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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体魄强
健是国家繁荣、民族昌盛、社会文明
进步的重要标志。为积极落实党和
国家的“健康中国”战略部署，在教育
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的指导下，
在上海市教委的大力支持下，上海体
育学院重大社科项目研究团队立足
我国本土实情、借鉴国际先进经验，
首创了“环境-行为-效果”三位一体
的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指数测评体
系。2017年10月至11月，在全国
学生体质复核抽测期间，研究团队对
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儿童青少年、体育
教师和家长进行抽样调查，通过对
26余万有效样本数据的综合分析，
完成了“中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指
数评估报告（2017）”。

指数报告采用简明易懂的100分
制表达方式，从健身环境、健身行为、
健身效果三个维度对我国儿童青少
年的体育健身情况进行了综合评估。

报告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育
健身总体指数为60.2分。其中，体育
健身环境指数为74.8分，体育健身
行为指数为40.0分，体育健身效果指
数为80.1分。

从年度数据变化来看，我国儿童
青少年体育健身整体上呈现向好的
趋势。2017年指数总得分（60.2分）
相较2016年（59.3分）略有提升，全
国整体上达到及格水平。其中，健身
环境中各要素得分均有不同幅度的
增长，社区环境的增长幅度最为明
显，增长值达5.5分。健身效果的得
分也在2016年（77.9分）的基础上增
长到80.1分。不过，需要引起注意
的是，健身行为的得分却在2016年
（40.8分）基础上下降了0.8分，其中，
静态行为方式与身体活动水平分别
下降了2.2分和1.6分，学校组织化
的体育锻炼也下降了3.4分。

中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指数评估报告（2017）在沪发布

青少年体育健身“被动”问题突出
昨天下午，中国儿

童青少年体育健身指数
评估报告（2017）在上海
面向社会公开发布。这
是我国首次基于全国样
本数据面向社会公开发
布该指数。报告显示，
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
身总体指数为60.2分，
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在
效果、环境和行为上存
在着较为明显的“倒挂
现象”。其中，体育健身
行为指数为40.0分，比
2016年下降了0.8分，情
况依然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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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报告也显示，我国儿童青少
年体育健身在效果、环境和行为上存
在着较为明显的“倒挂现象”。

报告认为，体育健身环境失衡发
展是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
过程中的重大隐忧。在五个环境要
素上，学校环境得分最高（84.6分），
制度环境（74.6分）、家庭环境（74.7
分）和人际环境（76.7分）得分相当，
社区环境（43.3分）得分最低。总体
来看，学校环境对儿童青少年参与体
育健身的支持力度最大，社区环境的
支持力度亟待加强。

同时，体育健身行为的情况依旧
不容乐观。我国儿童青少年学生日
常体育健身的活动方式（77.8分）较
为丰富完善，但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
水 平（11.4 分）和 静 态 行 为 方 式
（14.8分）的得分仍然处在很低的水
平。而且，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
和静态行为方式的分值随年龄增长
呈递减的趋势十分明显。例如，在身
体活动水平方面，小学生每天保证1
小时中高强度身体活动的得分均值
为17.7分，而初中生降到9.8分，高
中生则降到6.5分。这说明，年级越

高的孩子参加高强度身体活动的时
间越少，学业压力还是一定程度上

“剥夺”了孩子身体活动的时间。
此外，体育健身的“被动”问题

也较为突出。我国儿童青少年体
育健身效果指数得分较好，为80.1
分。不过健身效果中体质健康水
平的得分（小学 93.4 分、初中 88.4
分、高中 89.6 分）明显高于健身意
识的得分（小学 75.1 分、初中 70.3
分、高中 65.3 分）。这说明我国儿
童青少年体育健身参与总体上处
于一种“被动参与”的状态。

综合各项数据分析，报告提出了
多点建议。

第一、尽管2017年指数的总分
在以往的基础上有所增长，但不能忽
视总分增长背后部分学校体育要素
得分下降的不良现象。在很长一段
时期内，学校体育仍是我国儿童青少
年体育健身发展中的关键力量，强化
学校体育对保障儿童青少年基本的
体育参与意义仍然十分重大。

第二、尽管高质量的学校体育
工作是推进青少年体育健身和提升
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重要支撑，但
不是唯一支撑。青少年规律性的体
育健身参与和体质健康水平的持续
向好，需要全社会各方力量的协
力。长远来看，建立政府主导下的
学校、家庭、社会一体化青少年体育
促进机制，是提升青少年体质健康

水平的重要保证。
第三、青少年体育健身效果随着

年级的提高存在着明显的“逆减现
象”，同时，在健身意识、技能与体质健
康水平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倒挂现
象”。这表明，青少年的体育健身参与
仍然处于一种强制性的被动状态。
这种状态下的体质健康水平成果是
很脆弱的。变被动为主动，是包括学
校体育在内的青少年体育工作努力
的方向。

第四、在多年来国家强力的政策
推动下，学校体育在保证学生参与体
育活动的时间方面取得了明显成
绩。但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得分严
重偏低的现实表明，学校体育需要从
学校“有体育活动”向“有效体育活
动”的工作思路转变，即要提升活动
时间中中高强度活动时间的比例。

第五、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对
“初升高”阶段学生的体育健身参与和
体质健康水平都有明显的作用，但这
种作用效益的延续性较短。这说明，

“考试思维”在促进青少年积极参与体
育方面确有价值，但如何通过完善的
制度设计，既淡化“考”的应试痕迹，又
能发挥“考”的持续导向作用，是当前
学校体育考核评价亟待进行专题研究
的课题。

第六、指数测评体系在全国应用
以来，对学校体育乃至青少年体育工
作的推进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但在
部分指标的数据采集方面，科学工具
的应用还有待加强。建议相关部门
启动对指数测评体系升级的支持力
度，在进一步提升评估科学性的同
时，提升我国在青少年体育健身测评
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全国整体达到及格
水平呈现向好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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