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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高中生体质健康测试成绩状况的分析研究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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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大背景下，青少年健康成为关键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青

少年体育工作，出台系列政策推动青少年参与体育健身。然而，各地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存在差异，了解并提升

其水平迫在眉睫。本研究以广西高中生为对象，旨在全面剖析其体质健康测试成绩，找出问题，为制定提升方案

提供数据支撑。研究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法与数理统计法。借助中国知网、国家体质健康网等多个平台，以“体质

健康”“学生体质”为关键词检索学术资料，获取理论依据。运用 Excel存储 1200 名高中生的测试数据，借助

SPSS27.0进行单样本 t-检验，对比广西高中生与 2014年国家体质检测水平（“国常模”）的差异。研究结果呈

现多面性。身体形态上，广西高中生身高普遍低于国常模，体重在高三年级显著低于国常模，受营养、学习压力

和生活习惯影响明显。身体机能方面，男生肺活量波动变化，女生则整体高于国常模，或因民族特色体育锻炼。

身体素质层面，50米跑、坐位体前屈、立定跳远、引体向上（男生）和一分钟仰卧起坐（女生）成绩均优于国

常模，但 1000米（男生）和 800米（女生）跑成绩存在年级差异。综合来看，广西高中生体质健康状况整体稍

逊于 2014年全国平均水平。为此建议，学校应着重强化体育教育，根据男女生发育特点设计差异化教学内容。

尤其在初中阶段，加强对男生的积极引导，培养其稳定乐观、积极向上的体育参与动机，助力学生养成终身锻炼

习惯。同时，要重视学生营养均衡，改善饮食结构，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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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健康中国 2030”战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

青少年体质健康作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已

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多

次强调“加强学校体育工作，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

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凸显了提升青少年体质健

康水平的战略意义。然而，受地域经济差异、教育

资源分配及生活方式转变等因素影响，不同地区青

少年体质健康状况呈现不均衡态势。广西作为我国

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省份，其高中生体质健康既可

能受独特地理环境、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积极影响，

也可能面临经济发展滞后、学业压力繁重等现实挑

战，亟待系统性研究。

本研究以广西 1200 名高中生体质健康测试数

据为基础，通过与 2014年国家体质监测常模对比，

旨在全面剖析广西高中生在身体形态、机能及素质

等维度的优势与不足，揭示影响体质健康的关键因

素，为构建符合区域特点的青少年体质提升策略提

供科学依据。研究不仅有助于完善广西学校体育教

育体系，更期望为边疆民族地区青少年健康发展提

供可参考的实践路径，助力实现“健康中国”战略

在基层的精准落地。

2 研究目的

通过对广西 1200 名高中生市测的成绩进行分

析研究，旨在全面剖析广西高中生体质健康测试成

绩，找出问题，提出针对性提升策略，为制定提高

体质健康的方案提供相应的数据支撑。

3 研究方法

3.1文献资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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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中国知网、国家体质健康网、EBSCO 数据

库、NCBI图书馆平台等，以“体质健康”“学生体

质”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查阅大量学术期刊、学术

论文等文献资料，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

析，为本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3.2数理统计法

运用 Excel软件对收集到的 1200名高中生的体

质健康测试数据进行存储和初步整理。借助

SPSS27.0数据分析系统，对测试数据进行单样本 t-

检验，将测试结果与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2014年

国民体质监测公报》中的体测数据（简称“国常模”）

进行对比分析，探究广西高中生体质水平与国家体

质检测水平的差异情况。设定 p＜0.05 为具有显著

性差异，p＜0.01为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4 结果与分析

4.1身体形态

广西高学生身高指标对比如表 1 所示。高一到

高三年级男生身高均极显著低于国常模（p＜0.01）。

由于遗传因素奠定了身高发育的基础，但环境因素

影响较大。广西部分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饮食

结构中优质蛋白质、钙等营养物质摄入不足，影响

骨骼生长。此外，高中学习压力大，学生久坐时间

长，缺乏有助于长高的运动，如篮球、跳绳等，不

利于身高增长。同时民族地区青少年对奶及奶制品

的摄入量严重低于全国标准，直接导致青少年钙缺

乏，影响骨骼的发育，使青少年儿童身高发育不完

全，从而导致了身高偏低。

高中女生从高一到高三年级身高均极显著低于

国常模（p＜0.01），但差值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减

小，且身高的增长速度逐步缓慢，表明高三学生由

于应对升学压力及沉重的课业，久坐时间的增加以

及课外活动时间的减少，没有充分的体育锻炼，没

有办法有效的刺激生长激素的分泌，这也是导致身

高发育较晚的重要原因之一。

表 1高中生身高指标与全国指标对比

年级 男生身高（cm） 国常模（cm） 差值 t P

高一年级（n=200） 168.74±5.75 171.4 -2.66 -6.545 0.000**

高二年级（n=200） 168.68±6.14 172.1 -3.42 -7.875 0.000**

高三年级（n=200） 168.69±5.64 172.0 -3.32 -8.314 0.000**

年龄 女生身高（cm） 国常模（cm） 差值 t P

高一年级（n=200） 156.78±5.75 159.8 -3.03 -7.440 0.000**

高二年级（n=200） 156.85±6.06 159.8 -2.95 -6.886 0.000**

高三年级（n=200） 157.28±5.25 159.4 -2.12 -5.714 0.000**

注：星号代表显著性大小：*代表显著性差异，**代表极显著性差异（下同）

广西中学生体重指标对比如表 2所示。高三年

级学生体重数据显著低于国常模（p＜0.01），研究

表明，由于地区的特殊性，广西属于华南地区，南

方学生在发育阶段，可能受到饮食，气候，遗传基

因的影响，身高体重的变化不会呈现断崖式增加。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高一年级学生刚进入高

中，生活和学习节奏相对规律，饮食和运动习惯差

异不大。高二、高三阶段，学习压力剧增，男生运

动量可能因学习减少，身体消耗大于摄入导致体重

下降；女生受审美观念影响，过度控制饮食，加上

运动不足，体重低于国常模。通过表格可以看出，

广西学生的生长发育较缓于国家体测数据，且随着

年龄的增长基本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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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高中生体重指标与全国指标对比

年级 男生体重（kg） 国常模（kg） 差值 t P

高一年级（n=200） 60.06±10.83 61.5 -1.44 -1.880 0.062

高二年级（n=200） 60.99±12.57 63.3 -2.31 -2.602 0.010

高三年级（n=200） 60.14±11.45 63.5 -3.36 -4.147 0.000**

年龄 女生体重（kg） 国常模（kg） 差值 t P

高一年级（n=200） 50.73±10.16 52.7 -1.98 -2.749 0.007

高二年级（n=200） 52.19±11.24 53.0 -0.81 -1.020 0.309

高三年级（n=200） 49.75±7.79 52.6 -2.85 -5.170 0.000**

4.2身体机能

广西高中生肺活量指标对比如表 3 所示。高一

和高三年级男生肺活量数据均显著高于国常模（p

＜0.01），而高二男生肺活量数据低于国常模（p＜

0.01），但差值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呈 U型，表明在

高中时，由于高一学生仍旧保持广西特有的体育活

动，保持有良好的运动习惯，但随着学业压力的增

大，久坐时间的增加，减少了可活动的时长，致使

在高二时肺活量数据略低于国常模，而随着年龄的

增加，饮食和运动量的上升以及身体发育起来后，

肺活量逐渐提升，并高于国常模。

高一到高三年级女生肺活量均显著高于国常模

（p＜0.01），随着年龄的增长，到高三年级时已无

统计学意义。有研究表明，在同样无运动习惯的人

群中，身高是影响肺活量的主要因素，而广西高中

女生在平均身高低于国常模的情况下测得肺活量指

标显著高于国常模，表明在广西少数民族中特有体

育运动，能够让绝大多数的学生从小进行适当的体

育锻炼，随着年龄的增大，经常性的体育锻炼，使

得呼吸肌的肌肉力量高于国家平均水平。

表 3高中生肺活量指标与全国指标对比

年级 男生肺活量（ml） 国常模（ml） 差值 t P

高一年级（n=200） 3672.79±718.50 3575.7 97.09 1.911 0.057

高二年级（n=200） 3667.36±700.11 3726.8 -59.44 -1.201 0.231

高三年级（n=200） 3812.95±635.09 3772.3 40.65 0.905 0.366

年龄 女生肺活量（ml） 国常模（ml） 差值 t P

高一年级（n=200） 2542.11±538.43 2423.7 118.41 3.110 0.002

高二年级（n=200） 2544.52±650.29 2450.7 93.82 2.040 0.043

高三年级（n=200） 2593.78±454.09 2421.3 172.48 5.372 0.000**

4.3身体素质

广西高中生 50m跑指标对比如表 4所示。高一

到高三年级男生 50m 跑成绩均显著高于国常模（p

＜0.01），但差值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倒 U型，到

初三时差异已无统计学意义，而随着年龄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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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高中生的整体水平并呈现快速增长或者下降的

趋势，并保持在稳定的水平阶段，然而 50m跑作为

能够反映人的力量素质，表面在一定程度上，男生

在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素质也在逐步提高，但整

体水平增长趋势并不是特别的明显[1]。

高一到高三年级的女生 50m跑成绩均显著高于

国常模（p＜0.01），但差值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减

小，表明广西高中女生的身体素质普遍在提高，且

女生的成绩远高于国家平均水平，根据前人的研究，

16-19岁的女生仍旧处于发育阶段，骨骼肌也在发育，

而身高和体重对 50m跑也有一定的影响，这与广西

开展的特色体育活动有一定的关系。

表 4高中 50米跑指标与全国指标对比

年级 男生 50米跑（s） 国常模（s） 差值 t P

高一（n=200） 7.49±0.63 7.7 -0.21 -4.622 0.097

高二（n=200） 7.51±0.76 7.6 0.09 -1.740 0.083

高三（n=200） 7.43±0.58 7.7 -0.27 -6.553 0.000**

年龄 女生 50米跑（s） 国常模（s） 差值 t P

高一（n=200） 9.27±0.86 9.7 0.43 -7.141 0.000**

高二（n=200） 9.49±1.10 9.7 -0.21 -2.634 0.009

高三（n=200） 9.28±0.78 9.8 -0.52 -9.327 0.000*

广西高中生1000或800米跑指标对比如表5所示。

高一到高三男生 1000 米跑成绩均显著高于国常模（p

＜0.01），但差值随着年龄的增长，已无统计学意义，

表明广西高中生有较好的耐力，但在高三阶段数值最

好，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高三男生在备考阶段，

部分学校加强了耐力训练。

高一和高二年级女生 800 米跑成绩略低于国常模

（p＜0.01），高三年级女生 800米跑成绩略高于国常

模（p＜0.01），表明高一年级女生可能尚未适应高中

体育训练强度，耐力素质相对较弱；高二、高三阶段

经过训练，耐力有所提升，与全国常模差异缩小[2]。

表 5高中 1000或 800米跑指标与全国指标对比

年级 男生 1000（s） 国常模（s） 差值 t P

高一（n=200） 264.46±50.97 265.7 -1.24 -0.344 0.731

高二（n=200） 260.80±41.68 264.5 -3.70 -1.255 0.211

高三（n=200） 246.40±30.63 263.7 -17.31 -7.991 0.000**

年龄 女生 800米（s） 国常模（s） 差值 t P

高一（n=200） 269.30±44.79 260.7 8.60 2.714 0.007

高二（n=200） 266.43±53.42 261.9 4.53 1.198 0.232

高三（n=200） 259.37±33.25 261.3 -1.94 -0.823 0.411

广西高中生坐位体前屈指标对比如表 6 所示。广

西高中生坐位体前屈成绩无论男女均优于国家平均标

准，且高中所有年级学生的坐位体前屈成绩呈显著性

地高于国常模（p＜0.01），表明广西高中生有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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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韧素质，在测试中体现出优于国家平均成绩的水准，

这可能得益于广西部分学校重视柔韧性、力量性训练，

在体育课程和课外活动中安排了针对性练习，如瑜伽、

力量训练等，有效提升了学生相关身体素质。故在该

地区学生的柔韧素质很好，对于未来提高学生各方面

能力都有了一定的基础[3]。

表 6高中坐位体前屈指标与全国指标对比

年级 男生坐位体前屈（cm） 国常模（cm） 差值 t P

高一（n=200） 12.58±6.53 10.1 2.48 5.367 0.000**

高二（n=200） 14.11±6.55 10.6 3.51 7.586 0.000**

高三（n=200） 14.35±6.63 11.0 3.35 7.149 0.000**

年龄 女生坐位体前屈（cm） 国常模（cm） 差值 t P

高一（n=200） 14.22±6.61 13.2 1.02 2.191 0.030

高二（n=200） 15.95±6.82 13.4 2.55 5.288 0.000**

高三（n=200） 16.30±7.05 13.6 2.70 5.408 0.000**

广西高中生立定跳远指标对比如表 7 所示。无

论是男生还是女生，立定跳远成绩均显著高于国常

模（p＜0.01），这反映出广西高中生在下肢爆发力

和协调性方面表现出色，可能与学校日常体育教学

中注重相关训练内容有关，同时也与学生积极参与

各类体育活动，锻炼了下肢力量和身体协调性密切

相关。

表 7高中立定跳远指标与全国指标对比

年级 男生立定跳远（cm） 国常模（cm） 差值 t P

高一（n=200） 231.50±21.61 219.9 11.60 7.591 0.000**

高二（n=200） 236.96±23.39 224.2 12.76 7.711 0.000**

高三（n=200） 236.61±22.06 225.8 10.81 6.928 0.000**

年龄 女生立定跳远（cm） 国常模（cm） 差值 t P

高一（n=200） 175.27±19.99 166.0 9.27 6.553 0.000**

高二（n=200） 173.53±19.62 166.5 7.03 5.064 0.000**

高三（n=200） 178.12±16.34 166.2 11.92 10.318 0.000**

广西高中生引体向上或一分钟仰卧起坐指标对

比如表 8 所示。广西高中男生引体向上成绩均显著

高于国常模（p＜0.01），高中女生一分钟仰卧起坐

成绩也均显著高于国常模（p＜0.01）。这表明广西

高中生在上肢力量（男生引体向上体现）和腰腹力

量（女生一分钟仰卧起坐体现）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这与学校开展的多样化体育活动以及学生自身的锻

炼密不可分，多样化的体育活动为学生提供了锻炼

不同部位力量的机会[4]。

表 8高中引体向上或一分钟仰卧起坐指标与全国指标对比

年级 男生引体向上（次） 国常模（次） 差值 t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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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n=200） 7.61±6.35 3.8 3.81 8.488 0.000**

高二（n=200） 8.18±6.30 4.2 3.98 8.939 0.000**

高三（n=200） 9.81±7.46 4.5 5.31 10.063 0.000**

年龄 女生一分钟仰卧起坐（次） 国常模（次） 差值 t P

高一（n=200） 42.63±13.49 31.6 11.03 11.563 0.000**

高二（n=200） 39.98±15.56 31.5 8.48 7.704 0.000**

高三（n=200） 39.75±11.41 30.7 9.05 11.217 0.000**

4.4学生体质综合评级

表 9主要聚焦广西高中男生引体向上和女生一

分钟仰卧起坐的成绩表现，综合反映出学生在这两

项身体素质测试中的情况。从数据来看，广西高中

男生引体向上成绩均显著高于国常模（p＜0.01），

这表明广西男生在上肢力量方面表现突出，成绩优

势明显。上肢力量是人体进行许多日常活动和体育

运动的基础，广西男生在引体向上项目上的出色表

现，体现出他们在这方面的良好身体素质，或许与

学校体育课程中对上肢力量训练的重视，以及学生

积极参与如篮球、攀岩等需要上肢力量的体育活动

有关。

高中女生一分钟仰卧起坐成绩也均显著高于国

常模（p＜0.01），这说明广西女生在腰腹力量方面

具有明显优势。腰腹力量对维持身体平衡、改善体

态以及进行各种运动都至关重要，女生在该项目上

的优异成绩，反映出广西在体育教育过程中，对女

生腰腹力量训练的有效性，也体现了女生在日常锻

炼中对腰腹力量训练的重视，可能是参与了诸如健

身操、瑜伽等锻炼腰腹力量的运动。总体而言，广

西高中生在引体向上（男生）和一分钟仰卧起坐（女

生）这两个体现力量素质的项目上，展现出了超越

全国平均水平的能力，这不仅与学校体育教育和训

练方式密切相关，也与学生自身积极参与体育锻炼、

保持良好的运动习惯紧密相连。然而，力量素质的

提升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未来仍需继续保持和加强

相关训练，以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学生的身体素质，

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5]。

表 9高中生体质综合评级分布

年级
男生

优秀 良好 及格 不及格

高一年级（n=200） 20（10.00%） 67（33.50%） 94（47.00%） 19（9.50%）

高二年级（n=200） 16（8.00%） 52（26.00%） 116（58.00%） 16（8.00%）

高三年级（n=200） 18（9.00%） 48（24.00%） 120（60.00%） 14（7.00%）

年级
女生

优秀 良好 及格 不及格

高一年级（n=200） 14（7.00%） 73（36.50%） 83（41.50%） 30（15.00%）

高二年级（n=200） 10（5.00%） 61（30.50%） 92（46.00%） 37（18.50%）

高三年级（n=200） 2（1.00%） 44（22.00%） 136（68.00%） 1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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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建议

5.1结论

整体水平与全国对比：广西高中生体质健康状

况整体稍低于 2014年全国平均水平，在身体形态、

身体机能和身体素质各方面呈现出不同特点，需要

针对性改进和提升。

身体形态：男女生身高均极显著低于国常模，

主要与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滞后导致营养摄入不足、

高中学习压力大且运动缺乏有关。高三年级学生体

重显著低于国常模，受学习压力、饮食观念影响，

男生运动量减少、女生过度节食，生长发育较缓于

国家体测数据。

身体机能：男生肺活量高二低于国常模，高一、

高三高于国常模；女生肺活量高于国常模，体现了

广西少数民族体育运动对呼吸肌力量的提升作用。

身体素质：50米跑中男女生成绩均高于国常模，

身体素质有所提升；1000米（男生）和 800米（女

生）跑中，男生耐力较好且高三最佳，女生耐力经

训练提升；坐位体前屈、立定跳远、引体向上（男

生）、一分钟仰卧起坐（女生）成绩均显著高于国

常模，反映出较好的柔韧和力量素质，但耐力素质

仍需加强。

5.2建议

学校教育优化：严格落实体育课程标准，开足

开齐体育课，保障学生每天至少一小时的体育锻炼

时间。丰富体育课程内容，融入如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激发学生运动兴趣。针对不同年级、性别学生

的特点，制定个性化体育教学计划，加强对初中阶

段男生的引导，培养积极运动态度和终身锻炼习惯。

定期开展体育健康知识讲座，增强学生健康意识，

让学生了解营养搭配、运动损伤预防等知识。

家庭健康管理：家长为孩子营造健康的家庭生

活环境，保证规律作息，督促孩子按时睡觉、起床。

提供营养均衡的饮食，增加优质蛋白质、钙等营养

物质摄入，避免孩子养成挑食、偏食习惯。鼓励并

陪同孩子参与体育活动，如周末家庭运动时光，增

进亲子关系的同时提高孩子运动积极性。

社会支持强化：政府加大对公共体育设施的投

入，在学校周边、社区内建设更多适合高中生的运

动场所，如小型足球场、篮球场等，并免费或低价

开放。社区组织各类体育活动和竞赛，设置适合高

中生参与的项目，吸引学生参与，营造良好社区运

动氛围。

6 研究局限

本研究在广西高中生体质健康测试成绩分析方

面取得一定成果，但仍存在局限性。样本选取上，

仅来自某二线城市，无法代表广西整体高中生，忽

略了城乡、区域经济差异影响；测试指标有局限，

缺少心理韧性、身体成分分析等关键指标；数据收

集依赖单一测试，易受多种因素干扰；分析时未充

分考虑变量复杂关系，如体育活动与营养对体质的

交互作用；研究方法上缺乏质性研究，难以深入了

解学生体育锻炼体验和态度；时间维度上，采用 2014

年国常模对比，数据时效性差，无法反映当下趋势。

样本局限性：本研究仅选取了广西某二线城市

的 1200名高中生作为研究对象，样本来源相对单一。

广西地域广阔，不同城市、城乡之间在经济发展水

平、生活环境、教育资源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

些差异可能会对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产生显著影响。

该样本无法涵盖广西所有高中生的情况，研究结果

的代表性和推广性受到限制，难以准确反映广西高

中生体质健康的整体状况。

测试指标的局限性：研究主要围绕身高、体重、

肺活量、50米跑等常见的体质健康测试指标展开，

虽能反映学生体质的部分方面，但仍不够全面。例

如，未涉及身体成分分析（如体脂率、肌肉含量等），

无法准确了解学生身体的脂肪和肌肉分布情况，而

这对于评估学生的健康状况和制定个性化的锻炼计

划至关重要。此外，心理健康指标（如心理韧性、

压力应对能力等）在青少年健康中也占据重要地位，

但未纳入研究范围，忽视了心理因素对学生体质健

康的潜在影响。

数据收集的局限性：数据收集主要依赖一次性

的体质健康测试，这种方式存在一定的偶然性。测

试当天学生的身体状态、心理情绪、环境因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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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场地条件等）都可能影响测试结果，导致数

据波动较大，无法准确反映学生的真实体质水平。

而且，仅通过一次测试难以观察到学生体质健康状

况的动态变化，不利于跟踪学生的长期发展情况。

分析方法的局限性：在数据分析过程中，虽然

运用了数理统计方法对比广西高中生与全国常模的

差异，但对各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探讨不足。例如，

体育活动、饮食习惯、生活作息等因素之间可能存

在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学生的体质健康，而研究未

深入剖析这些因素的交互效应。这种简单的对比分

析难以全面揭示影响学生体质健康的深层次原因，

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深度和实用性。

时间维度的局限性：研究采用 2014年国家体育

总局公布的《国民体质监测公报》中的体测数据作

为对比标准（“国常模”），数据的时效性存在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经济发展、生活方式改变、

教育政策调整等因素都会对青少年的体质健康产生

影响。以 2014年的数据为参照，无法准确反映当前

广西高中生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异，也难以把握学

生体质健康状况的发展趋势，可能会使研究结果与

现实情况存在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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