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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纵轴研究大学生身体素质

状况及对策 ①

李志兰，肖文娟
（湖南科技大学 体育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运用数理统计法和文献资料法，对我校１１级１８００名大学生从２０１１年到２０１４年身体素质（耐力，速度）变
化情况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男生耐力、速度素质在大二有所起伏，但总的来说男女生身体素质都是呈逐渐下降的趋

势。通过分析当今高校学生随着时间纵轴的移动跑的素质普遍下降的原因，以便能为增强我国大学生体质，提高他们跑

（速度、耐力）的能力，提出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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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党和政府对国民体质健康特别是青少年学生的体质健康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教育部、

国家体育总局为使我国学生体质能得以进一步提高，于２００２年７月联合下发了《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试行方案）》，２００７年４月在试行方案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与完善［１］。

为了贯彻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的标准的实施，选取了标准耐力和速度素质测试指标，对湖南

科技大学２０１１级学生从大一到大四（２０１１～２０１４）４年进行耐力（１０００ｍ、８００ｍ）、速度（５０ｍ）的测试，
通过对比分析：大学生体质耐力、速度素质水平随着时间纵轴的移动有动态变化，但与正在实施的标准

尚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在对测试指标进行全面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如何提高大学生耐力、速度等跑

的能力，是学校体育工作者面临的严峻问题。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样本采用整体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抽取。从除体育学院外的１８个学院，每个学院随机抽取１００名
１１级本科生，共１８００名。其中男生９２３名，女生８７７名。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数理统计法

数据均利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及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程序处理，主要采取独立样本Ｔ检验和Ｆ检验。
１．２．２　文献资料法

通过互联网浏览了多篇相关文章，以及在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

１．２．３　测试指标
耐力（男１０００ｍ、女８００ｍ）、速度（５０ｍ），测试规则依据《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手册》，测试时间为每

年的１０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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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测试结果与分析
在表１～表２中，男生的耐力测试平均成绩最好的是在大二，平均成绩最差的是在大四，从大二开

始每年耐力素质下降的变化差异都具有高度显著性，大一和大三两年则基本相同；女生大一的平均成绩

最高，最低的则跟男生一样是在大四，女生每年之间的下降弧度相对要小于男生。根据《学生体质健康

标准（试行方案）》规定男生１０００ｍ耐力测试：优秀３′２７～３′３９，良好３′４２～３′５８，及格４′０５～４′３３，不及
格４′４０～５′０８。从以上每年测试的成绩可以看出男生一直在及格范围内浮动，大四期间已经处在了及
格与不及格的衔接范围内。女生的情况基本和男生一样，都处在及格（４′０３～４′２３）和不及格（４′３０～
５′００）范围内，大三和大四的测试成绩比男生的相对更差，平均成绩都处于不及格状态。

表１　男生耐力变化情况表

年度 样本数 平均数 ±标准差 Ｐ值

２０１１ ５２３ ４．２５４±０．０９８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２０１２ ５２３ ４．０９２±０．１６０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１

２０１３ ５２３ ４．２５９±０．１２５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１

２０１４ ５２３ ４．３８４±０．１８２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１

表２　女生耐力变化情况表

年度 样本数 平均数 ±标准差 Ｐ值

２０１１ ４７７ ４．１０２±０．１６９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１

２０１２ ４７７ ４．１３８±０．０７５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１

２０１３ ４７７ ４．２５２±０．１１７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１

２０１４ ４７７ ４．３０９±０．１５１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１

在表３～表４中，男生的５０米测试平均成绩最好的是在大二，介于及格和良好的之间（及格７．６～
８．１，良好６．６～７．５）；大一、大三以及大四３年的测试成绩都处于及格范围内，其中大三和大一相对于
大四要稍微好一些，每年之间变化差异都具有高度显著性。而女生的５０米测试平均成绩从大一开始一
直到大四都比较差，一直处于平均成绩不及格的状态（不及格９．１～１０．０），且每年都有所下降，同样都
具有显著性。

表３　男生速度变化情况表

年度 样本数 平均数 ±标准差 Ｐ值

２０１１ ５２３ ７．８７２±０．１２９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１

２０１２ ５２３ ７．５６６±０．１４４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１

２０１３ ５２３ ７．７４２±０．１７１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１

２０１４ ５２３ ７．９１７±０．１０４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１

表４　女生速度变化情况表

年度 样本数 平均数 ±标准差 Ｐ值

２０１１ ４７７ ９．３９４±０．１６７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１

２０１２ ４７７ ９．４９７±０．１４６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２０１３ ４７７ ９．５１８±０．０５２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２０１４ ４７７ ９．６３１±０．１３５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１

３　结果原因分析
３．１　大一期间男女生耐力素质较差的原因

大一期间男女生耐力素质较差主要是因为中学阶段没有形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由于社会对升

学率的盲目追求，造成了对教学质量评估的片面认识，学生忙于学习很少参与体育锻炼，甚至少数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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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取消体育课的情况［２］［３］。

３．２　男生大二期间耐力、速度素质有所上升的主要原因
其一，湖南科技大学正确的体育教育理念和培养模式。湖南科技大学一直以来都是采用体育必修

＋选修的模式以及学生大一和大二必须参加阳光体育长跑活动。其中，大一和大二两年体育课属于必
修课，必修项目统一为武术、健美操、篮球、排球以及每个学期必考的耐力测试［４］。其二，个体逐渐成

熟，男生力量、爆发力有所增加。

３．３　女生耐力、速度素质大二也略有下降的主要原因
女生耐力、速度素质大二也略有下降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女生生理发育特点造成

的，随着第二性特征发育的逐渐成熟，女生身体脂肪含量会有所增加，跑步时的负荷增加；另一方面，女

生怕苦怕累思想比较严重，参加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欠缺，体育课和阳光长跑中请假、逃课的人

较多［５］。

３．４　大三大四学生耐力、速度素质持续下降，但基本与大一持平的原因
首先，大三大四体育课为选修课，成绩以考查为主，只要学生按时去上课，基本会给足学分，间接导

致一部分学生对体育锻炼持一种散漫的态度。其次，大三大四学生因为忙于毕业、找工作或准备考研

等，锻炼时间减少，使得测试成绩不够理想。最后，大三大四学生自由支配的时间增加，晚睡晚起、抽烟

喝酒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影响，也成为学生跑的素质下降的原因之一［６］［７］。大三的耐力和速度测试结

果虽然相对于大二有所下降，但基本与大一持平。主要是由于大一大二两年体育锻炼的基础较好，有一

定的积累。

４　建议
积极进行课改，增加课中素质和技能练习的时间，把提高大学生耐力、速度等跑的能力水平放在中

心位置。积极推行青少年阳光长跑活动，最好能贯穿整个大学４年，并且有专人负责，有计划、有实施、
有总结。与相关职能部门合作，落实大学生课余体育锻炼或早操制度。体育课分男女进行的同时还要

根据男女学生不同时期的身体、生理发育特征进行调整，使之符合人体机能适应性规律和人体生理机能

活动能力变化的规律。认真做好每年学生的体质健康测试，对不能达标的学生制定确实可行的措施，指

导并督促其付出实际行动。加强高校体育设施硬件建设，创建良好的锻炼环境，以促使学生养成自觉锻

炼身体的习惯，培养学生终身体育的意识，达到不断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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