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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因
缺乏体育锻炼,学业负担过重

河南第七次学生体质健康状况调研结果出炉

96%高中生每天睡不够八小时
近视眼越来越多，超重、肥胖检出率堪忧

“十二五”期间，我省学生体质健康总
体水平有所提高；学生视力不良率持
续增长，达到56.09%；儿童超重、
肥胖检出率堪忧；大学生身体素质水
平持续下降；体育锻炼缺乏，生活方
式不健康，学业负担过重是影响学生
体质健康的主要原因……
省教育厅日前通报2014年河南省
学生体质健康状况调研结果，这是继
1985年我省开始学生体质健康调
研工作以来，开展的第七次全省范围
的大规模学生体质健康综合性、多学
科的调查研究工作。
郑州晚报记者 张竞昳

背景
第七次全省范围调研

这是我省第七次在全省范围内开
展的大规模学生体质健康综合性、多
学科的调查研究工作。共对我省郑州
等10个省辖市96所大中小学51077名
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进行了检测。检
测项目包括身体形态、生理机能、身体
素质、常见病患病状况、内外科检查等
方面；同时对小学四年级以上学生进
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膳食、睡
眠、课外体育锻炼、课业负担等；对初、
高中学生进行了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调查显示，体育锻炼缺乏、生活方
式不健康、学业负担过重是影响学生体
质健康的主要原因。我省 66.8%的中
小学生每天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间不到
1 小时。61.7%的小学生每周没有上
够 3 节体育课，76.7%的初中生每周没
有上够 3 节体育课，17.8%的高中生每
周没有上够两节体育课。

郑州一中曹老师表示，学生体育
锻炼时间较少与学生缺乏锻炼意识、
主动锻炼不足有一定关系，也与现代
休闲娱乐方式和电脑、互联网等现代
信息技术的影响有关。另外，部分学
校体育场地不足，体育设施、设备缺
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体
育活动和锻炼。

目前，一些中小学校仍存在片面追
求升学率，造成学生学业负担过重，升
学压力过大，导致学生学习时间过长，
睡眠严重不足。

每天做家庭作业的时间
小学高年级学生

初中生

高中生

1个小时以内

2个小时以内

68.6%

每天睡眠时间
小学生

初中生

高中生

10小时以上 4.0%
9小时以上 5.2%
8小时以上 3.5%

中小学生耐力素质下降
女生柔韧素质提高

与 2010 年相比，我省中小学生
身体素质各项指标的测试水平有升
有降，下滑趋势有所减缓。

速度素质（50米跑）：整体有所
提高，变化幅度很小。

力量素质：各年龄段学生握力平
均提高0.67~2.35公斤。立定跳远成
绩大多呈下降趋势。

耐力素质（50米×8往返跑、
800米跑、1000米跑）：除小学阶段
农村学生水平有所提高外，其他年龄
段学生呈下降趋势。

柔韧素质（坐位体前屈）：各年龄
组男生整体水平下降，女生除城市
7～12岁外，其他年龄组学生整体水
平均有所提高。

除 22 岁城市男生胸围均值比乡
村男生小 0.4 厘米外，男生其他各年
龄组无论身高、体重、胸围均值均是城
市大于乡村。其中，13、14 岁年龄组
差异较明显，平均身高城市比乡村高
5.0厘米，体重城市比农村重6.7公斤。

除 22 岁城市女生体重均值比乡
村女生小 0.3 公斤外，其他各年龄组
均为城市大于乡村。其中，11 岁年
龄组相差最明显：身高城市平均比乡
村高4.2厘米，胸围城市比乡村大3.3
厘米。

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水平农
村明显低于城市。

身高：7～22岁城乡男、女学生身高
平均差值分别为2.93厘米、2.51厘米。

体重：7～22岁农村男生比城市
男生平均低3.69公斤，农村女生平均
低2.53公斤。

胸围：农村男生比城市男生平
均 小 2.48 厘 米 ，农 村 女 生 平 均 小
1.75厘米。

学生视力不良率持续增长

34.85％

1985年 1995年

39.58％

2000年

40.73%

2005年

50.52%

2010年

53.48%

2014年

56.09%

视力不良率：农村学生涨幅高于城市学生

49.48% 上升3.52个百分点

城市学生 62.72% 上升1.72个百分点

农村学生

超重、肥胖检出率堪忧

在城市学生中，超重检出率达到14.1%，肥胖检出率达到7.8%

7～22岁学生
超重检出率11.9%

肥胖检出率6.1%

超四成中学生存在心理问题

正常者

58.0%
存在不同
程度心理
问题

42%

中学生心理状况

轻度
38.2%

中度
3.7%

重度
0.1%

7～22岁学生
视力不良患病率

城市学生 农村学生 初中学生 高中学生

正常者
60.8%轻度

35.4%

中度及以上
3.8%

与2011年相比，
2014 年河南省
中学生群体心理
健康状况

有一定改善

正常者
55.2%轻度

40.9%

中度及以上
3.9%

正常者
62.7%轻度

33.1%

中度及以上
4.2%

正常者
54.9%轻度

41.5%

中度及以上
3.6%

我省 19～22 岁大学生身体素质
各项测试指标与 2010 年相比，除速
度、男生握力、女生仰卧起坐水平有
所提高外，其他身体素质呈整体下降
趋势。

大学生身体素质下降

王小羽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