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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年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数据追踪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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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采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测试法、数理统计法和逻辑分析法对高三年级学生体质测试成绩与其身体素质的关

系进行研究，以苏大附中 2019届全体高三学生体育课程教学、课外体育锻炼等学生的参与频度进行调查。通过三年跟踪，最

终以苏州市教育局组织的全市高三学生体质测试成绩结果为最终依据，找出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数据与其身体素质的相关性,

为学生身体素质训练提高依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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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use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interview, test,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logical analysis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hysical test scores of senior three students and their physical quality, and investigates the participation 

frequency of all senior three students in 2019, such as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 teaching and extracurricular physical training. After 

three years of follow-up,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physical fitness test of senior three students in the city organized by Suzhou 

Education Bureau, find ou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tudents' physical health test data and their physical quality, and provide the basis 

and reference for students' physical quality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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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9 年 4 月 20 号，苏州市教育局按照计划，组织全

市部分专家和骨干教师专门针对全市 64 所高三毕业班学

生进行了随机抽查式的健康体质测试，从最后下发的文件

[苏教体卫艺〔2019〕16 号]的结果来看，我校 2019 届高

三学生体质状况总体上保持优良状态，首先根据测试结果

的排名来看，苏大附中名列 64 所高中的第一名，这充分

说明苏大附中学生苏州全市高三学生体质方面属于上等，

学生的体质状况表现最好，学校对学生的体育锻炼方法正

确，管理到位，根据下表的综合排名可以很清晰地看到，

苏大附中的体质排名靠前，有多项名列第一名，女同学优

于男生。如男生的 1000米跑、引体向上这两个项目需要引

起我校主管领导的高度重视，接下来要寻找出出现下降根

源以及以后锻炼需要采取的策略，保证这些项目有所提高。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标准》的实施将促进全体学

生形成健康的体育意识，同样也是激励学生积极参加体育

锻炼的有效手段
[1]
。笔者就是想通过调查与研究，找出在

贯彻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标准》过程中，学校体

育工作者是如何提高学生练习效果，并且在测试过程中发

现存在的不足进行过探讨。这不但有利于今后学校体育工

作者对国家体质健康测试进行有效开展，充分发挥体育锻

炼的功能，而且对学生终生参加体育锻炼习惯和观念的培

养具有积极推进作用。本文以苏州市教育局组织的全市高

三学生体质测试成绩结果为最终依据，对其进行分析，找

出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数据与其身体素质的相关性,意在分

析学生体质与身体素质的关系,为以后学生体质的训练提

供一些借鉴。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高三年级学生体质健康追踪测试

数据分析研究。按照苏州市教育局的要求，每校随机抽取

2019 届高三男、女学生各 40人(苏州大学附属中学)。 

1.2 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在互联网与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

进行检索，查询国家有关部门、期刊与硕博论文了解学生

体质测标准与学生体质研究的最新研究动态， 为本次笔

者对学生体质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2）访谈法：在研究与调查过程中对负责体质测试

的专家、骨干教师进行咨询测试规则，同时对被测试的学

生进行约谈，鼓励他们以积极的心态面对测试，测试过程

中的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进行了广泛交流，以保证学生测

试成绩的有效性、公平性。 

（3）数理统计法：采用 spss22 软件对导入国家体

质测试评分系统所获得 2019届高三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数

据进行分析。 

（4）测试法：本次的测试内容：立定跳远（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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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米跑（男）、引体向上（男）；80 米跑（女）；1 分钟

仰卧起坐（女）；测试规则：按照《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规定的测试和方法组织学生进行测试；测试人员组成：由

苏州市教育局统一选派：主要有苏州市体育教研员、部分

骨干体育教师、苏州大学体育学院在校研究生三部分组成。 

（5）逻辑分析法：本文采用演绎逻辑的方法对高三

年级学生体质测试成绩与其身体素质的关系研究进行逻

辑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苏州大学附属中学高三学生身体素质测试总体

测试结果分析 

从苏州市教育局下发的统计结果来看(见表 1)，苏大

附中学生身体素质排名靠前，根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

准》查分学生成绩处在优良级。从表 1 结果从中也不难看

出，女生的排名靠前，男生的 1000 米跑排名第六，在所

有排名中是最低的。这需要在今后的练习中加以注意，平

时适当加强对学生耐力素质的锻炼。男生的引体向上排名

第四，这说明学生的上肢力量也需要加强锻炼，并且还需

要对学生在练习引体向上的方法上加以进一步的指导。通

过测试的结果来看，女同学的排名靠前，三个测试项目中

女生就拿了两项第一名，女生排名总体上优于男生。男同

学的 1000 米跑排名第六名。究其原因，主要是有部分肥

胖的学生拉了后腿。这部分学生的引体向上基本上都是零

分，还有部分男同学平时练习不认真，在测试的时候在思

想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导致成绩偏低，最后的排名相

对靠后。 

表 1  苏州大学附属中学高三学生身体素质测试统计表(平均成绩) 

项 目 
引体向上 立定跳远 1000 米 仰卧起坐 立定跳远 800 米 

男 男 男 女 女 女 

平均

成绩 
11.63 个 249.40 米 218.9 57.67 个 195.07 米 202.8 

成绩

排名 
第 4 名 第 3 名 第 6 名 第 1 名 第 2 名 第 1 名 

2.2 高中学生身体形态分析 

有效评价学生身体的匀称度的参考指标之一为身高

标准体重值，它间接反映学生的身体成分肥胖状况的有效

指标
[2]
。从表 2 的测试数据来看，男生的正常体重占 55%，

肥胖和超重也占到 15%和 7%。其中对于肥胖和超重的学生

而言，应该定期地、科学地安排体育运动锻炼和合理的营

养膳食，这样才能达到增加肌肉组织和减少体内的脂肪含

量的效果和目的。女同学的正常指标占到 42%，营养不良

和偏瘦分别占到了 7%和 35%。分析其原因，不难发现，第

一个影响因素是女生的形体审美观。目前高中学校的有些

女同学为了追求形体美，良好的身材，以此能够呈现出一

定的曲线美，受到一定的误导以至于盲目减肥，甚至一些

正常体重、较低体重的学生也盲目地跟着减肥。学生的饮

食习惯、作息制度等也是影响学生的生长发育和营养状况

的因素。部分高中生营养过剩，胖墩增加，在男生中尤为

常见。根据数据显示，还有部分肥胖学生，占了一定量的

比例。这些胖墩学生在平时的体育锻炼过程中只要稍微运

动就会出现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使胖墩学生对运动产生

了畏惧心理，减少了运动量，导致了身体素质的下降。这

对我们体育工作者是一个急需解决的课题。 

表 2   学生营养状况（身高标准体重）统计表 

参加 

人数 

营养不良 较低体重 正常体重 超重 肥胖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男生 40 5 人/12% 4 人/10.0% 22 人/55.0% 6 人/15.0% 3 人/7.0% 

女生 40 3 人/7.0% 14 人/35.0% 17 人/42.0% 3 人/7.0% 3 人/7.0% 

总计 80 8 人/10.0% 18 人/22.0% 39 人/48.0% 9 人/11.0% 6 人/7.0% 

2.3 高中学生身体机能分析 

男生的 1000 米跑，女学生的 800 米跑，成绩最能够

有效反映学生的心血管系统的功能，并间接推断机体的无

氧代谢能力。从表 1 和表 3 中可以明显看出，苏大附中女

学生的 800 米跑处于领先位置，排名第一名。男同学的排

名虽然不及女同学，但是在所有高三学生当中也是排名靠

前的。主要原因是苏大附中平时积极开展课间跑操活动，

坚持每天锻炼 1小时。学生在上下午大课间坚持跑步 2000

米。通过坚持跑步，学生的呼吸系统得到了增强，肺活量

增大了男女学生肺活量达到优秀率大幅增加。通过跑操锻

炼，学生的心肺功能处在良好的健康状态。从而也证明了

我校实施的“阳光体育锻炼”课间跑步起到了积极作用，

通过跑步有效地改善了学生的心血管系统的机能，从而有

效地提高了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 

表 3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肺活量测试统计 

参加 

人数 

优秀 良好 及格 不及格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男生 

243 
63 人/25.9% 

125 人

/51.44% 

87 人

/35.80% 

12 人

/0.49% 

女生 

239 

68 人

/28.54% 

86 人

/35.98% 

63 人

/26.35% 

22 人

/0.92% 

总计

482 

131 人

/27.18% 

211 人

/43.78% 

150 人

/31.12% 

34 人

/0.71% 

2.4 高中学生身体素质分析 

人体在在进行体育运动锻炼时所表现出来的力量、速

度、灵敏、柔韧、耐力等身体机能称之为身体素质
[3]
。身

体素质不但经常潜在地表现于人们的学习、生活、工作和

日常劳动中，而且也表现在体育运动锻炼方面。遗传直接

决定了一个人身体素质的好坏。不过与后天的营养膳食和

体育运动锻炼的关系也休戚相关
[4]
。通过合适的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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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的体育运动锻炼，很大程度上可以提高身体素质的各

个方面。 

从表 1 成绩得知，我校男同学的引体向上和女生立定

跳远项目也比较具有优势，排名靠前，男同学的立定跳远

项目排名第三，女同学排名第二，表明男女同学的下肢力

量有待进一步提高。在今后的体育课程教学和课外体育锻

炼时中还应主动加强锻炼，进一步提高下肢力量。男同学

的引体向上这一项目反映了学生的综合力量素质，间接反

映学生的上下肢协调用力的能力。在以后的身体素质练习

中还得要继续保持一定的强度练下去，在练习的方法上加

强锻炼的实效性，通过练习，实习生的下肢力量得到进一

步的提高。 

3 高三年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优化工作方略 

3.1 采取多种手段，加强课外体育锻炼的组织工作 

学校体育工作者要积极提高学生参与体育运动锻炼

的积极性，对于班级上体质较差的学生可以采用建立“身

体健康档案”、开设素质提高课，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切

实保证学生有充足的时间锻炼身体，充分利用学生社团组

织开展课外体育锻炼。 

3.2 健康体质测定管理网络化、规范化、科学化 

学校体育管理部门必须给予高度重视，严格按照国家

规定和要求去执行《国家体质健康测试》的实施办法。体

育教师不能在体育课程教学中打折扣，这不但是对广大学

生负责，而且也是对国家负责。学校体育工作者要以班级

为单位统一保管，做到每个学生建立《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登记卡》，且需要体育管理部门派专人负责，充分利用计

算机等现代化辅助管理手段，实现健康体质测定管理网络

化、规范化、科学化。在突出体育教学管理部门的主导的

同时，必须要求学校各个部门加强协调配合，体育教研组

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具体工作在学校校长领导下，由教

务处、体育组、校医室、学生工作处协调共同配合实施。

《国家体质健康测试标准》要求各测试项目成绩由体育组

汇总，并按照要求评定成绩，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可以专门

进行组织人员集中抽测保正数据的真实性，确定等级后汇

入《学生体质健康登记卡》，在学生高三毕业时放入学生

档案，为后续的学校提供依据。 

3.3 延伸体育课程教学资源，合理安排体育作业 

一方面，如果只是凭借每周三节体育课来改善和提高

学生的身体素质，其最后的测试效果可能不明显。因此，

学生要充分利用好校内外的体育资源，积极、主动和定期

地参与体育运动锻炼。这也是提高学生身体素质的有效方

法。另一方面，增加学校体育活动时间在一定程度上是可

以减轻学生的文化学习负担，使学生的大脑得到充分的休

息，这样才能使身心得到平衡地发展。除此之外，适度的

体育家庭作业，不仅有助于学生合理地安排作息时间，提

高学习效率，还能培养良好的体育运动锻炼的习惯，养成

主动进行体育运动的良好品质。当然学校相关领导也需要

逐年加大对校内体育器材设施与设备的资金投入，以满足

同学生参加体育运动的需要，使学生的参与活动的人数进

一步增加，学校还需要进一步拓宽渠道，多组织一些社团

活动，定期组织学生开展体育锻炼，通过体育活动发现一

些有体育特长的学生，组建队伍进行专门组织训练，以满

足不同层次学生锻炼的需要。 

3.4 加强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体质健康测试氛围 

学校体育教师工作者首先要物尽其用，利用好学校内

的宣传媒体例如微信公众号、学校公共网站、宣传栏、黑

板报等多种方式结合宣传《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的测

试意义、测试指标、测试方法等
[5]
。让班级的每一位学生

都能深刻地理解体质健康测试的目的、内容、方法和标准。

其次，除此之外还要对家长宣传《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测试》

实施的办法与实施的流程。使得家长们对各项测试的内容

和方法充分了解，引起家长们的重视，尽可能多地对学生

进行教育。这样不但使学生在熟悉测试方法和测试规则的

基础上，而且学生也会在体育课程教学上积极配合测试老

师进行测试，一定程度上减轻学校体育工作者的压力。最

重要的是学校如果能对此项测试给予足够的重视
[6]
。学校

领导如果能监督《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宣传工作的各

个方面，就能极大地保证宣传的力度和效果。同时，为了

使学生的身体素质向着健康、良好的方向、要求发展，各

个学校应当充分重视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严格按照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对学生进行测试评价，并将测

试结果发放给学生，督促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保证学

生体质健康发展。最后，各学校还要提高测试数据的准确

性，深刻认识学生体质测试的重要性，力求做好学生体质

健康测试工作。 

4 结语 

影响学生体质的因素主要有肥胖、学习紧张、作息制

度混乱、营养不良等。此外，还有部分学生暴饮暴食，及

把零食当正餐。 

建议学校多安排对学生进行健康教育的课程，配齐专

任老师在平时的教育中加强对学生的营养卫生教育，拓宽

学生的眼界和思路
[7]
，通过教育让学生了解营养与身体发

育的重要关系，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提倡科学合理的营

养配餐，搞好营养，积极参加体育锻炼，促进身体正常发

育，同时也要讲究营养平衡，防止男生体重肥胖，女生营

养不良的现象发生。此外，影响学生体质的另一个因素是

学生的锻炼时间有限，根据体育教学进度、场地器材和学

生身体素质情况，有计划地在体育课上安排一定比例的素

质练习项目。我们认为发展学生身体素质、增强学生体质

的教学课时占到 40%左右比较合理，在体育课上身体素质

项目采用课课练的方式进行为好，并且应该具有很强的针

对性，这对即将要参加高考的学生来说，防止他们体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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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提高复习的效率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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