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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民办高校大学生体质健康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刘又溪 1  鲁天学 1  刘圆圆 1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通识教育教学部  昆明  650224） 

摘要：目的 对云南省民办高校大学生体质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分析，旨在掌握学生体质健康现状，并针对性的提出干预措施，为

云南省民办高校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云南省民办高校 19-22 岁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的数据与全国 19-22 岁大学

生体质健康水平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身高低于全国学生水平，体重、BMI 指数总体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身体机能总体与全国学生相

持平；身体素质总体高于全国学生平均水平。建议: 加快大学体育课程综合化改革，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加快“课内外一体化”教

学模式构建，实现学生体育锻炼效益最大化；加快智慧体育校园建设，促进学校体育信息化发展；搭建常态化的学校体育竞赛平台，

以竞赛推动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民办高校；大学生；体质健康；影响因素 

 

前言 

体质是在形态、机能和心理活动三个方面上反映出来的人体的

基本特征[1]。民办高校是指由社会企业、事业组织或公民个人利用

非财政经费进行投资兴办的高等教育机构[2]。随着民办高校的改革

发展与实践创新，已成为高等教育中关键的组成部分。为掌握云南

省民办高校大学生体质健康的现状，笔者在 2020 年 9 月-12 月期间

对云南省 4 所民办高校学生体质进行调研，并对调研的数据与全国

大学生体质健康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并剖析出影响因素，为云南省

民办高校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提供科学依据。 

1 调查对象、内容及方法 

1.1 调查对象 

根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测试规范及要求，结合现阶

段云南省民办高校学生体质健康发展的实际情况，以云南师范大学

文理学院等 4 所民办大学非体育专业的学生作为调查对象。所测试

的学生按年龄来计算，每岁为 1 组，总共测试了 13135 人，其中男

生有 5964 人，女生有 7171 人，19-22 岁男生人数分别为：19 岁 1248

人，20 岁 1622 人，21 岁 1782 人，22 岁 1312 人。19-22 岁女生分

别为：19 岁 1759 人，20 岁 2073 人，21 岁 2057 人，22 岁 1282 人。 

1.2 测试内容 

根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 年修订)》的实施方案及方

法进行测试，对 2020 年云南省民办高校非体育专业学生进行测试，

身体形态测试：身高（cm）、体重（kg）；身体机能测试：肺活量

（ml）；力量素质测试：立定跳远（cm）、男生引体向上（个）、

女生仰卧起坐（个）、柔韧素质测试坐位体前屈（cm）、速度素质

测试 50m 跑（s）、耐力素质测试：女生 800 米（s）、男生 1000

米跑（s），所测试数据真实可靠。  

1.3 数据处理方法 

将测试数据录入 WPS2010 进行基础处理，在导入 SPSS17.0 统

计软件中进行统计分析。2020 年云南省民办高校学生体质健康调研

数据与全国大学生体质健康数据（全国均值）[3]进行比较采用单样

本 t 检验[4]，检验水准α取 0.05，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非常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研究结果 

2.1 身体形态发育现状分析 

身体形态是指人体外部的形态和特征，是用来评价身体形态和

营养状况的指标[5]。云南省民办高校 19-22 岁大学生身高均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非常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19-22 岁男生体重

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处于持平状态，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

女生体重除了 20 岁无统计学意义外（P>0.05），其余年龄段的体重

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非常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男、女生

BMI 指数均高于全国大学生平均水平，非常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1）。以上结果表明：云南省民办高校学生身高均低于全国高校

大学生平均水平；男生体重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持平，女生体重总体

高于全国女生平均水平，男、女生 BMI 指数均高于全国大学生的平

均水平。 

2.2 身体机能发育现状分析 

身体机能是指人的整体及其组成的各器官、所表现的生命活动
[6]。云南省民办高校 19-22 岁男、女生肺活量与全国学生相比，基

本处于持平状态，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云南省民办高校除

20 岁男生肺活量/体重指数高于全国学生平均水平、19 岁女生肺活

量/体重指数低于全国学生平均水平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

余年龄段学生的肺活量/体重指数基本与全国学生处于持平状态。以

上结果表明：云南省民办高校学生身体机能水平与全国学生身体机

能水平基本保持持平状态。  

2.3 身体素质发展现状分析 

2.3.1 力量素质发展现状分析 

引体向上和仰卧起坐分别是测量男生、女生力量素质的重要指

标。如表 3，经 t 检验，云南省民办高校 19-22 岁年龄段男生引体

向上均高于全国学生平均水平，非常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19-22

岁年龄段女生仰卧起坐均高于全国学生平均水平，非常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1）。立定跳远是发展人体下肢力量及爆发力的重要指

标。经 t 检验，云南省民办高校 19-22 岁男生立定跳远均高于全国

学生平均水平，19-22 岁女生立定跳远均高于全国学生平均水平，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以上结果表明：云南省民办高校学

生力量素质及下肢爆发力水平均高于全国学生的平均水平。 

2.3.2 速度、柔韧及耐力素质发展现状分析 

50 m 跑是反映学生速度素质的重要指标，云南省民办高校

19-22 岁男生、女生的 50m 跑快于全国学生的平均水平，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1）。坐位体前屈是测量柔韧性的重要指标，19-20

岁男、女生的坐位体前屈均好于全国学生的平均水平，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1）。800m 跑（女）、1000m 跑是测量耐力素质的重要

指标，19-21 岁男生 1000m 跑快于全国男大学生 1000m 跑的平均水

平，19-21 岁女生 800m 跑快于全国女大学生 800m 跑的平均水平，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以上结果表明：云南省民办高校学

生的速度、柔韧素质及耐力素质总体好于全国大学生的平均水平。  

3 影响云南省民办高校大学生体质健康发展的因素分析 

3.1 体育课程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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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体育课程与教学是培养学生运动技能及提升学生身心健

康、磨炼学生意志及健全学生人格的重要载体。云南省民办高校近

些年也在大力进行大学体育课程改革，虽然取得了较多成果，但是

由于体制等原因，还存在着许多问题。经调查，云南省民办高校大

学体育课程发展模式、课程设置陈旧、课程内容与学生喜爱的锻炼

项目脱节、课程组织松散、课外活动较少及学生场地设施较为缺乏

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大学体育课程的改革与发展，严重制

约了大学体育课程教学质量的发展，使大学体育课程效能大打折

扣。因此，针对存在的问题，结合当前国内、省内及学生的实际情

况，探索大学体育特色课程的改革、精品课程改革、课程数字化及

现代化建设已经迫在眉睫。 

3.2 学生个人因素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和科学的发展，电子产品逐渐普及，大学生静态

行为方式增多，学生体育课外锻炼少，导致学生体质、视力水平下

降，学生的肥胖及相关慢性疾病越来越多，心理疾病问题突出，严

重影响着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因此，高校应开展阳光体育，引进新

兴的体育项目，营造良好的锻炼氛围，加强学生体育保健卫生及相

关健康理念的宣传与教育，提升大学生的健康素养及体育锻炼效

益，逐渐改变学生静态生活方式。 

3.3 体育政策因素分析 

学校体育政策是实现学校体育任务目标的重要手段，为此教育

部颁布了《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等相关政策，推动学校体

育工作的健康发展。当前，学校体育政策推行存在政策落实不到位、

执行力弱的问题。导致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及体育教师配备不足、体

育教学过程管理薄弱、体育课开课不足、体质健康测试不够规范等

问题较为突出，这些问题阻碍了学校体育工作的开展。因此，应加

强学校体育评估、监督体系的构建，提升学校体育的政策执行力度，

保障学校体育工作健康发展，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3.4 运动风险因素分析 

学校体育的目的是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锻炼学生的意志及健

全学生的人格，为保障学校体育健康发展，教育部颁布了《学校体

育运动风险防控暂行办法》等系列文件，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学校体

育的健康发展，但学校体育活动难免出现运动损伤等风险，运动事

故的频发难免给学生身心带来影响，学校为了规避更多运动风险，

逐渐取消了中长跑等风险较高的项目和比赛，使学校体育锻炼效益

大打折扣，使得学生身心健康水平逐年下降，使学校体育陷入了恶

性循环境地。因此，应构建起运动风险预防、处理机制，保障学校、

教师及学生的体育锻炼效益，解决学校体育发展的后顾之忧，促进

学生体质健康发展。 

4 云南省民办高校大学生体质健康的发展对策 

4.1 加快大学体育课程综合化改革，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以“健康中国”为契机，将“健康第一”的理念贯穿于民办高

校大学体育课程改革与发展的全过程，并结合国内、省内大学体育

的发展趋势，积极培育学校体育特色，努力构建特色课程链，满足

学生的体育锻炼需要；补齐场地及师资不足等短板，建立体育教学

质量监控体系，保证课堂教学质量，以提升学生运动技能；优化教

学方法，增强教学手段，以赛教融合等教学方式，加强教师教学能

力及专业技能的培养；加强课程信息化建设，积极培育精品课程及

共享课程，以提升大学体育的服务质量。 

4.2 加快“课内外一体化”教学模式构建，实现学生体育锻炼

效益最大化 

“课内外一体化”教学模式是当前大学体育改革与发展中普遍

认可的教学模式，并在国内外得到广泛的推广。当前，云南省民办

高校大学体育改革进程还较为缓慢，应积极构建起“体育课堂+课

外体育活动+课外体育训练及竞赛+课外 APP 健身跑+体育社团及协

会”等形式的教学模式，满足学生“课内+课外”的体育学习及锻

炼的需要，并加强学生体育课程综合成绩评定办法的制定，保障“课

内外一体化”教学模式落到实处。 

4.3 加快智慧体育校园建设，促进学校体育信息化发展 

智慧体育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为基础，通过

应用智能可穿戴设备、运动训练实时监控等传感仪器和监测系统以

实现对各种体育行为的全面感知[7]。智慧体育是体育信息化的进一

步发展和深化，是体育信息化的延伸、拓展和升华[8]。云南省民办

高校体育应积极打造体育特色课程体系，积极申报精品课程及共享

课程，促进课程信息化发展；引进智能体质健康测试设备，引进相

关场地器材智能领取设备，促进学校体育高效发展。 

4.4. 搭建常态化的学校体育竞赛平台，以竞赛推动学校体育高

质量发展 

体育课程与其他课程的本质区别就是进行身体练习，最有效的

手段就是通过运动竞赛来达成。云南省民办高校应积极搭建常态化

的竞赛平台，通过“以赛促教、以赛促学、竞赛促练”来推动学校

体育的高质量发展。应设立、增加体育竞赛专项经费，为比赛及训

练提供良好的条件；定期举办校园篮、足、排球类等联赛，定期开

展特色优势项目比赛，通过竞赛来筛选体育特长生，积极搭建教学

竞赛平台，定期组织教师、学生进行教学比赛，从而增强学生体质，

促进运动技能的掌握及竞赛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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