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聋生体质健康测试认知情况调查与分析
赵美娟

江苏省徐州市特殊教育学校　江苏徐州　221141

摘　要：本文通过对聋生体质健康测试认知情况进行调查与分析，了解聋生的体质健康状况，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测试观、

体育观、健康观，继而运用适切的方法、措施帮助他们提高身体素质，为将来聋生的体质健康标准的制定提供数据上的支持

及内容、方法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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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查背景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以下简称《标准》），我国从

2007 年至今针对普通学生的《标准》实施已有十多年，《标

准》作为《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国家

体育锻炼标准》在学校的具体实施，是国家对不同年龄段学

生个体在体质健康方面的基本要求，是促进学生体质健康发

展，激励学生积极进行身体锻炼的教育手段，是学生体质健

康的个体评价标准。《标准》的实施将对促进和激励学生积

极参加体育活动，养成体育锻炼习惯，不断增强体质起到重

要作用。但在这些《标准》的实施中却没有涉及到针对残疾

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与评价的部分。所以，我国各类残疾学生

体质健康状况如何？有无专门的测量与评价标准？现行的普

通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指标是否适用于残疾学生？这些我们都

不得而知。因此，本文是市十三五规划课题的一项调查研究，

规划课题是运用普校《标准》对聋生进行测试并与普校学生

测试数据进行对比。从而了解聋生的体质健康状况，了解他

们对体质健康标准的认知情况，并通过适宜的方法、措施帮

助聋生提高身体素质，以便将来为聋生的体质测试标准的制

定提供数据上的支持及内容、方法上的帮助，争取早日出台

《聋生国家体质测试标准》。

二、调查的主要内容

1．调查说明
调查时间：2019 年 4 月 -5 月。
调查地点：徐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新沂市特殊教育中心、

邳州市聋哑学校等。

调查对象：初高中聋生及特殊教育学校体育教师

调查方法：问卷调查法及电话访谈法

调查人：课题组成员

调查分工：第一组负责新沂市特殊教育中心、邳州市聋

哑学校；第二组负责徐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及徐州市内融合教

育班级中的小部分学生的调查及徐州地区特殊教育学校教师

的电话调查。

本次问卷调查专门以特殊教育学校初高中聋生和特殊教

育学校聋部体育教师为调查对象，对其进行了关于参加体质

健康测试现状情况的调查。通过调查了解到特殊教育学校聋

初高中学生在体质健康测试方面的认知情况及需要解决哪些

方面的问题。

本次调查采用抽样调查方式，于 2019 年 4 月 -5 月间向

徐州地区特殊教育需求的聋生发放调查问卷 152 份，其中男
生 91 份，女生 61 份，全部回收，回收率 100%，其中有效问

卷 146 份，由于聋生中有多重残疾的学生，他们的理解能力
欠缺，在调查中虽然有老师帮助逐题解释，仍有无效问卷 6
份，有效率 96.1%。

2. 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是否愿意参加《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

         

（图一）                                        （图二）

通过调查，如图一所示我们可以看出有 46.1%的同学非

常愿意参加测试，一般愿意的占 51%，只有 2.9%左右的同

学不愿意参加测试。可以看出希望参加的同学占 96.1%，只

有极少数同学不愿意参与。

（二）你是否了解体质测试的目的？

从图二我们可以看出完全了解的占 35.5%，基本了解的

占 30%，不了解的占 34.5%。也就是说大部分同学基本了解，
小部分同学不了解，经过电话再次调查原因是一些聋校没有

进行过《标准》的测试，教师也没有进行过相关知识的介绍，

是造成学生不了解的主要原因。

（三）聋生更有必要进行体能测试？

从图三发现，赞同这一观点的学生占 70.6%，不赞同的

只占 10.1%，中立者占 19.3%。看出聋生大多明白体能测试

的重要意义。

      

（图三）                                            （图四）

（四）测试时你会怎么样？

图四表明在测试时将尽自己最大努力的占 40.2%，会

正常发挥的占 34.3%，及格就可的占 17.6%，参加就行的占

7.9%。由于重视不够，教育不力，引导不适，有小部分同学
出现消极状况，及缺乏顽强拼搏、勇于挑战的精神。

（五）在测试中，你觉得哪项会比较有难度

身高与体重占 7.8%；肺活量占%11.8%；50 米跑占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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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定跳远占 13.7%；坐位体前屈占 11.8%；男 1000 米、女

800 米占 30.4%；仰卧起坐占 28%；引体向上占 67.8%；没

难度的仅占 4.9%。由于这道题是多选题，没用图表表示。但
是，我们发现男女生耐力和男生的引体向上仍是考核的难点，

要加强耐力、上肢和腰腹肌力量的训练。

（六）你认为体质测试项目和制度合理吗？

 

（图五）                                      （图六）

图五看出，认为合理，没必要改进的占 50.2%；较为合

理，但应该自由选择体测项目，尊重个体差异的占 44.2%；
完全不合理，取消体测占 5.6%。
（七）其他相关调查

有 88.2%的同学认为参加体育锻炼能促进身体、心理和

社会适应能力；回答不清楚的占 11.8 %。把没有时间作为很
少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原因，课业压力繁忙，锻炼时间短，

学校对体质测试工作没做硬性要求，场地器材缺乏，无特长

项目等都是影响体质健康的原因。占 36.8%的同学每周都能

坚持 1-2 次 1 小时以上的体育锻炼，但是有占 28.2%的学生

强调各种原因不能坚持体育锻炼。

通过电话调查聋教育的体育教师 20 名，从图六看出 45%
的老师认为很有必要进行聋生体质健康测试；40%的老师认

为国家规定就测，不规定就不测；15%的老师认为是自找麻

烦，国家没有要求没有必要测试。30%的老师认为完全可以

根据普通《标准》进行，但不要上报；55%的老师认为可以

根据普通《标准》测试，年龄上略趋向低一级，他们认为聋

生入学年龄参差不齐，不应该按年级分组应按照年龄分组测

试。15%的老师认为不必要侧。

三、理性分析

通过此次问卷调查，我们看到：在聋生体质健康测试认

知情况调查中，70.6%的同学和 85%的老师认为对聋生进行

体质健康测试很有必要，也发现部分特殊教育学校这一块是

白板，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对体质测试无认识，需要有相应

的政策出台，使各级各类学校都能重视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

作。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基础教育、特殊教育取得了巨

大进步，关注聋生体育诉求和需要，保障聋生体育权利，提

高聋生社会适应能力已成为当前聋校体育教育的重要任务。

近年来，我国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持续下降，已经引

起了国家和社会的高度关注，聋生作为青少年的一部分，身

体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应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四、对策与建议

通过此次调查，我们应该从如下几点开展对聋生的《标

准》测试工作，加强聋生体育锻炼的促进工作。

（一）加强特殊教育教师、学生对《标准》功能重要意义

的认识

《标准》是促进学生体质健康发展、激励学生积极进行身

体锻炼的重要手段，具有教育和激励功能。所选用的指标有

身高、体重、肺活量、50 米跑、立定跳远、男生 1000 米女

生 800 米跑、引体向上、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项目指标
与身体健康关系密切的身体成分、心血管系统功能、肌肉的

力量和耐力、以及关节和肌肉的柔韧性等要素的基本状况。

《标准》是学生体质健康的个体评价标准，并规定各学校

将每年测的数据上报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数据管理系统，

该系统有反馈功能，该系统为家长提供了在线查询和在线评

估服务，向学生提供了个性化的身体健康诊断，让学生准确

了解自身体质健康状况的基础上使之有针对性的进行锻炼。

《标准》增加了一些简便易行，锻炼效果较好的项目，对

引导学生进行体育锻炼具有较强的实效，同时通过国家学生

体质健康标准数据管理系统，学生还可以查询到针对性较强

的运动处方，用于自身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地进行体育锻炼

来提高身体健康水平。

希望聋校领导、教师、家长、学生能自觉了解《标准》

的内容，测试方法，根据要求加强锻炼。

（二）科学的引导聋生加强身体锻炼，掌握 1-2项体育运
动项目，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

《标准》有利于促进学生、家长乃至全社会认识到身体成

分、身体形态、身体机能、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是影响人体

健康水平的重要因素，从而对健康概念有个重新认识，建立

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体质健康新理念。在理念的基础上

引导学生选择简便易行、实效性强的项目进行锻炼，逐渐促

进学生运动技能水平的提高。因《标准》测试项目有必测和

选測项目，有利于促进学校在“健康第一”思想指导下将体

育课程与《标准》既各有侧重，又相互配合。从而促进体育

课程内容的改革，鼓励教师大胆进行校本课程的开发和研究，

激励学生主动学习 1-2 项体育运动项目，积极参加体育锻炼，
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与此同时强调教师对学生学法的指导，

提高聋生自学、自练的能力，注重教学评价的多样性，重视

聋生学习的效果和反应，真正使聋生养成坚持体育锻炼的习

惯，形成勇敢、顽强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品质，促进聋生在身

体、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健康、和谐地发展，为提高

国民的整体健康水平发挥重要作用。

（三）在普通《标准》的基础上，根据聋生的个体差异，

灵活进行测试

《标准》从身体形态、身体机能和身体素质等方面综合评

定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其中，身高、体重、肺活量、50 米、
坐位体前屈为 1- 大学各年级的必测项目，另外各年级还有

选测指标，各年级段有所侧重，有所不同，在总分评定中由

标准分和附加分构成。根据以上阐述，我们发现聋生完全可

以依据《标准》进行测试，但是要灵活进行，根据调查，聋

生希望进行球类、绳类等的测试。由于选测项目较多一般学

校为了省事，对技能性的篮球运球、足球运球、排球垫球等

项目不让学生选，对所有学生进行统一项目的测试，不给他

们选择的机会。例如初中身高体重、肺活量、50 米跑、坐位
体前屈、立定跳远、引体向上（男）1 分钟仰卧起坐（女）、

1000 米跑（男）800 米跑（女）。而篮球、足球、排球等测试
没有评价的统一标准，大部分教师不去选择测试，也是此调

查中学生反映较多的问题，希望教师根据聋生的个体差异，

给他们自主选择的机会，灵活选择适合他们的项目进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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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测试。根据几年来的试用普校《标准》测试聋生的研

究发现评分表可以稍微调整，由于聋生入学年龄差异较大，

一个班级学生悬殊 3-5 岁的比比皆是，用年级划分误差太大，
把年级改为年龄，聋生就可以根据普校《标准》进行测试

评分。

（四）动员社会人士、家长参与到聋生的体育活动中，共

同提高他们的身体素质，使他们身体、心理及社会适应能力

均衡发展

社会、家庭、学校三结合教育是形成教育合力的最有力

的措施。需要家长的支持，例如，每年把测试情况反馈给家

长，反应孩子肥胖需要减肥，家长偏偏给孩子买饮料、糖果

等增肥的食物；为了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老师布置的家庭

体育作业，家长无动于衷；多让学生跑几圈，家长告你体罚

等等情形时有发生，希望家长为了自己孩子的身体健康，积

极配合教师的工作。每个人都将是社会中的一员，而不是独

立的个体，聋人也一样，为了培养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经

常组织一些社会人士进行体育活动，体育竞赛，希望社会人

士大大提供助学、助教、赞助活动经费，器材等。

体育活动能提高学生的自信心、意志品质和调节情绪的

能力，特别是在体育教学中要防止只重视运动技能的传授，

而忽视心理健康目标达成的现象；要努力使聋生在体育活动

过程中既掌握基本的运动技能，又发展心理品质；要根据聋

生的年龄特点与心理特征，注意创设一些专门的情景，采取

一些特别的手段，促进聋生身体、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体

育活动对于发展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具有独特的作用，经常

参与体育活动的学生，合作和竞争意识、交往能力、对集体

和社会的关心程度都会得到提高，而且，学生在体育活动中

所获得的合作与交往等能力能迁移到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去，

因此在体育教学中应特别注意营造友好、和谐的课堂氛围，

采取有效的教学手段和方法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要特

别关注学生形成良好的体育道德和合作精神，增强他们对社

会的责任感。

五、希望上级部门出台针对残疾学生（聋生）的相关
《标准》，激励和促进聋生全面发展

我国从 2007 至今针对正常学生的《标准》实施已有十多
年，但是在这些《标准》中均没有涉及到针对残疾学生体质

健康测试与评价的部分。所以，我国各类残疾学生体质健康

状况如何 ? 有无专门的测量与评价标准 ? 现行的普通学生体

质健康测试指标是否适用于残疾学生 ? 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
因此，本次的调查研究是对聋生进行体质健康测试并与普校

学生测试数据进行对比，了解聋生的体质健康状况，通过适

宜的方法、措施帮助聋生提高身体素质，为将来聋生的体质

测试标准的制定提供数据上的支持以及内容、方法上的帮助，

争取早日出台《聋生体质健康标准》。

推动聋生体育锻炼，提升聋生身体素质任重而道远。在

今后体育锻炼教学中，我们还应加大的改革力度，使体育教

学个性化、多样化，营造生动、活泼、主动的学习氛围，把

增进学生健康，提高体育能力，培养学生终身体育的意识，

养成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作为体育教学改革的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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