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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地区学生体质健康发展趋势及其对策研究 ①

———以海南中小学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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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儿童和青少年是人体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他们的体质健康水平不仅关系个人健康成长和幸福生活，而且关
系整个民族健康素质，关系我国人才培养的质量。海南岛地处热带北缘，是我国唯一的热带岛屿省份。本研究以海南省汉

族学生为主体，针对中小学生（７－１８岁）２０１０年体质健康水平与２００５年进行纵向比较分析，进而为以海南省为代表的我
国热带地区教育主管部门改进学校体育宏观管理和实施有效的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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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岛地处热带北缘，属热带季风气候，位于中国最
南端，同时，海南省还是拥有包括汉族在内的数十个民族

的多民族聚居省份，拥有独特的自然条件和生活习惯，该

区域内青少年的体质健康状况无疑牵动着亿万中国人民

的心。２００５年，教育部曾会同有关部委对包括６－２２岁学
生进行了一次体质健康监测。转眼之间５年过去了，如今
我们又完成了新一轮的学生体质健康调研，５年来，海南省
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目前海

南省学生的体质状况是好是坏？体育、教育、卫生工作者

及相关政府部门如何看待和解决上述问题？正是我们研

究的目的。

一　研究对象、方法和指标
（一）研究对象

以２０１０年海南省学生体质调研数据和２００５年海南省
学生体质调研数据为研究基础，通过统计整理，比较分析

海南省青少年体质状况的变化。

（二）研究方法

１．文献资料法 通过中国知网查阅了体质研究相关文
件和研究成果。

２．数理统计法 由海南省学生体质测试中心，于２０１０
年测量并收集数据以及２００５年原始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
与ＥＸＣＥＬ处理，并通过２０１０年与２００５年海南省中小学生
体质测试结果统计比较加以分析。

３．逻辑分析法 对统计结果以及出现的问题进行科学
的比较分析。

（三）测试指标

身体形态指标：身高、体重及自动生成的身体质量指

数指标（ＢＭＩ）
身体机能指标：肺活量和体重及自动生成的肺活量指

数指标

身体素质指标：速度素质（５０米）、耐力素质（５０８、
１０００米或８００米跑）、柔韧素质（坐位体前屈）

二　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身体形态方面

评价身体形态发育水平一般采用的指标是身体质量

指数（ＢＭＩ），通过ＢＭＩ指标可以大致反映学生的生长发育
水平。

如表１显示所示，９－１０岁城市男生体质指数 ２０１０年
较２００５年高，８、１５、１７岁２０１０年较２００５年低；乡村男生除
了８、１０、１２岁以外，其余年龄体质指数 ２０１０年较 ２００５年
高；１１、１６岁城市女生体质指数２０１０年较２００５年高；７、９、
１１、１４岁乡村女生体质指数 ２０１０年较 ２００５年高，经 Ｕ检
验均具有显著性差异，其余年龄组差异不具显著性。

（二）身体机能方面

肺活量指数是指单位体重的肺活量，能更确切地反映

出机体的肺通气能力，是评价人体呼吸系统机能状况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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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要指标，肺活量的大小与身高、体重、胸围等因素有密 切的关系。

表１　海南省青少年身体质量指数状况

年龄
城男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差值

乡男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差值

城女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差值

乡男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差值

７ １６．４９ １６．３３ －０．１６ １４．７２ １５．３５ ０．６３ １５．４３ １５．１５ －０．２７ １４．４７ １５．０７ ０．６０

８ １６．９３ １６．３４ －０．５９ １５．３３ １５．４４ ０．１２ １５．７６ １５．５０ －０．２６ １４．２５ １４．６５ ０．４０

９ １６．９０ １７．６７ ０．７７ １５．０４ １６．００ ０．９６ １６．１７ １５．６４ －０．５２ １５．１１ １６．７０ １．５９

１０ １７．００ １７．４５ ０．４５ １５．８７ １６．３３ ０．４５ １６．６８ １６．５５ －０．１３ １５．８８ １５．７２ －０．１６

１１ １８．１５ １８．３９ ０．２４ １５．９４ １７．３８ １．４４ １７．５５ １７．０３ －０．５３ １５．８１ １６．４２ ０．６０

１２ １８．０２ １８．５４ ０．５２ １６．５５ １６．８７ ０．３２ １７．３３ １７．６１ ０．２８ １６．５５ １７．０９ ０．５４

１３ １８．５１ １８．５０ －０．０１ １６．７５ １８．０９ １．３４ １８．３４ １８．３１ －０．０３ １７．６５ １７．９６ ０．３１

１４ １８．３６ １８．１０ －０．２６ １６．９４ １８．１１ １．１７ １８．７８ １８．３５ －０．４３ １７．５４ １８．２７ ０．７３

１５ １９．１３ １８．３４ －０．７９ １７．３１ １８．４４ １．１４ １９．０１ １８．５７ －０．４５ １８．５４ １８．５４ ０

１６ １９．４０ １８．９７ －０．４３ １８．３７ １９．３６ ０．９９ １９．２４ １８．７３ －０．５１ １９．０５ １９．１５ ０．１０

１７ ２０．３８ １９．５７ －０．８０ １８．８８ １９．６７ ０．７８ １９．４５ １９．２３ －０．２３ １８．８７ １９．１４ ０．２７

１８ １９．４２ １９．７９ ０．３７ １８．７１ １９．４８ ０．７７ １９．４６ １９．１０ －０．３６ １９．３６ １８．９９ －０．３７

　　注：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表２　海南省青少年学生肺活量指数状况

年龄
城男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差值

乡男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差值

城女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差值

乡男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差值

７ ３４．９８ ４１．６６ ６．６８ ４０．８３ ３８．７６ －２．０７ ３５．０６ ３９．５１ ４．４５ ３７．３２ ３７．３７ ０．０５

８ ３８．６９ ４５．７８ ７．０９ ４９．１５ ４２．７９ －６．３５ ３７．２０ ４４．１１ ６．９１ ４３．９８ ４３．１５ －０．８４

９ ４０．８１ ４５．５９ ４．７８ ５０．５３ ４３．６０ －６．９３ ３６．０２ ４４．９８ ８．９６ ４１．４５ ３８．４６ －２．９９

１０ ４２．１４ ４６．４３ ４．２８ ５０．４６ ４７．４７ －３．００ ３８．５６ ４６．２４ ７．６８ ４３．５８ ４３．４５ －０．１３

１１ ４３．２４ ４７．９６ ４．７２ ４９．４１ ４６．３０ －３．１１ ３８．４１ ４４．３２ ５．９０ ４１．９７ ４２．６４ ０．６６

１２ ４７．４５ ４８．８３ １．３７ ５１．７３ ４９．４７ －２．２５ ３５．１７ ４５．６７ １０．４９ ４１．３１ ４３．５３ ２．２２

１３ ５２．６９ ５０．７０ －１．９９ ４９．４６ ４９．３７ －０．０９ ４０．９４ ４５．２５ ４．３１ ３６．６４ ４４．５５ ７．９２

１４ ５３．７８ ５５．６７ １．８９ ５１．７１ ４８．９３ －２．７７ ４１．９８ ４５．８１ ３．８４ ３９．１８ ４２．４６ ３．２８

１５ ５６．９９ ５６．５１ －０．４８ ５１．５５ ５１．４５ －０．１０ ４３．３２ ４５．９８ ２．６６ ３９．０７ ４２．１８ ３．１１

１６ ５８．０８ ５５．１３ －２．９６ ５３．４３ ５３．６１ ０．１８ ４６．７８ ４４．８３ －１．９５ ３９．５２ ４２．２０ ２．６８

１７ ５６．２７ ５７．７８ １．５１ ５３．２０ ５４．２０ １．００ ４４．４５ ４５．７５ １．２９ ４２．５６ ４１．７８ －０．７９

１８ ６２．００ ５７．７６ －４．２４ ５５．１４ ５６．７９ １．６４ ４４．０２ ４７．７５ ３．７２ ３６．８３ ４２．８６ ６．０３

　　注：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如表２显示所示，７－１２岁城市男生肺活量指数 ２０１０
年较 ２００５年高，１３、１６、１８岁２０１０年较２００５年低；乡村男
生７—１２、１４岁肺活量指数２０１０年较２００５年低；７—１５、１８
岁城市女生肺活量指数 ２０１０年较 ２００５年高；乡村女生
１２—１６、１８岁肺活量指数２０１０年较２００５年高，９岁肺活量
指数２０１０年较２００５年低，经Ｕ检验均具有显著性差异，其
余年龄组差异不具显著性。

（三）身体素质方面

身体素质，通常指的是人体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速

度、力量、灵敏、耐力及柔韧等方面的能力。一个人身体素

质的好坏与遗传有关，但与后天的营养和体育锻炼的关系

更为密切，通过正确的方法和适当的锻炼，可以从各个方

面提高身体素质水平。

１．速度素质
如表３显示所示，７、９、１２岁城市男生５０米成绩 ２０１０

年较 ２００５年高，１８岁则相反；８、１０、１２、１５、１８岁乡村男生
５０米成绩２０１０年较２００５年低，１７岁则相反；７、９、１１—１２
岁城市女生５０米成绩 ２０１０年较 ２００５年高，８、１７、１８则相
反；８、１０—１１岁乡村女生５０米成绩２０１０年较２００５年低，
１３、１６—１７岁则相反，经Ｕ检验均具有显著性差异，其余年
龄组差异不具显著性。

２．耐力素质
如表４显示所示，在７—１２岁５０米，８和１３—１８岁男

生１０００米和女子８００米的指标中，７—８、１７－１８岁城市男
生耐力素质 ２０１０年较 ２００５年高，１２、１６岁则相反；７－１８
岁乡村男生耐力素质２０１０年较２００５年低；７岁城市女生
耐力素质 ２０１０年较 ２００５年高，１２岁则相反；７、９－１７岁
乡村女生耐力素质 ２０１０年较 ２００５年低，经Ｕ检验均具有
显著性差异，其余年龄组差异不具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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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海南省青少年学生５０米跑成绩状况

年龄
城男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差值

乡男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差值

城女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差值

乡男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差值

７ １１．０８ １０．５５ －０．５３ １１．１４ １０．９９ －０．１５ １１．６９ １１．３ －０．３９ １１．７８ １１．５６ －０．２２

８ １０．１５ １０．１８ ０．０３ ９．８１ １０．１１ ０．３０ １０．４７ １０．７ ０．２３ １０．１ １０．７８ ０．６８

９ ９．７４ ９．５ －０．２４ ９．４８ ９．４７ －０．０１ １０．８２ １０．０４ －０．７８ ９．８７ １０．０２ ０．１５

１０ ９．４ ９．４９ ０．０９ ９．０８ ９．４６ ０．３８ １０ ９．８１ －０．１９ ９．６１ １０．１１ ０．５０

１１ ９．２２ ９．２ －０．０２ ８．９８ ９．１９ ０．２１ ９．７１ ９．４４ －０．２７ ９．６ ９．８９ ０．２９

１２ ８．９６ ８．６４ －０．３２ ８．６３ ９．３６ ０．７３ １０．１ ９．７１ －０．３９ ９．６７ ９．６７ ０

１３ ８．３ ８．３ ０ ８．４３ ８．２４ －０．１９ ９．５２ ９．３３ －０．１９ ９．７８ ９．３９ －０．３９

１４ ８．０１ ７．９４ －０．０７ ８．０４ ８．１５ ０．１１ ９．６５ ９．６ －０．０５ ９．８６ ９．６３ －０．２３

１５ ７．６４ ７．７６ ０．１２ ７．７９ ８．４４ ０．６５ ９．６８ ９．５７ －０．１１ ９．６８ ９．６８ ０

１６ ７．５２ ７．６６ ０．１４ ７．６８ ７．９７ ０．２９ ９．５２ ９．６ ０．０８ ９．７１ ９．４５ －０．２６

１７ ７．４４ ７．４５ ０．０１ ７．８６ ７．３４ －０．５２ ９．４３ １０．２５ ０．８２ ９．８４ ９．２３ －０．６１

１８ ７．３７ ８．３１ ０．９４ ７．４７ ７．７６ ０．２９ ９．５２ ９．８７ ０．３５ ９．４９ ９．４６ －０．０３

　　注：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表４　海南省青少年学生耐力跑成绩状况

年龄
城男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差值

乡男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差值

城女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差值

乡男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差值

７ １３８．７４ １２４．９１－１３．８３ １１０．５ １２６．６７ １６．１７ １３９．８５ １３０．６７ －９．１８ １１８．５８ １２９．０２ １０．４４

８ １３３．４９ １２２．２８－１１．２１ １１０．１６ １１８．３９ ８．２３ １３２．６３ １２６．３８ －６．２５ １１６．９２ １２４．２９ ７．３７

９ １２４．８９ １２４．１５ －０．７４ １０９．８９ １２０．２６ １０．３７ １３０．３１ １２８．８７ －１．４４ １１２．３３ １２４．５ １２．１７

１０ １１７．７６ １１８．０１ ０．２５ １０８．７８ １１８．６５ ９．８７ １２２．３３ １１６．３８ －５．９５ １１０．４４ １２５．４２ １４．９８

１１ １１５．１２ １１４．８１ －０．３１ １０３．９１ １１６．５ １２．５９ １１７．１２ １１５．５９ －１．５３ １０７．５７ １２２．０３ １４．４６

１２ １０６．５５ １４６．９８ ４０．４３ ９７．７１ １４１．７１ ４４．００ １１８．８８ １５２．６８ ３３．８０ １０６．３６ １５４．０８ ４７．７２

１３ ２８７．４９ ２９３．０２ ５．５３ ２７２．１６ ３１１．０７ ３８．９１ ２７７．６８ ２７６．２８ －１．４ ２５９．９ ２８３．１４ ２３．２４

１４ ２８８．９３ ２８３．９５ －４．９８ ２７２．０５ ２９８．７９ ２６．７４ ２６９．８７ ２６６．３８ －３．４９ ２５１．４１ ２７５．６７ ２４．２６

１５ ２７３．２９ ２６８．３８ －４．９１ ２５７．５６ ３２４．４１ ６６．８５ ２７２．７９ ２６９．４６ －３．３３ ２４８．１３ ２７６．６２ ２８．４９

１６ ２６８．４９ ３０３．６１ ３５．１２ ２５５．７３ ２７８．５ ２２．７７ ２７５．６９ ２６８．７１ －６．９８ ２５４．０４ ２６４．７６ １０．７２

１７ ２７３．５２ ２６６．１２ －７．４０ ２５２．７３ ２６０．８２ ８．０９ ２７０．８７ ２６９．３６ －１．５１ ２５６．２２ ２６６．１１ ９．８９

１８ ２６７．８５ ２５６．２６－１１．５９ ２４８．６２ ２６１．０８ １２．４６ ２７０ ２６８．３１ －１．６９ ２５２．５ ２５８．１７ ５．６７

　　（注：学生７—１２岁测试指标为５０米８，１３—１８岁男生为１０００米跑，女生为８００米跑）

表５　海南省青少年学生坐位体前屈指标状况

年龄
城男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差值

乡男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差值

城女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差值

乡男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差值

７ ４．３９ ６．４９ ２．１０ ６．４２ ７．０１ ０．５９ ９．８９ ８．５５ －１．３４ ９．３３ ９．０４ －０．２９

８ ５．１ ５．６２ ０．５２ ７．２４ ７．４９ ０．２５ ９．３５ ９．４１ ０．０６ １０．５４ ８．９４ －１．６０

９ ５．４７ ７．６７ ２．２０ ６．１２ ７．６８ １．５６ ７．８５ ９．４５ １．６０ ９．８５ ８．３７ －１．４８

１０ ５．２５ ６．２２ ０．９７ ６．７２ ６．５６ －０．１６ ８．９１ ８．１５ －０．７６ １０．９４ ８．６ －２．３４

１１ ４．０９ ６．２１ ２．１２ ６．７４ ７．３５ ０．６１ ９．３５ ９．５２ ０．１７ １０．９９ ８．９１ －２．０８

１２ ３．８４ ５．９７ ２．１３ ９．２８ ９．１１ －０．１７ ８．０７ ９．２１ １．１４ １０．９２ ９．８２ －１．１０

１３ ６．０３ ７．１ １．０７ ９．１ ７．５４ －１．５６ １０．６７ １０．７７ ０．１ ９．８４ ９．８４ ０

１４ ７．８７ １０．２７ ２．４０ １０．４２ ８．１５ －２．２７ １３．２ １２．８７ －０．３３ １３．０９ １０．９９ －２．１０

１５ １０．４ １０．５５ ０．１５ １０．４４ ９．６９ －０．７５ １３．４５ １３．７３ ０．２８ １４．８１ １２．７５ －２．０６

１６ １１．９３ １２．２３ ０．３ １３．９１ １２．４７ －１．４４ １３．９６ １５．４７ １．５１ １７．３６ １４．８１ －２．５５

１７ １３．６ １３．６２ ０．０２ １６．２８ １８．３５ ２．０７ １３．９６ １６．０９ ２．１３ １７．４４ １５ －２．４４

１８ １４．３８ １３．３３ －１．０５ １４．６ １４．６８ ０．０８ １４．２４ １６．１２ １．８８ １５．７２ １７．８１ ２．０９

９１



　　３．柔韧素质
如表５显示所示，在柔韧素质方面，７、９－１４岁城市男

生柔韧素质 ２０１０年较 ２００５年高；９、１７岁乡村男生柔韧素
质２０１０年较２００５年高，１３—１４、１６岁则相反；９、１２、１６－
１８岁城市女生柔韧素质２０１０年较２００５年高，７岁则相反；
８—１２、１４－１８岁乡村女生柔韧素质 ２０１０年较 ２００５年低，
经 Ｕ检验均具有显著性差异，其余年龄组差异不具显
著性。

三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１．身体形态方面，乡村学生２０１０年较２００５年有所好
转，特别是男生，而城市学生２０１０年却明显下降。充分说
明了乡村学生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但是城市学生的普遍

下降应引起我们的思考。

２．身体机能方面，女生整体明显增高，城市中学男生和
乡村小学男生则总体下降，其中乡村小学男生下降明显。

学生肺活量指数的下降与缺乏体育锻炼有关，因此要注意

增强体育锻炼，促进肺功能发育，防止机能发育滞后现象

的发生。

３．身体素质方面，城市学生２０１０年优于２００５年，乡村
学生整体低于２００５年，其中速度素质方面的乡村男生和耐
力素质的乡村男女生以及柔韧素质的乡村女生下降显著。

此现象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二）建议

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是关系国家和民

族未来的大事。从２０１０年海南省学生体质状况分析的结
果来看并不尽人意，应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１．学生健康体质测试结果尽快反馈于学生，使他们对
自己的体质状况有所了解，教师有针对的指导学生自觉锻

炼身体，促进学生体质健康发展。

２．随着海南省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农村经济
的快速发展使制约海南省乡村学生生长发育的环境有了

不断改善，在此基础上应注意培养科学的膳食观，在饮食

结构上适当增强蛋白质和淀粉的摄入量。

３．各级主管教育的部门，应重视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特

别是加强农村学校的体育卫生工作，针对乡村学生身体素

质不太理想的状况，应加强锻炼目的教育，重视体育锻炼。

对中小学生进行体育锻炼目的教育，是当前体育与健康教

育的核心，应当教育中小学生从思想上明确体育锻炼的目

的，确实有效地保证体育锻炼的质量，从而达到锻炼乡村

中小学生的身体素质，增强体质的目的。

４．认真落实“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把增强学生体质
作为学校教育的基本目标之一，建立健全学校体育工作机

制，学校要对体育教师进行安全知识和技能培训，对学生

加强安全意识教育。加强体育场馆、设施的维护管理，确

保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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