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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ystem of physical education entrance examination is put forward in order to enhance stu-
dents’ sports consciousness and develop their physical quality in an all-round way. It is conducive 
to the control of students’ health by the competent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It is also the 
guarantee of developing students’ lifelong physical education thought. It can reflect the overall 
physical condition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rough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hys-
ical education achievements in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Through the methods of documentation, 
comparison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esults of physical education en-
trance examination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compares them with the National Stan-
dards for Physical Health of Students, aiming at the students’ endurance, explosive power, flexibil-
ity, coordination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results. Conclusion: 1) The overall physical per-
formance of students is generally average. More than 80% of the scores of male and female stu-
dents in the skipping rope project can reach the excellent standard. However, in the long-term 
long jump project, the ratio of male to female students is quite different. The excellent rate is low-
er; the girls who set the long jump and skipping scores are better than the boys. In the sitting body 
flexion project, the scores of boys and girls are better. 2) There is a migration phenomenon be-
tween the projects. The practice long-distance running has a negative migration to the standing 
long jump and skipping scores, while the practice skipping has a positive transition to the stand-
ing long jump. Therefore, when carrying out different sports projects,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m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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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体育中考制度的提出是为了增强学生的体育意识，全面发展学生身体素质的一项制度，有利于体育主管

部门掌控学生健康状况，是发展学生终身体育思想的保障，通过中考体育成绩的分布特征能够较为全面

反映初中学生的整体体质状况。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对比法、数理统计等方法对初中学生体育中考成

绩进行分析，并与《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进行对比，针对学生的耐力、爆发力、柔韧性、协调性和

各个成绩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结论：1) 学生的身体素质总体表现一般，在跳绳项目上男女生的成绩

有80%以上能达到优秀标准，但在立定跳远项目中，男女生的优率相差较大，在长跑项目中男女生的优

秀率较低；立定跳远与跳绳成绩女生优于男生，坐位体前屈项目中，男女生的成绩均表现较好。2) 项目

之间有迁移现象存在，练习长跑对立定跳远和跳绳成绩有负迁移，而练习跳绳对立定跳远有正迁移。因

此，开展不同运动项目时，要注意科学合理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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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青少年健康问题越发凸显出来，成为社会的一大研究

热点。尽管国家早在 2007 年 5 月 7 日就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

意见》，明确指出：“增强青少年体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是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事。广大青

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意志坚强、充满活力，是一个民族生命力旺盛的体现，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

志，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方面”[1]。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中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堪忧，为了保障学生

能够达到一定的体质标准要求，各地都将体育纳入中考考核范围[2]。体育素质测试纳入中考考核，可能

会成为一个学生体质健康的指挥棒[3]。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加青少年体质的意见》

文件中声明：“全面组织实施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并逐步加大体育成绩在综合素质评价和中考成绩

中的份量”[4]；自此，体育中考正式纳入中学升学考试的范畴，在全国开展开来。在国家大力提倡的素

质教育背景下，体育中考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不仅可以检验素质教育实施的状况，还可以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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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的身体状况，并能起到督促学生进行体育锻炼，提高身体素质，不断提升体质测试达标率的作用。

通过实行体育中考，主动地使学生进行体育锻炼，在潜意识中使学生认识到不只学习重要，身体锻炼也

很重要的意识；以及使学生形成体育锻炼的观念，充分贯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路线。

虽然体育中考在国家的号召下积极实行了多年，但近期发布的一则国民体质健康报告显示：我国青少年

的身体素质状况仍然处于下滑状态，肥胖率居高不下，近视的学生越来越多，并且近视的年龄也逐年变

小，肺活量缩减等现状[5] [6] [7] [8] [9]。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要想改变这种现状，有必要针对各

个地区的情况进行分析，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才能更好地发展学生身体素质，并提出合理的意见，帮

助学校寻求合理开展体育活动的侧重点，对进一步全面发展学生身体素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文以淄博市为例，并以 4137 名参加中考体育测试的考生为研究对象。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中国知网 CNKI、万方数据、维普数据等学术期刊网，查阅包括体育类核心期刊在内的相关题材

的学术资料，对重点资料进行认真研读，获取相关信息，对本研究的现状有了较为深入了解。 

2.2.2. 访谈法 
对淄博市中考体育考生进行随机面对面的访谈，了解他们平时体育锻炼状况以及为了体育考试所做

出准备的基本情况和切身体会。 

2.2.3. 比较分析法 
通过对淄博市学生体育中考成绩与《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进行对照分析，旨在了解淄博市学生

身体素质状况，分析得出学生身体素质的差异性，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2.2.4. 数理统计法 
对获取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分别用 EXCEL2010 及社会学统计软件 SPSS22.0 进行数据的分析和处理。 

3. 结果与分析 

3.1. 中考体育成绩标准与《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比较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是国家学校教育工作的基础性指导文件和教育质量基本标准，是评价学

生综合素质、评估学校工作和衡量各地教育发展的重要依据，是《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在学校的具体实

施，适用于全日制普通小学、初中、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普通高等学校的学生；该标准把不同年

纪分成不同的组，并确定了每个组的测试项目以及评分标准(表 1，表 2)。该标准具有教育激励，反馈以

及引导锻炼的功能。 
淄博市体育中考考核标准是由淄博市教育局办公室印发并制定考核办法；该标准规定了考核项目有

1000 米/800 米跑，立定体跳远，一分钟仰卧起坐(女)，引体向上(男)，坐位体前区，实心球，跳绳等项目

以及规范姿势，以表 3 和表 4 为其中测试的成绩评价指标。 
由表 1~4 可以看出，淄博市的体育测试标准基本上是符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不同的是在

跳绳方面，淄博市增加了初中体育测试标准，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跳绳标准只处于小学阶段。

由此我们可以研究在中考的压力下学生们的身体素质考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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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Achievement standard of “National Student Physical Health Standard” (Boys) [10] 
表 1.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男生成绩标准[10] 

测试项目 优秀 良好 及格 不及格 

1000 米(秒) 
立定跳远(厘米) 
实心球(米) 

坐位体前屈(厘米) 
引体向上(次) 

<3'50" 
>240 
>9.6 

>17.8 
>13 

<4'05" 
>225 
>8.2 

>13.8 
>11 

< 4'55" 
>185 
>5.3 

>−0.2 
>6 

>5'15" 
<180 

<5 
<−1.4 

<5 

 
Table 2. Achievement standard of “National student Physical Health Standard” (Girls) [10] 
表 2.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女生成绩标准[10] 

测试项目 优秀 良好 及格 不及格 

800 米(秒) 
立定跳远(厘米) 
实心球(米) 

坐位体前屈(厘米) 
引体向上(次) 
仰卧起坐(次) 

<3'39" 
>190 
>7.2 
>20.1 
>13 
>48 

<3'55" 
>176 
>6.9 
>16.7 
>11 
>42 

<4'45" 
>146 
>6 

>3.7 
>6 
>22 

>4'55" 
<141 
<5.8 
<2.9 
<5 
<20 

 
Table 3. Achievement criteria of Zibo sports middle school entrance examination (Boys) 
表 3. 淄博市体育中考成绩标准(男生) 

测试项目 优秀 良好 及格 不及格 

1000 米(秒) 
立定跳远(厘米) 

跳绳(次) 
实心球(米) 

坐位体前屈(厘米) 
引体向上(次) 

<3'50" 
>240 
>140 
>9.6 

>17.8 
>13 

<4'05" 
>225 
>116 
>8.2 

>13.8 
>11 

< 4'55" 
>185 
>64 
>5.3 

>−0.2 
>6 

>5'15" 
<180 
<60 
<5 

<−1.4 
<5 

 
Table 4. Achievement criteria of Zibo sports middle school entrance examination (Girls) 
表 4. 淄博市体育中考成绩标准(女生) 

测试项目 优秀 良好 及格 不及格 

800 米(秒) 
立定跳远(厘米) 

跳绳(次) 
实心球(米) 

坐位体前屈(厘米) 
仰卧起坐(次) 

<3'39" 
>190 
>133 
>7.2 

>20.1 
>48 

<3'55" 
>176 
>109 
>6.9 

>16.7 
>42 

<4'45" 
>146 
>58 
>6 

>3.7 
>22 

>4'55" 
<141 
<54 
<5.8 
<2.9 
<20 

 
Table 5. Achievement of students 
表 5. 学生成绩达标情况 

测试项目 优秀 良好 及格 不及格 

800 米(女) 
1000 米(男) 
立定跳远(女) 
立定跳远(男) 
跳绳(男) 
跳绳(女) 

坐位体前屈(女) 
坐位体前屈(男) 
仰卧起坐(女) 
引体向上(男) 

78.6% 
71.0% 
94.2% 
67.9% 
83.5% 
93.5% 
89.0% 
72.2% 
78.9% 
82.9% 

13.6% 
13.9% 
4.6% 
18.1% 
9.8% 
4.4% 
8.5% 
17.0% 
12.5% 
14.3% 

0.8% 
14.1% 
1.2% 
11.9% 
5.9% 
2.1% 
2.5% 
10.8% 
6.0% 
0.0% 

0.04% 
0.09% 
0.0% 
0.04% 
0.07% 
0.0% 
0.0% 
0.0% 
0.05%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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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5 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出，学生的成绩发挥很好，总体的合格率在 90%以上；总体上女生的达

标情况要比男生的达标情况更好，女生的跳远，跳绳优秀率都在 90%以上；而男生就只有跳绳和引体向

上的优秀率在 80%以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长跑项目对于学生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成绩优秀的女

生在长跑项目中优秀率也只能占到 78.6%，而男生为 71.0%，还有很大部分的男同学徘徊在及格的层次上。

在立定跳远项目上：女生的优秀率高于男生 26.3%，女生大多数达到优秀，男生虽然及格率接近 100%，

但优秀率不高。跳绳方面：可以看出男生女生的优秀率都在 80%以上，达标情况较好。坐位体前屈：男

生、女生成绩也都能 100%合格，优秀率方面，女生 89%，男生 72.2%差距较大。总体上来讲，男生的立

定跳远，长跑项目都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 

3.2. 学生身体素质状况 

上面粗略分析出学生的总体的身体素质，但不能很直观反映出学生们的速度，耐力，爆发力以及柔

韧性，接下来我从耐力、爆发力、柔韧性以及协调性这四个方面来深入研究学生们的身体状况。 
耐力是衡量身体素质的一个重要指标，耐力跑可以反应出呼吸系统，血液循环系统的强度，以及提

高呼吸系统，血液循环系统的功能[11] [12]。通过耐力跑，能使呼吸系统以及血液循环系统技能得到发展，

血氧供应能力，耐力跑还可以锻炼学生们的简易性顽强用于克服困难的意志品质，初中生处于身体发育

的关键时期，耐力跑可以帮助其改善血液循环，增加骨细胞营养物质的供应[13] [14] [15]。下面我们由男

生女生的长跑成绩来研究耐力情况。 
 
Table 6. Results of single sample endurance test 
表 6. 耐力单一样本检定结果 

女检定值 = 3.25 
男检定值 = 3.40 

性别 T Df 显著性(双尾) 平均数(秒) 标准偏差 

女生 7.179 2129 0.000 3.2953 0.29130 

男生 12.825 2008 0.000 3.5240 0.43350 

 

 
Figure 1. Distribution chart of 800 meters achievement for girls 
图 1. 女生 800 米成绩分布图 

时间

人

数

60

40

20

0

6.25
5.50
5.30
5.18
5.10
5.02
4.56
4.51
4.46
4.41
4.36
4.32
4.28
4.24
4.20
4.16
4.12
4.08
4.04
4.00
3.56
3.52
3.48
3.44
3.40
3.36
3.32
3.28
3.24
3.20
3.16
3.12
3.08
3.04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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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Distribution chart of 1000 meters achievement for boys 
图 2. 男生 1000 米成绩分布图 

 
图 1、图 2 表明男生、女生的成绩分布符合正态分布，这也验证了体育标准制定的合理性，在单一

样本检测结果中，我们分别对男生的标准满分成绩以及女生的标准满分成绩进行的单一样本的 T 检验，

从表 6 检测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同样是在各自检定值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男生和女生的总体均值

分别为 3.52 秒和 3.30 秒，标准差分别为 0.29 和 0.43，与其各自的检定值比较，女生相差 0.05 秒，而男

生相差 0.12 秒，我们可以看出男生女生的成绩均值都在测试值以下，相对于各自的标准值，男生要比女

生差的比较大。从标准差方面，我们可以看出男生成绩要比女生的离散程度大很多。在单样本 T 检验测

试结果中男生 sig = 0.00 < 0.05，女生的 sig = 0.00 < 0.05，因此在 0.05 水平上，男女生的耐力与其各自的

检验值之间存在差异性。从均值差值方面讲，男生要比女生的差异性更明显，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在耐力方面，学生的素质普遍较差，女生的耐力素质要比男生好一些，男生的耐力素质还有待提高；在

体育活动中应该多组织一些耐力训练，以促使提高学生耐力素质。 
爆发力主要是反应人在短时间内力量的增量[16]。下面我们通过立定跳远成绩来分析学生的爆发力的

情况： 
图 3、图 4 可以看出男生女生的立定跳远成绩符合正态分布，这也证明了考核标准的合理性，在单

一样本测试结果中，我们分别对男生的标准满分成绩以及女生的标准满分成绩进行的单一样本的 T 检验，

从检测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同样是在各自检定值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女生男生的平均数分别为

206.19 cm、243.53 cm；女生、男生标准差分别 11.27、16.24。从测试结果中我们发现女生的平均数值高

于测试数值，而男生的平均数值低于测试数值，标准差男生也高于女生，这说明男生的爆发力要低于女

生，并且男生的成绩分布离散层都要高于女生。表 7 单样本 T 检验测试结果中男生 sig = 0.00 < 0.05，女

生的 sig = 0.00 < 0.05，因此在 0.05 水平上，男女生的爆发力与其各自的检验值之间存在差异性。从均值

差值方面讲，男生要比女生的差异性更明显，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爆发力方面，淄博市女生的爆

发力较好，而男生的爆发力还有待提高。 

时间

人

数

80

60

40

20

0

5.12
4.55
4.37
4.31
4.26
4.22
4.17
4.13
4.09
4.05
4.01
3.57
3.53
3.49
3.45
3.41
3.37
3.33
3.29
3.25
3.21
3.17
3.13
3.09
3.05
3.01
2.57
2.53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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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Results of single sample explosive force test 
表 7. 爆发力单一样本检定 

女检定值 = 202 
男检定值 = 250 

性别 T Df 显著性(双尾) 平均数(cm) 标准偏差 

女生 6.729 327 0.000 206.19 11.2660 

男生 −13.435 1137 0.000 243.53 16.2352 

 

 
Figure 3. Broken line diagram of standing long jump achievement for girls 
图 3. 女生立定跳远成绩分布折线图 

 

 
Figure 4. Broken line diagram of standing long jump achievement for boys 
图 4. 男生立定跳远成绩分布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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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通过学生的坐位体前屈来分析学生的身体柔韧性： 
 
Table 8. Results of single sample flexibility test 
表 8. 柔韧性单一样本检定 

 女检定值 = 23.5 
男检定值 = 21.6 

性别 T Df 显著性(双尾) 平均数(cm) 标准偏差 

女生 11.581 1118 0.000 24.73 3.5635 

男生 −7.397 757 0.000 20.30 4.8301 

 

 
Figure 5. Broken line diagram of sit and reach achievement for girls 
图 5. 女生坐位体前屈成绩分布图 

 

 
Figure 6. Broken line diagram of sit and reach achievement for boys 
图 6. 男生坐位体前屈成绩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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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图 6 可以看出男生女生的坐位体前屈成绩符合正态分布，在单一样本测试结果中，女生、男

生的平均数分别为 24.74 cm、20.30 cm；女生、男生标准差分别为 3.56、4.83。从测试结果中我们发现，

淄博市学生的柔韧性总体来讲比较不错，但是在标准差中，我们可以看出男生成绩离散程度是相对较大

的，说明男生柔韧性参差不齐。在对男生女生各自的检验值进行单样本 T 检验测试结果中，男生、女生

sig = 0.00 < 0.05，具有显著性差异(见表 8)。因此，我从中得出学生柔韧性相对好，但是会有一些学生柔

韧性相对较差，在平时开展体育活动中应该关注练习。 
图 7、图 8 可以看出男生女生的跳绳成绩符合正态分布，在单一样本 T 测试结果中，女生男生的平

均数分别为 168 个，164 个；女生，男生标准差分别 21.26，28.55。从测试结果中我们发现，淄博市学生

的协调性相对相差，而且男生、女生成绩离散程度都是相对较大的。表 9 单样本 T 检验测试结果显示，

男生、女生 sig = 0.00 < 0.05，具有显著性差异，但是平均差值男生明显大于女生，因此我们可以得出，

淄博市学生的协调性相对来说还是有待提高的，应该注重加强。 

3.3. 中考体育各项目成绩之间的相关性 

对淄博市男女学生分别进行 Pearson 双变量相关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10 所示，女生的 Pearson 系数

为−0.370，男生的 Pearson 系数为−0.415，双尾检验概率值为 Sig. (双侧)接近于 0，小于 0.01，这说明耐

力和爆发力具有相关性，并且男生的负相关性要比女生高，因此在开展运动时时候，对于男生的应该把

两种锻炼项目分开进行训练，以免两个项目互斥，对两个项目的成绩有所影响。 
 
Table 9. Results of single sample coordination test 
表 9. 协调性单一样本检定 

 女检定值 = 172 
男检定值 = 180 

性别 T Df 显著性(双尾) 平均数 标准偏差 

女生 −8.812 2130 0.000 168 21.2595 

男生 −25.763 2009 0.000 164 28.5494 

 

 
Figure 7. Broken line diagram of rope skipping reach achievement for girls 
图 7. 女生跳绳成绩分布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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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Broken line diagram of rope skipping achievement for boys 
图 8. 男生跳绳成绩分布折线图 

 
Table 10.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long-distance running and standing long jump achievement 
表 10. 中学生长跑成绩和立定跳远成绩的相关性分析 

 女生 男生 

Pearson 系数 −0.370** −0.415** 

P 值 0.000 0.000 

样本(n) 2131 2010 

**. P < 0.01。 
 
Table 11.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rope skipping and standing long jump achievement 
表 11. 中学生跳绳成绩和立定跳远成绩的相关性分析 

 女生 男生 

Pearson 系数 0.243** 0.348** 

P 值 0.000 0.000 

样本(n) 328 1138 

**. P < 0.01。 
 

对淄博市男女学生的跳绳和跳远分别进行 Pearson 双变量相关分析，统计结果如表 11 所示，女生的

Pearson 系数为 0.243，男生的 Pearson 系数为 0.384，双尾检验概率值为 Sig. (双侧)接近于 0，小于 0.01，
这说明协调性和爆发力具有正的相关性，男生的正相关性要比女生的高，说明在进行体育活动时，跳绳

运动有助于跳远运动的提高。 
 
Table 1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long-distance running and rope skipping achievement 
表 12. 中学生长跑成绩和跳绳成绩相关性分析 

 女生 男生 

Pearson 系数 −0.042 −0.033 

P 值 0.446 0.265 

样本(n) 328 1138 

跳绳

人

数

50

40

30

20

10

0

222.0
215.0
208.0
203.0
198.0
193.0
188.0
183.0
178.0
173.0
168.0
163.0
158.0
153.0
148.0
143.0
138.0
133.0
128.0
123.0
118.0
113.0
108.0
103.0
97.0
92.0
86.0
78.0
70.0
63.0
45.0
29.0

https://doi.org/10.12677/aps.2019.71004


孟站领，张庆来 
 

 

DOI: 10.12677/aps.2019.71004 45 体育科学进展 
 

对淄博市男女学生长跑和跳远分别进行 Pearson 双变量相关分析，统计如表 12 所示，表 12 统计表明，

女生的 Pearson 系数为−0.042，男生的 Pearson 系数为−0.033，双尾检验概率值为 Sig. (双侧)大于 0.05，
这说明耐力和爆发力的呈负相关性，因此在进行训练时，应该对这两种项目分开进行针对性训练，以增

强学生不同的身体素质。  

4. 结论 

1) 淄博市中考体育成绩与《全国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相比，及格率非常高，但是在对成绩进行单样

本测试时发现，初中生身体素质与优秀标准还有较大差距，在耐力和爆发力以及协调性方面还有待提高，

在柔韧性方面表现良好。通过男女对比分析发现男生的成绩离散性要比女生的离散性大，女生的身体素

质普遍优于男生。  
2) 在身体素质方面，男生的立定跳远与跳绳相比于女生来说普遍偏差，男生的成绩离散性高于女生，

说明男生的耐力、爆发力、协调性素质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坐位体前屈项目中，男生女生的成绩均表现

较好。 
3) 项目之间有迁移现象存在，练习长跑对立定跳远和跳绳成绩有负迁移，而练习跳绳对立定跳远有

正迁移。因此，开展不同运动项目时，要注意科学合理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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