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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地区农村苗族初中学生健康体适能及影响因素

李长云 谌晓安 陈景 陈智

摘 要: 目的 了解湘西苗族农村初中生的健康体适能，分析影响因素，为湘西苗族学生健康促进提供参考。方法 随机抽取湘西地区苗族农

村初中学生 958 名，测试其健康体适能( 包括身高、体重、胸围、肺活量、握力、立定跳远和体前屈) ，采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和逻辑分析法分析其

影响因素。结果 ( 1) 随着年龄增长，湘西地区农村苗族初中男生的肺活量、握力和立定跳远显著高于同龄女生( P ＜ 0． 05) ; 14 岁男生的身高、体
重、胸围、15 岁男生的身高均高于同龄女生( P ＞ 0． 05) ; ( 2) 湘西地区农村苗族初中学生的各项健康体适能均显著低于全国同龄人平均水平( P ＜
0． 05) ; ( 3) 男生认为“生活习惯对健康没有影响”者占 18． 4% ，高于女性 8． 8% ( χ2 = 13． 01、P ＜ 0． 05) ;“影响较大者”和“影响非常大”者分别占

9． 8% 和 8． 8% ，均低于女生( χ2 = 4． 367、10． 78，P ＜ 0． 05) ; ( 4) 吃早餐情况、饮食习惯、睡眠情况及课外体育锻炼情况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χ2

= 13． 39、12． 85、8． 12、15． 50，P ＜ 0． 05) 。结论 湘西地区农村苗族初中学生健康体适能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健康意识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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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适能是指在应付日常工作之余，身体又不会感到过度疲劳，还

有余力去享受休闲及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1］，包括健康相关和技能相

关体适能。健康相关体适能是体质研究的重要内容，包括心肺适能、
身体成分、肌肉适能和柔韧性［2］。学生健康体适能不仅直接影响到正

常生长发育与健康，并对其成年后健康产生持续效应［3］。湘西地区地

处湖南西部，位于湘、鄂、桂、黔交界，是我国苗族主要聚居地之一，经

济欠发达，是国家 11 个连片特困地区之一和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

点。本文通过了解湘西地区苗族农村学生的健康体适能状况，分析影

响因素，为提高湘西地区苗族学生的健康水平提供参考依据。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以湖南省湘西地区农村中学 ( 丹青中学、矮寨中学和马颈坳中

学) 为调研学校，采用分层抽样( 初一至初三) 和整群抽样相结合的

方法抽取 13 － 15 岁农村苗族学生 ( 直系三代为苗族，农村户口) 958
名为研究对象。受试者均身体健康，无心、肺、肝、肾等脏器疾病; 无身

体残缺或畸形。
1． 2 研究方法

1． 2． 1 测量法

测试人员经过统一培训后，按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标准》［4］ 测

量身高、体重、胸围、肺活量、握力、立定跳远等。
1． 2． 2 问卷调查法

自制《湘西农村苗族初中学生健康体适能影响因素问卷》，包括

个人基本情况、睡眠、饮食、体力活动以及学生对健康体适能的认知情

况等。经信度和效度检验，符合统计学要求。发放问卷发放 1015 份，

回收 958 份，有效率 94． 38%。
1． 2． 3 数理统计法

用 SPSS17． 0 对原始数据进行录入、审查和处理。计量数据以均

数 ± 标准差表示，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采用单样本 T 检验; 同年龄不

同性别之间的均值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 计数数据以% 表示，比

较用 χ2检验。显著 性 水 平 均 取 a = 0． 05，P ＜ 0． 05 表 明 有 显 著 性

差异。
2． 结果

2． 1 一般情况

958 名学生中，其中男性 408 名、女性 550 名; 13 岁 351 名、14 岁

358 名、15 岁 249 名。

表 1 湘西地区农村苗族初中学生的健康体适能

性别
年龄

( 岁)

身高( cm) 体重( kg) 胸围( cm) 肺活量( ml) 握力( kg) 立定跳远( cm) 坐位体前屈( cm)

湘西 全国 湘西 全国 湘西 全国 湘西 全国 湘西 全国 湘西 全国 湘西 全国

男

13 148． 35 ±8． 18* 161． 4 39． 49 ±7． 65* 52． 0 72． 33 ±6． 22* 77． 3 2147． 80 ±415． 71* 2667． 5 23． 00 ±5． 60* 28． 7 180． 20 ±17． 51 185． 6 2． 60 ±5． 03* 5． 9

14 155． 64 ±6． 40* 166． 5 46． 54 ±8． 56* 56． 2 77． 76 ±6． 69 79． 9 2625． 24 ±421． 69* 3045． 1 28． 50 ±7． 08* 33． 4 181． 80 ±20． 09* 198． 9 3． 48 ±7． 68* 7． 2

15 156． 00 ±7． 45* 169． 8 49． 08 ±12． 71 59． 5 80． 09 ±6． 48 82． 2 2713． 75 ±522． 52* 3369． 0 29． 03 ±7． 80* 37． 4 176． 88 ±9． 78* 212． 2 4． 32 ±8． 47* 9． 1

女

13 147． 48 ±6． 26* 157． 0 40． 62 ±5． 85* 48． 0 72． 39 ±5． 32* 76． 81547． 33 ±379． 51* #2132． 819． 29 ±5． 72* # 22． 2 149． 19 ±14． 85* # 156． 7 5． 28 ±3． 85* # 10． 7

14 149． 70 ±5． 72* #158． 742． 79 ±5． 47* # 50． 4 74． 42 ±5． 64* # 78． 31915． 94 ±398． 69* #2261． 719． 76 ±5． 84* # 23． 6 152． 27 ±8． 23* # 159． 5 6． 95 ±5． 95* # 11． 5

15 151． 05 ±5． 26* #159． 4 47． 43 ±10． 48 51． 6 79． 48 ±8． 48 79． 1 2181． 14 ±370． 37# 2345． 020． 66 ±6． 23* # 24． 4 148． 27 ±11． 61* # 164． 5 7． 48 ±6． 28* # 12． 6

注: 全国平均水平来源于《2014 年国民体质监测公报》。* 表示湘西地区 13 － 15 岁农村苗族学生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 ＜ 0． 05; #表示同年

龄不同性别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 ＜ 0． 05。
2． 2 湘西地区农村苗族初中学生的健康体适能

由表 1 可见，随着年龄增长，湘西地区农村苗族初中学生的身高、
体重、胸围、肺活量、握力、立定跳远和坐位体前屈均逐渐增加; 男生的

肺活量、握力和立定跳远显著高于同龄女生、坐位体前屈低于女生(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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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5) ; 14 岁男生的身高、体重、胸围、15 岁男生的身高均高于同龄

女生( P ＞ 0． 05) ; 湘西地区农村苗族初中学生的各项健康体适能均显

著低于全国同龄人平均水平( P ＜ 0． 05) 。总体来说，湘西地区苗族农

村初中男生的健康体适能优于女生，但均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2． 3 湘西地区农村苗族初中学生的健康体适能的影响因素分析

2． 3． 1 湘西地区农村苗族初中学生的健康意识

对湘西地区苗族农村初中学生进行“生活习惯对你的健康是否

有影响”的调查，表 2 显示，认为“没有影响”者占 12． 9%，“有一点影

响”者占 41． 6% ，二者合计占 54． 5% ; 而认为“影响较大”和“影响非

常大”者仅占 13． 5%。其中男生认为“没有影响”者占 18． 4% ，高于

女性 8． 8% ( χ2 = 13． 01、P ＜ 0． 05) ;“影响较大者”和“影响非常大”者

分别占 9． 8% 和 8． 8% ，均低于女生( χ2 = 4． 367、10． 78，P ＜ 0． 05) 。结

果表明湘西地区苗族农村初中学生的健康意识不容乐观，未充分认识

健康的重要性。
表 2 湘西地区农村苗族初中学生的健康意识

没有影响 有一点影响 有影响 影响较大 影响非常大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男 75 18． 4 172 42． 1 134 32． 9 16 3． 9 11 2． 6

女 48 8． 8 227 41． 2 173 31． 4 54 9． 8 48 8． 8

合计 123 12． 9 399 41． 6 307 32． 0 70 7． 3 59 6． 2

表 3 湘西地区农村苗族初中学生的健康行为

性别 n

吃早餐情况 饮食习惯 睡眠习惯 体育课次数 体育课强度 课外体育锻炼

不吃

早餐

1 ～2
次 /周

3 ～5
次 /周

5 次及

以上 /周
以肉食

为主

以素食

为主

均衡

饮食

坚持早

睡早起

喜欢赖

床贪睡
无规律

1 次

/周
2 次

/周
3 次

/周
稍微出

汗，很轻松

出汗较多，

有点累

出汗很

多，较累

不

参加

1 －2
次 /周

3 次及

以上 /周

男 408 9． 2 14． 5 26． 3 50． 0 14． 5 25． 0 60． 5 67． 1 3． 9 28． 9 9． 2 84． 2 6． 6 26． 3 59． 2 14． 5 26． 3 57． 9 15． 8

女 550 0． 00 12． 7 26． 5 60． 8 1． 0 25． 5 73． 5 47． 1 11． 8 41． 2 5． 9 84． 3 9． 8 17． 6 67． 6 14． 7 50． 0 46． 1 3． 9

χ2 10． 39 12． 85 8． 12 1． 20 2． 02 15． 50

P 0． 02 0． 00 0． 02 0． 55 0． 36 0． 00

2． 3． 2 湘西地区农村苗族初中学生的健康行为

表 3 显示，“不吃早餐”者男生占 9． 2% ，女生无，“每周 5 次以上”
者男生仅占 50． 0% ，女生为 60． 8% ; 饮食习惯比较，“以肉食为主”者

男生占 14． 5% ，女生仅占 1． 0%，“均衡饮食”者男生占 60． 5% ，女生

占 73． 5% ; 睡眠习惯比较，“坚持早睡早起”者男生多于女生，“喜欢赖

床贪睡”和“无规律”者少于女生; 课外体育锻炼比较，“不参加”者男

生较少，而参加体育锻炼者较多。吃早餐情况、饮食习惯、睡眠情况及

课外体育锻炼情况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χ2 = 13． 39、12． 85、8． 12、
15． 50，P ＜ 0． 05) ; 每周参加体育课次数以 2 次为主，强度以中、低强度

为主，无性别差异( χ2 = 1． 20、2． 02，P ＞ 0． 05) 。
3． 分析与讨论

本研究显示湘西地区农村苗族初中男生的肺活量、握力和立定跳

远显著高于同龄女生( P ＜ 0． 05 ) ，男生的健康体适能总体优于女生，

但与全国平均水平［5］相比，存在健康体适能较差、营养不良、发育迟缓

的现象，且健康意识、健康行为不容乐观。究其原因: 一，湘西地区地

处武陵山脉，经济欠发达，是“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 2011 － 2020
年) ”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2014 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 17508
元［6］，农村家庭膳食豆类和动物食品偏少，优质蛋白摄入不足，营养素

的摄入不能满足儿童生长发育的需求。这与谌晓安［8］、黄英［9］、龚正

涛［10］等报道一致。二，与家庭教育有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湘

西地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产生数量庞大的农村留守儿

童［11］，其监护人多为隔代监护，他们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思想较为

传统，缺乏健康知识、信念及行为，如老人常常存在“没饿着”和“只要

能吃就是营养”的错误观念; 观念落后、体力不支以及出于孩子运动

安全问题考虑，课外体育活动非常少 ( 每周 3 次及以上者男生仅占

15． 8% ，女生仅为 3． 9% ) 。三，学校教育有关。湘西地区苗族农村初

中学生认为“生活习惯对你的健康没有影响”者和“有一点影响”者共

占 54． 5% ; 而认为“影响较大”和“影响非常大”者共占 13． 5%;“不吃

早餐”者男生占 9． 2%，“每周 5 次以上”者男生仅占 50． 0% ，女生为

60． 8% ; 课外体育锻炼者较少。应试教育、农村学校体育师资配备不

足和体育场地器材严重缺乏等重要原因，也错过了他们正确健康观念

的形成及养成。
因此，为促进湘西地区苗族初中生的健康体适能，政府应加快农

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村学生物质生活条件; 加大普及健康教育和宣传

力度，提高监护人营养知识水平，给予儿童合理膳食; 加强运动锻炼，

加强学校的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和体育师资配备，提倡家庭体育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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