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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

体质健康水平调查分析 ①

向丽芳１，２

（１．湖南农业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１２８；２．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科研处，湖南 岳阳 ４１４０００）

摘　要：随机抽取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大一、大二共７３４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体质健康测试数据，分析其身体形态发
育水平、身体机能水平、身体素质水平，结果显示：一、二年级少数民族大学生身高标准体重和肺活量体重指数都在标准

范围内，但身体素质水平普遍较差且发展不平衡，速度和柔韧素质较好，力量、耐力和灵敏素质水平较低，不同专业的学

生身体素质存在一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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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健康水平反映了人体的生命活动水平，是人的劳动工作能力的物质基础。少数民族大学生是

参与少数民族地区未来经济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区域发展战略整体推进的重要生力军。本文通

过对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进行对比分析与评价，以期为民族院校采取有

效干预措施，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提供一定的参考。

１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随机抽取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师范、文科、工科以及艺术专业共７３４名来自藏族、苗族、土家族、侗族、
瑶族、维吾尔族等２０多个民族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体质健康测试。其中，一年级学生４０１人，二年级
学生３３３人；男生１２３人，女生６１１人。
１．２　分析指标

选用身高体重、肺活量、立定跳远、５０ｍ、８００ｍ（女）、１０００ｍ（男）、坐位体前屈六个项目进行体质
健康测试。

１．３　研究方法
查阅有关高等院校体育教育方面的专著、论文、报告及相关资料，整理提炼出与论文相关的有实效

性的数据资料。按照《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２０１４年修订）》［１］对所有少数民族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
数据进行分类统计和评定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身体形态发育水平

身体形态是反映学生生长发育的一个外显指标，身高标准体重指数对评价学生的身体匀称程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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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发育及营养状况水平有重要意义。测试结果显示，一年级男生平均身高在１６７ｃｍ到１７５ｃｍ之间，
平均体重在６０ｋｇ到７１ｋｇ之间；二年级男生平均身高在１６９ｃｍ到１７７ｃｍ之间，平均体重在６２ｋｇ到７２
ｋｇ之间；一年级女生平均身高在１５６ｃｍ到１６２ｃｍ之间，平均体重在５０ｋｇ到５８ｋｇ之间；二年级女生平
均身高在１５６ｃｍ到１６３ｃｍ之间，平均体重在５０ｋｇ到５９ｋｇ之间；两个年级的少数民族男女大学生身
高标准体重平均值都在正常范围内。调查还显示少数民族大学生ＢＭＩ指数偏轻、超重和肥胖的比例较
高，随机抽取的一年级４７名男生所占比例为２７．６６％，二年级７６名男生所占比例３０．２６％；一年级３５４
名女生所占比例为１２．４３％，二年级２５７名女生所占比例为１５．９６％，男生偏轻、超重和肥胖的比例明显
比女生要高，二年级比一年级学生所占比例更大，这表明少数民族大学生随着年龄的增长超重肥胖学生

及营养不良学生在增多，标准体重人数呈下降态势。

２．２　身体机能水平
肺活量体重指数是评价人体呼吸系统机能的一个重要指标，它反映了肺的容积和扩张能力，能比较

客观地评价人的肺功能优劣，也能有效地反映人体生长发育水平。肺活量测试结果显示，一年级男生的

肺活量平均指数为３４５７．３±７５９．８１，肺活量体重平均指数为５７．３３；二年级男生的肺活量平均指数为
３５９９．５１±７７１．３５，肺 活 量 体 重 平 均 指 数 为 ５７．５４。一 年 级 女 生 的 肺 活 量 平 均 指 数 为
２２３４．９１±５５４８５，肺活量体重平均指数为４４．１３；二年级女生的肺活量平均指数为２３１５．７２±４９４．５，
肺活量体重平均指数为４５．６７。少数民族大学生肺活量体重平均水平都在及格水平范围内；学生肺活
量平均指数随年龄的增加而有所提高，男生最低增长了１３０．６７ｍｌ，女生最低增长了１４１．１６ｍｌ；二年级
学生肺活量体重指数比一年级学生有所提高，女生增长幅度比男生要大，男生由于二年级学生体重偏

轻、超重和肥胖的比例增加，减缓了肺活量体重指数的增长曲线。

２．３　身体素质水平
身体素质是指机体在活动时表现出来的各种基本运动能力，包括耐力、力量、柔韧、速度和灵敏等。

立定跳远是反映人体下肢肌肉力量及爆发力的测试指标，坐位体前屈是反映人体柔韧性的测试指标，反

映人体速度素质的主要指标５０ｍ跑和反映人体耐力素质的主要指标１０００ｍ和８００ｍ跑可综合反映
人体神经过程的灵活性、身体的协调性、关节和肌肉的柔韧性以及肌肉的力量与耐力［２］。从测试结果

可知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整体素质水平较低。立定跳远项目一年级男生不及格率、及格率、良好率和优秀

率分别为 ４８．９４％、４６．８％、４．２６％和 ０％，二年级男生不及格率、及格率、良好率和优秀率分别为
３８１６％、５２６３％、９．２１％和 ０％，一年级女生不及格率、及格率、良好率和优秀率分别为 １５．２５％、
７６５５％、５．６５％和２５４％，二年级女生不及格率、及格率、良好率和优秀率分别为 ９７３％、７７．８２％、
９７３％和２７２％，女生成绩优于男生，二年级好于一年级，男、女生优良率二年级比一年级有所提高，男
生提高了４９５个百分点，女生提高了４．２６个百分点，不及格率均明显下降，但整体水平较差。学生坐
位体前屈项目成绩整体水平较好，一年级男女生及格率分别为９７．８７％和９７．１８％，二年级分别为１００％
和９９２２％；女生优良率一、二年级分别为２７．６８％和４３．５８％，男生优良率一、二年级分别为１９．１５％和
３４．２１％，女生优良率比男生要高，二年级比一年级优良率和及格率都明显增加。５０ｍ项目一年级男生
优良率为２９．７９％，二年级男生优良率为３０．２６％；一年级女生优良率为２０．０６％，二年级女生优良率为
４８２４％；二年级成绩好于一年级成绩，不及格率随年龄的增加明显下降，男生由 １９．１５％下降到
７８９％，女生由２０．０６％下降到１４０１％。男生１０００ｍ和女生８００ｍ跑测试项目整体成绩一年级好于
二年级，男生优良率随年龄的增加稍有提高，一年级学生的优良率分别为４．２６％和５．０８％；二年级学生
的优良率分别为６．５８％和４．６７％；不及格率均明显上升，男生１０００ｍ跑由３６．１７％上升到５１．３２％，女
生８００ｍ跑由２６．８４％上升到３３．８５％。

同时，调查发现不同专业学生的身体素质发展水平不同。立定跳远项目整体成绩师范和文科专业

学生好于艺术和工科专业学生，及格率分别为８４．８％和７８．４１％、６４．７％和６３．６４％；５０米项目成绩工
科专业学生最好，优良率为４５．４５％、及格率为９０．９％，高于师范专业学生的３２．８１％和８３．５９％、文科
专业学生的２９．５５％和７３．８６％、艺术专业学生的２６．４７和７０．５９％；男生１０００ｍ跑和女生８００ｍ跑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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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各个专业学生优良率所占比率较低，师范专业仅占１．８２％和４．５８％，艺术专业仅占２０％和４．１７％，
工科专业仅占５％和０％，文科专业仅占７．８９％和１０％，大部分处于及格及以下水平；坐位体前屈项目
成绩整体水平都较高，优良率所占比率较大，各专业不及格率较低，分别为１．７３％、２．９４％、３．０３％和
１．１４％。

３　结论与建议
总体来看，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很不乐观，各项测试指标的不及格比例较大，综合达标

率较低。身体形态发育水平一年级学生高于二年级学生，女生高于男生；身体机能水平都刚好达到及格

水平，肺活量体重指数二年级比一年级稍有增长，女生增长幅度比男生要大；身体素质水平二年级比一

年级学生稍好，女生总体水平高于男生，学生身体素质发展不平衡，除速度和柔韧素质有少部分学生达

到优良水平外，灵敏、力量以及耐力素质普遍在及格及以下水平；不同专业学生的身体素质水平存在一

定差异，整体处于较低水平。

当今社会影响人体体质健康水平的因素趋于多元化、复杂化，对体质健康的衡量不能仅限于某一因

素或某几个因素［３］，建议民族院校应不断完善学生体质评价管理工作；加强校园体育文化建设，促进各

民族文化的融合交流；加强早操等课外体育锻炼的组织和引导，营造良好的体育锻炼氛围；根据不同专

业岗位的培养目标及发展要求制定相应的体育课程标准及教学模块；开设民族传统体育选项课；发挥网

络科技优势，建立体质健康网页，为学生提供学习交流服务平台；同时，还要优化调整体育教师专业结

构，不断完善学校体育设施，使学校开设的体育活动项目更加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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