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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历年来，儿童青少年的健康问题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

也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与重点 [1,2]。在《关于深化体教融

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3] 指出：“健康第一”教

育理念，是新时代深化体教融合，促进儿童青少年体质健

康增长的新时代抓手。处于生长发育和性格形成重要时期

的儿童青少年，其健康水平长期与中国人才培养质量相联

系 [4,5]。而近 30 多年来，受多方因素影响，儿童青少年体质

健康不容乐观：从体育锻炼行为来看，学生久坐时间和使

用电子设备时间逐年上升，导致学生在肥胖率、近视、心

理倾向方面出现问题。东部地区学生和西部地区学生在身

体素质上受经济差异的影响，使得西区地区孩子出现营养

不良等 [6]。本课题组对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部分学校中

学生体质状况进行调研，结合对该地区汉族、怒族、白族、

傈僳族、彝族学生身体形态和身体机能以及身体素质等各

方面差异的分析，以期为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学校体育促进

学生体质健康发展提供依据。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调查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以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5 个民

族中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为研究对象，选取 26 所中学、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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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20 名中学生（男生 10985 名，女生 11141 名）。其中，

汉族学生 1746 名（男生 911 名，女生 835 名）；白族学生

7167 名（男生 3583 名，女生 3684 名）；傈僳族学生 10571

名（男生 5387 名，女生 5184 名）；彝族学生 752 名（男生

344 名，女生 408 名）；怒族 1284 名（男生 627 名，女生

657 名）。

2.2 判定标准
根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2014 年修订版）》[7] 测试

标准和测试方法对学生 8 项体质指标进行测试，测试指标包

括：身体形态指标（身高、体重）、身体素质指标（50m、

立定跳远、坐位体前屈、1000m/800m、引体向上 / 仰卧

起坐 / 肺活量）。其中，体质量指数（BMI）= 体重（kg）

/ 身高 2（m2），男生 15.8~22.8kg/m2 为正常、≤15.7kg/m2 为

低 体 重、22.9~26kg/m2 为 超 重、≥26.1kg/m2 为 肥 胖， 女 生

16.0~22.6kg/m2 为正常、≤15.9kg/m2 为低体重、22.7~25.1kg/m2 

为超重、≥25.2kg/m2 为肥胖，BMI 占总成绩 15%，50m 跑

占 20%，坐位体前屈与立定跳远各占 10%，引体向上（男）

/ 仰 卧 起 坐（ 女） 占 10%、1000m（ 男）/800m（ 女） 占

20%，总分评定等级为：≥90.0 分（优秀），80.0~89.9 分（良

好），60~79.9 分（及格），≤59.9（不及格）[7]。

2.3 统计方法
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数据整理采用 Excel（2019）软件对

原始数据进行采集、汇总和分类整理；运用 spss26.0 软件对

各项测试指标结果进行数据统计，采用秩和检验分析 5 个民

族中学生身体形态差异 [8-9]，检验标准 α=0.05；身体机能与

身体素质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同性别与指标均数比较。

3 结果

3.1 不同民族、性别身体形态对比
据结果发现，男生身体形态正常比例最高的怒族，

与彝族和傈僳族进行秩合检验均有差异且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与汉族进行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3.2 不同民族、性别身体机能对比

据统计结果表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不同民族间男生

肺活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该地区不同民族

间女生肺活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3.3 不同民族、性别身体素质对比

根据统计结果可以发现，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不同民族

间男生 50m 跑立定跳远、坐位体前屈、1000m 跑与引体向

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均＜ 0.05）。该地区不同民族女

生在 50m 跑、立定跳远、坐位体前屈、800m 与仰卧起坐测

试结果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均＜ 0.05）。

3.4 不同民族、性别身体素质均值对比

 深入直观五个不同民族在身体机能与身体素质测

试结果之间的关系，从图 1 不难发现，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白

族男生在 50m 跑、肺活量上相较该地区其他几个民族最优，

彝族在 1000m 跑、引体向上相较该地区其他几个民族最优，

与其他民族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均＜ 0.5）；怒族

男生在 50m 跑、坐位体前屈、1000m 跑上相较该地区其他

几个民族最差，傈僳族男生在肺活量、立定跳远上最差，与

其他民族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均＜ 0.5）。

图2可见，该地区汉族女生在50m跑、肺活量、立定跳远、

坐位体前屈、800m 测试成绩上相较该地区其他几个民族最

优，彝族女生仰卧起坐成绩最优，与其他民族比较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 均＜ 0.5）；该地区怒族女生在 50m 跑、坐

位体前屈、800m 跑测试成绩上最差，傈僳族女生肺活量测

试和仰卧起坐测试成绩相较其他几个民族最差，与其他民族

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均＜ 0.5）。

  

  

图 1 怒江州男生各民族身体机能与身体素质均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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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儿童青少年身体素质、运动能力较其他年龄阶段发展

较快，成年到老年时期逐渐下降。在校期间接受体育课上技

能学习，课外活动中训练与比赛的开展，逐渐养成良好的运

动习惯、提高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直接影响成年后体力保

持与运动能力水平。初中生体质健康水平在义务教育阶段最

高，初一至初三呈增长，在初三达到一个峰值。

各民族学生在身体素质、身体机能、身体素质上表现

出来的特点与世居于此的遗传因素、所生活的地理环境、生

活习性、人文差异等具有很大关系，在各个测试指标上产生

积极或消极的影响造成了各民族各类测试指标上具有统计

学意义的差异。身体形态是衡量人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 [10]，

BMI 在测试和计算方面通过身高与体重的比值来简便测量

学生身体形态是否符合改年龄阶段健康标准，得到学校与社

会的应用于评估个人身体形态健康程度 [11]。根据调查结果

显示，白族男生低体重比例较高，彝族女生超体重比例较高；

在肺活量测试结果白族男生和汉族女生表现出较强的肺部

身体机能能力；在身体素质的比较上，该地区白族男生和汉

族女生表现出较强身体素质能力。这种现象，即受特殊的垂

直气候和生态等地理环境的影响，也是当地经济社会及其风

俗文化等人文影响所致，当然在自身学习压力、日常生活与

饮食和对体育运动选择上具有较大影响。结合世居于此的少

数民族和后迁移至此的其他民族间学生在各项测试指标上

不同，学校体育教师基于《国家义务教育健康与体育课程标

准》的宏观指导，结合当地民族学生地理环境、人文、遗传等，

制定属于该地区针对学生体质健康干预方案。在干预怒江傈

僳族自治州中学生体质健康上给出建议：

①基于《健康体育课程标准》的指导下，体育教师要

根据当地实情制定出属于该地区的体育课程目标、教学内

容、教学方法等，让学生在体育课上学会基本运动能力、基

本运动技能、健康体育知识，教师在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新

要求“教会、勤练、常赛”指导下，通过课堂、课外活动和

周末时间形成参加体育锻炼闭环圈，让其融入学生课余生活

来改善不同民族在体质上差异的问题。

②中学生在某些素质的提高上不能仅靠体育教师发力，

学校体育、社会体育、家庭体育的有效联动，解决在时间、

场地、器材上的局限，相应的体育资源支持的赞助寻找是开

拓学校体育资源的新出路，体育课堂内容和课外活动比赛两

大主体的发挥功能，选取具有较高群众基础的体育项目，在

学校体育与家庭体育的有效联动上给予个性指导。

③体育健康知识的掌握是学校体育课重要授课内容，

也是学生体质发展的促进因素，要引导学生在饮食习惯、基

本运动常识上提供正确的指导，定向体育项目兴趣培养，促

使学生在课堂上学，在体育锻炼中运用；健康生活习惯的养

成需要教师在课堂上利用理论知识的传授，在课堂中运用实

际案例的配合生动讲解；在体育课堂和课外指导中，引导学

生运动适宜运动负荷控制跑的速度和时间，如何多方面发展

耐力和心肺功能，成为多民族地区体育工作开展的基石。

④借助中考体育发力来针对性增加学生体质健康，云

南省中考体育改革新方案的实施，从分数、考试形式、考试

次数、考试内容等方面作出大胆改革与尝试，作为不具分流

作用的中考项目，其目的只有保障学校体育工作开展，通过

考试和练习等活动的组织，在享受乐趣的过程里掌握运动技

能，提升运动能力和体质健康，良好体育锻炼习惯养成的潜

移默化。在体能测试中，选考项目和必考项目上引导学生多

方面选择，分数作为考试的引导指标，以考试项目的难易程

度作为选考项目的选择取向易导致选考项目作用消失；运动

技能方面结合学校条件和学生兴趣来引导学生，学生兴趣作

为学生长期参与体育锻炼的内在动力，是学生养成体育锻炼

和增强体质应该抓住的第一环节。

最后，五十六个民族中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是我国人民

完整的一分子，“健康第一”作为学校工作的指导思想，是

每一位学校工作者需要贯彻到底，需要每一位将学生健康摆

在第一，学习等摆在第二。发挥体育活动遏制学生久坐等方

  

  

图 2  怒江州女生各民族身体机能与身体素质均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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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问题，造成体质健康问题，最终的实现还是落到每一位基

层体育教师身上，遵循国家层面宏观指导，结合当地实情来

制定各民族提高身体健康发展的方法并执行到底，逐渐改善

各民族身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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