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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龄组男女生身高、体重、胸围

指标均继续呈现上升趋势。

根据调研结果，2019年全国6—

22 岁学生体质健康达标优良率为

23.8%，优良率较高的地区为东部经

济发达和沿海地区。各个年龄段中，

初中生上升最为明显。同时，学生身

高、体重、胸围等形态发育指标持续

向好。各年龄组男女生身高、体重、

胸围指标均继续呈现上升趋势。

肺活量显示人的心肺功能，肺

活量大的儿童，身体供氧能力更强。

调研结果显示，近 10 年来，全国学

生肺活量持续增加，初中生增长最

为明显。中小学生柔韧、力量、速

度和耐力等素质总体出现好转，柔

韧素质、力量素质小学生和初中生

改善较其他年龄段明显。中学生速

度素质和耐力素质有所改善。

媒体将这组数据解读为“止跌

回升”，但实际上，各个指标基本

只达到了“止跌”的标准，特别是

大学生，体质改善微乎其微。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

司长王登峰指出，青少年的近视、

肥胖等问题，大学生体质下滑的问

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如

何让一系列重磅政策真正落实，产

生重磅的效果，还需要持续用力。

新一批开始“锻炼”的孩子

从最新的全国数据看，初中生

体质改善比其他年龄段要明显，而

这客观上，要“归功”于中考对体

育成绩的要求。

安徽人小林回忆，十年前他就

读的初中是当地比较好的初中，初

一初二体育课基本就是“自由活动

课”，老师偶尔教一点篮球或者跳

远的技巧。到了初三，老师开始带

着学生“临时抱佛脚”——针对考

试项目进行训练。“大多数同学突

击一下考试成绩还是可以的，少数

身体特别弱的同学，凭一年集训，

还是很难达标。”

上海多年前的情况类似，但自

从体育分数在中考成绩中比重上升，

学校对体育课的重视逐渐提高。一

位上海大学生回忆，初一时体育课

比较轻松，一节课里一大半时间都

是自由活动。但到了初二初三，体

育课上运动强度明显增加。

多年前，体育课得不到重视基

本上是全国范围内的普遍现象。特

别是临近期末，学校里的体育老师

就“被生病”了，网友总结：学校

里身体最不好的就是体育老师。除

了考试前体育课被其他学科挤占，

有的学校干脆使用“阴阳课表”——

给上级检查的课表按照要求排了体

育课，但真正执行的课表上，体育

课消失了。

胖率也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中小学生体质“止跌”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中国

的改革开放逐渐结出经济发展的果

实，城乡居民的荷包开始鼓起来，

计划生育政策下家庭规模缩小，孩

子们得到了比上一代更好的物质生

活条件。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接

下来的20年，人们的生活好起来了，

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却迎来了持续 20

年的下滑。

照理说，营养改善可以帮助青

少年身体成长，但是，青少年普遍

缺少运动以及家长错误健康观念影

响下，孩子们虽然长高了，却变弱了。

近视和肥胖是反映青少年体质

的直观指标。2018 年全国儿童青少

年总近视率为 53.6%；今年 7 月 13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介绍，我国 6-17 岁的儿童青少年

超重肥胖率近 20%，6 岁以下儿童超

重肥胖率超过 10%，6 岁以下儿童超

重肥胖的问题，农村超过了城市。

2018 年上海学生近视检出率高

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从 2005 到 2018

年，上海市中小学生肥胖率逐年上

升，从 11.4% 上升到 18.3%。

数据让人忧心，但稍让人欣慰

的是，最新发布的第八次全国学生

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显示，我国学

生体质健康达标优良率逐渐上升，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接下来的 20 年，人们的生活好

起来了，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却迎来了持续20年的下滑。

下图：上海民立中学

孙宽老师（左二）在

给初中学生上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