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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城乡男大学生体质健康方面存在的差异，为高校体育教学提供参考． 方法 选取江苏和

云南城乡男大学生 1 600 名，分析他们的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测试数据．结果 农村、城市男大学生营养

不良率分别为 15%和 7.3%，2 组学生肺活量指数、台阶试验、握力指数、立定跳远和 1 000 m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0.05），农村男大学生优于城市男大学生，城乡男大学生的台阶试验和 1 000 m 得分都较低．结论 耐力素质

仍然是阻碍男大学生身体素质提高的瓶颈，建议在教学中要以提高学生身体素质为目标，加强耐力素质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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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find out the difference in the physical quality status between male college students

from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college P.E. teaching and study．Method We selected 1600

urban and rural male college students from Jiangsu province and Yunnan province, and analyzed their "national

student physical health standard" monitoring data．Results The malnutrition rate of male college students form rural

and urban area was 15% and 7.3%, respectively.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piro-index, step test, grip

index, stand jump, and 1000m running between male college students form rural and urban area. The rural male col-

lege students' physical quality level was higher than the urban male college students, especially in step test and 1000m

running. Conclusion The endurance quality is a huge bottleneck hindering improving the physical quality of male

college students, so we suggest that teachers should put "to improve the students physical quality' as the teaching

goal，and establish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health first"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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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增强学生体质，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

2002 年，国家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下发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试行方案）》，对各年龄段青

少年体质健康制定了不同的标准[1]．2007 年，颁布

了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同时要求对各年龄

段青少年每学年进行一次体质健康测验．通过最

近几年的体质健康测验可以看出，青少年的体质

状况形势异常严峻，2010 年全国青少年体质健康

测试结果与 1985 年的测验相比，青少年的肺活量

下降 9%，800 m 和 1 000 m 跑下降 11.5%，大多数

学生体重不符合同年龄段的标准，肥胖学生群体剧

增，近视率达到 85%[2]．大学生作为青少年人群的

一个重要部分，肩负着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改造

社会的使命，体质健康显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



表 2 城乡男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各项指标得分比较（x±s）
Tab. 2 Comparison of physical quality index score

between male college students from urban
and rural areas （x±s）

项 目 城市男生 （分） 农村男生 （分）

肺活量 79.41±19.52 82.15±20.47*

台阶试验 68.21±13.58 72.22±16.18*

握力 66.29±16.37 69.84±16.57*

立定跳远 72.49±18.39 75.54±19.63*

1 000 m 57.89±25.36 67.35±20.18**

与城市男生比较，* ＜0.05，** <0.01.

表 1 城乡男大学生身体形态比较［n（%）］
Tab. 1 Comparison of the physical form between male

college students from urban and rural areas
［n（%）］

项 目 城市男生（n＝1 600） 农村男生（n＝1 600）

营养不良 61（7.3） 116（15.1）*

较低体重 150（18.0） 211（27.6）*

正常体重 333（40.0） 288（37.6）*

超重 103（12.4） 50（6.4）*

肥胖 185（22.3） 10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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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和农村大学生在体质健康方面还存在的一些差

别，本研究以大学生的生源地为界定标准，将不同

生源地的大学生监测数据分类统计，找出两类群体

体质健康方面存在的差异，为高校体育教学提供指

导与借鉴．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象皆为男生，南通大学 2010～2013

级本科生 200 人，南通航运学院 2011～2013 级大

专生共 300 人，江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11～

2013 级大专生 300 人，昆明医科大学 2011～2013

级本科生 800 人，共 1 600 人．其中城市男生 832

人 （占 52%），农村男生 768 人 （占 48%） ．

1.2 研究方法

1.2.1 测量法 采用学校体质健康测试室提供的

体质健康测试仪，对学生的身高、体重、肺活量、

握力、台阶试验进行测量，立定跳远和 1 000 m 由

体育教师在课上测试．记录测试数据，然后录入数

据库．测试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1.2.2 访谈法 对部分测量结果为营养不良和肥

胖的学生进行访谈，了解产生的原因.

1.3 对监测指标的评定标准

根据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3]评分表，把

学生的身体形态归类为营养不良、较低体重、正常

体重、超重和肥胖 5 个等级．依据 《大学生体质健

康锻炼标准》，在评定等级中，90 分以上为优秀，

80～90 之间为良好，70～80 为中等，60～70 为及

格，60 以下为不及格．

1.4 统计学方法

对所测数据运用 SPSS 软件采用 检验和 检

验进行统计分析[4]．

2 结果

2.1 城乡男大学生身体形态监测结果比较

城乡男大学生的身高平均为 173.21 cm 和

171.43 cm，平均体重为 67 kg 和 64.8 kg．农村男生

营养不良状况占调查人数的 15%，而城市男生的

营养不良率只有 7.3%，农村男生的营养不良状况

明显高于城市男生 （ ＜0.05） ．农村男大学生体

重低于标准体重的占调查人数的 27.5%，明显高于

城市男生的 18% （ ＜0.05），而城市男生在超重和

肥胖方面明显要高于农村男生 （ ＜0.05） ．通过

访谈了解到，这主要和家庭经济状况有关，农村大

学生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落后与城市学生，在物

质生活方面相对比较匮乏，日常饮食主要是素食为

主，营养方面相对于城市家庭不全面，造成很多孩

子营养不良或者营养不均衡；城市男生的超重和肥

胖率要高于农村男生，与家庭教育、父母肥胖关系

较大，肥胖的学生父母相对更不喜欢运动，父母肥

胖的人数较多，见表 1.

2.2 城乡男大学生身体素质各项指标得分比较

城市男大学生的各项监测指标得分均低于农

村男大学生的，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5） ．这说明了城市男大学生的体质水平要低于

农村男生的体质水平，这主要与城市男生的生活

习惯、生活方式以及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

有关，城市大学生生活在繁华的都市，参与体力

劳动的机会很少，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城市大学

生生活的自然环境与农村大学生相比缺少自然性，

农村大学生生活的自然环境相对开阔，很多地方

有山，农村学生可以借助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自觉与不自觉的进行体力锻炼，在很大程度上提

高了身体素质，见表 2．

与城市男生比较，* ＜0.05.

3 讨论

城乡男大学生在身体素质的各项指标中存在

差异，总体而言农村男大学生的各项身体素质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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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水平均高于城市男大学生．在身体形态方面，

城市男生的超重和肥胖率明显高于农村男大学生

的水平，而农村男大学生营养不良和较低体重要

高于城市男大学生．在身体素质各项监测指标中，

1 000 m 跑的监测得分中不及格率最高，良好和优

秀率最低，这充分说明了城乡男大学生在耐力方

面比较差，主要与平时参加耐力训练较少，心肺

功能较差有关，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男大学生在

日常生活中参加耐力训练的机会相对较少，即使

有时候需要参加耐力训练，很多学生也非常不情

愿，总是采取应付的措施，没有重视耐力训练对

心肺功能能力提高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耐力

训练枯燥、缺少趣味性，得不到大学生的青睐[5]．

此外，由于大多数学生的耐力较差，体育教师为

了调动学生上体育课的积极性，在选取教学内容

上，很少选取与耐力项目有关的教学内容来教学，

由于耐力对大学生的心肺功能能力要求较高．体

育教师出于体育课安全角度考虑，不敢也不愿意

把耐力训练作为教学内容，导致恶性循环，这些

原因成为阻碍大学生素质提高的一个重要瓶颈．

教育行政部门要改革当今的体育教学模式，

营造良好的体育学习环境．高校体育教学部门和

体育教师在制定教学计划和选取体育教材过程中，

要有针对性的提高学生身体素质的某些薄弱环节，

对大多数同学都欠缺的身体素质在教学中要重点

加以教学和训练，做到有的放矢，对体育后进生

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运动处方，加强体质监测．通

过举办运动会、健康知识讲座和体育文化节等形

式，广泛宣传“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树立学

生的“终身体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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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不再具有相关性，提示性别对其影响较大，需

结合性别考虑人体成分与血脂 4 项的相关关系．

目前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能量摄入增多，肥

胖人群不断增多，人群体脂肪率普遍较前有所增

加．中青年人工作繁忙、精神压力大、应酬多，

生活方式亦不规律，而老年由于生理状况的特殊

性包括机体各器官功能的减退，活动量减少，体

脂易于沉积，尤其腹部较多等．因此，建议加强

对不健康生活方式的干预，规律生活，合理膳食，

减轻压力，积极锻炼，定期做健康身体检查，积

极检出、预防和控制体脂肪量 / 体重、WHR、BMP

等指标异常，防止因血脂异常因素导致的相关疾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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