单易学充满趣味的有助于团队协作的游戏项目，让更

多的学生参加进来，这样一来既能增加团队协作，又可

以促进老师跟同学们感情。改变教师对体育老师的“偏

见”。不得再出现占课等现象，给孩子们全面发展的机会

以及提高体育教师的主导性。

3.2 加强设施基础建设

学校应增加体育设施的建设以及维护，确保学生不

会因为设施不足或者损坏而无法进行正常的锻炼，尤其

是设施和维护一定要定期检查，确保学生安全锻炼；并

且社会应该扩大公共体育场所的开放力度，针对中学生

锻炼，不应该收费让学生哪怕是离开学校放假期间都可

以得到进行锻炼的机会。

3.3 家长要构建良好的家风

家是孩子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孩子一生的宝

贵财富。在中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提升方面，家长要清

醒的认识到自己应当负起的责任，认识到家庭对孩子的

影响，然后尽快做出改进。首先家长应做好表率，从自

己角度出发，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如健康饮食、早睡

早起、注重锻炼等，这样中学生本人在长期的影响下慢

慢得到改变，逐渐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和习惯 [7]。并且

家长要让孩子养成吃苦耐劳的精神，不吃小时候的苦，

将来就要吃社会的苦。

3.4 加强师资队伍管理建设，提升体育教师专业素养

国家建设离不开人才，人才培养离不开教师，教师

的使命是神圣的，是伟大的，体育教师是教师队伍的重

要组成部分，体育教师应增强教书育人的责任感，考虑

各年级体育课的衔接，科学安排课程内容，引导学生掌

握一至两项运动技能，从培养兴趣到喜欢上某项运动，

切身实际的从学生角度出发，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不

能走偏激，要尊重学生的内心感受，理解学生的行为，

多与学生进行沟通，及时解决问题，这是需要体育老师

提升的方面。

4.结语

我国中学生的体质健康问题确实存在，这应该引起

学校，和家长的重视。所以我们应该改变现状，首先要

做到学校和家长观念上的改变，一定要让学生明白，只

有好的身体，才能报答父母，建设祖国，不然读再多的

书到最后却是一场空。于此同时我们还要教会学生如何

科学的锻炼，逐步掌握一些科学的锻炼方法，只有针对

性的解决问题，学生的体质形态才能得到改善，学生的

未来才能更好的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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