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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oliosis has become one of the prominent problems that affect students’ physical health.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chanism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coliosis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hool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logical analysis, and puts forward 
the preventive measures to help students correct their body posture, develop healthy behavior 
habits, and finally achieve the purpose of strengthening the body and promoting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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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生体质健康一直备受关注，脊柱侧弯已经成为影响学生体质健康的突出问题之一。本文运用文献资料

法和逻辑分析法从学校角度对小学生脊柱侧弯的产生机理、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提出预防对策以帮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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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矫正身体姿势，养成健康行为习惯，最终达到强体促强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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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为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我国政府提出了健康校园重大举措，切实加强学校体育工作，认真落实

学校体育的活动，引导学生热爱体育，积极主动参与体育有关的运动[1]。《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更是充

分体现了强体促强国，体育担当着培养身心健康年青新一代的重任。强体，增强身体素质，提高生命质

量，作为人体第二生命线的脊柱[2]，它的健康状况一但出现了问题，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强体，

要从小抓起。生长发育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根据青少年儿童骨骼发育特点及相关调查发现，在 10 岁以

后侧弯患病率明显增高。流行病学研究显示脊柱侧弯中特发性脊柱侧弯约占 80% [3]，在不同程度的脊柱

侧弯中，中国少年儿童发生率高达 20% [4]。尽管我国多次进行了学生体质监测，但是并没有涉及对脊柱

的测量和检查[5]。小学正处于早预防、早干预的良好时机。 

2. 影响因素及危害分析 

2.1. 影响因素 

姿势性的侧弯或驼背是因身体长期处于不正确的姿势而引起的脊柱左右或前后发生的异常弯曲，这

也是小学生中最容易出现的。主要因不正确的学习姿势及站姿引发。 

2.1.1. 不正确的学习姿势 
在社会竞争的无形压力下和秉着“不输在起跑线”的理念以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期望，使

得家长们对小学生的文化课学习情况产生了较高的关注度，也相应有了更高的要求。现在的小学生们在

正常结束学校学习外，还会被家长送去各类辅导机构进行文化课的学习，家庭条件好的也会请家教进行

上门辅导。此外还需在晚上完成学校布置的家庭作业。写字时易出现身体向左或右倾斜、趴在桌上等各

种不正确的习惯姿势，不同坐姿对脊柱造成的压力是不同的。而小学生们只能听从父母的安排，进行早

已严重超出他们能够承受范围的伏案学习时间与负荷[5]。 
小学生们没有形成正确学习姿势的意识，不知道正确的学习姿势是什么样的，也不明白长时间保持

着错误学习姿势会对他们的健康产生极大的危害；家长过多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却忽视了孩子们脊柱的

健康问题，对脊柱知识也不了解。小学生软骨成分较多，水分和有机物质多，无机盐少，骨密质较差，

骨的弹性大而硬度小易变形。在脊柱周边肌肉缺乏锻炼的同时还长时间使用不正确的学习姿势，使得脊

柱两侧肌力不平衡且得不到很好的放松，脊柱抗疲劳能力下降容易出现因疲劳受损，最终形成了恶性循

环，导致脊柱侧弯的发生；学校以及辅导机构的老师不能关注到每一位学生的学习姿势，对其进行督促

与纠正，这些都为小学生们脊柱的健康埋下了潜在的危害[5]。 
此外课桌椅高度也会影响小学生的学习姿势。小学生要在学校中度过六年宝贵时光，身高与年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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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长，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对课桌椅的高度要求是不一样的。学校课桌椅都是统一高度没有变化，而学

生身高却在不断增长，坐姿也在相应变化，课桌椅的高度比例无法完全符合学生身高要求。在不同年龄

阶段坐在相同高度的课座椅会对脊柱产生不同的压力，学生为适应课桌而发生弯腰、歪头、扭曲身体等

不良姿势。 

2.1.2. 缺乏体育锻炼 
我国青少年体质测试结果显示学生体质逐年下降。目前，学校出现一种现象：因为担心学生出事，

体育课中取消长跑项目、对抗性项目改成跳绳、取消春游秋游和社会实践，体育教师也不敢批评学生。

学习成绩依然是大多数学校最重要的教育目标，对学生其他方面的发展不够重视。没有真正做到响应国

家政策中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学生的要求。小学生体育课的设置不合理，不能提高学生的体质健康，

文化课教师甚至为了追求学生的文化学习成绩而占用体育课，硬生生减少了小学生们上体育课的次数和

在学校中进行体育锻炼的机会和时间。 
其次，小学体育课教学理念偏失、教学质量不高、教学单一枯燥，教学内容的选择也不恰当。学校

体育课中学生动作技能的学习和掌握程度是教师的主要关注点，学生身体形态和基本站姿往往被忽视[6]。
体育教案及教学内容中更是没有体现对学生正确身体姿势的培养。另外，体育教师的教学方式由“探究、

合作、自主”变成了“放羊”，使得本应该向小学生传授正确体育与健康的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和培养

终身体育意识的体育课变成了学生自娱自乐的“玩耍课”。学生得不到系统、科学、专门的体育训练，

起不到任何锻炼的意义，小学生们也没有形成锻炼的意识[7]。这就更加减少体育锻炼的时间了。 
体育锻炼时间减少使得学生肌肉力量得不到发展，影响良好身体姿态的形成。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能

够提高脊柱两侧肌肉的稳定性以及韧带的弹性和伸展性，有利于关节、肌肉以及骨骼的匀称与协调发展，

帮助小学生们形成正确的身体姿势。一年级学生刚开始接受正规的体育课，这个阶段应格外注重学生正

确身体姿态，健康脊柱的养成教育。如果缺失这方面的教育，学生存在的脊柱问题就不能得到纠正和预

防，进而影响到后续运动技能的学习效果。年少时合理安排体育锻炼时间，养成良好的运动生活习惯，

将会为我们的身体打好健康的基础[8]。 

2.2. 小学生脊柱侧弯的危害 

青少年时期容易发生脊柱侧弯，不仅影响个体正常成长发育，导致驼背、高低肩、双腿长度不等、

躯干左右不对称、身高降低等问题[5]。由于异常的身体外观还会使学生产生自卑心理，不愿与人交往，

长此以往进一步影响到心理健康，甚至会产生自闭现象。及早发现并且予以矫正，则大大减低了脊柱侧

弯对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带来的伤害。有学者对脊柱侧弯患者心肺功能进行了分析，胸廓形状受脊柱形

状的影响，胸廓形状的改变以及肋间肌的发育异常都会导致肺生长受限，从而影响呼吸功能。另外，脊

柱侧弯也会影响到通气功能，在运动时更容易出现气短的情况。随着年龄的增加，脊柱侧弯所引起的气

道阻力也有不断加重的趋势，肺功能的损害程度不断加深。侧弯不仅对肺功能有影响，很多患者被发现

患有心脏功能异常，严重者的甚至会影响到脊柱手术的安全性[9] [10]青少年脊柱侧弯的危害还包括对心

肺功能的影响、脊旁肌肉组织的变化、脊柱力学机构的破坏、神经的损伤等[11]。所以小学生发生脊柱侧

弯会影响学生身心健康和身体素质的发展，出现运动能力下降、情绪不稳定以及身体各项功能下降等问

题[12]。而正确的身体姿势对脊柱的健康生长可以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13]。 

3. 学校体育应对措施分析 

3.1. 端正思想，加强脊柱健康教育 

学校通过定期的开展脊柱侧弯健康知识教育讲座，广泛宣传脊柱健康教育知识，树立脊柱保健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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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视频、图片、相关工具等加强教师思想的同时也让学生和家长更加直观的认识正确的学习姿态和基

本站姿，了解错误身体姿势对脊柱生长发育的危害，加强脊柱安全教育。在认真学习理论后，指导学生

和家长了解自身身体姿态上的欠缺，以及如何通过有效的体育锻炼来保护脊柱健康。从思想上改变教师

与家长的唯分论和对体育课学习的认识，提高脊柱健康的保护意识，督促学生保持正确的身体姿势。 

3.2. 合理安排学校体育活动，发挥校医作用 

学校体育是向小学生们传授科学的体育运动、卫生保健、健康生活的知识以及运动技能和方法。提

高小学生脊柱健康意识最有效、最基本的途径就是转变学校体育教学理念，将预防脊柱侧弯真正落实到

体育教学环节中去。学校要合理安排体育与健康课程及课外体育活动，保证小学生体育课次数与质量，

不能为了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而限制甚至是取消正常的课间活动和体育活动。应“真枪实弹”促进小学

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也可利用体育课发挥校医作用对学生进行脊柱侧弯筛查，力争早发现，早干预，

早治疗。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增加瑜伽兴趣班、芭蕾形体兴趣班等，通过专业手段干预学生不良身体姿

势。 

3.3. 提高体育教师教学能力 

体育教师要根据小学生生长发育规律认真地完成体育教案的设计、安排好教学内容，使用多样的体

育教学方式，让小学生们在趣味性的体育课堂中对体育锻炼产生浓厚兴趣。让学生开心快乐地进行正确

身体姿势的练习。如在体育课中增加各项身体素质的练习，以发展学生肌肉力量；增加脊柱保健操和其

他有关身体姿态练习，以培养正确身体姿势；对轻度脊柱侧弯的学生通过运动手段进行干预，防止进一

步加深脊柱侧弯度数；做好放松整理活动，缓解脊柱周边肌肉的紧张度。另外还要控制运动负荷，加强

体育课的安全监督。 

3.4. 调整课桌椅，减轻脊柱压力 

长时间使用学校一成不变的课桌椅不利于学生正确身体姿态的养成，在不同年龄阶段坐在相同高度

的课座椅对脊柱产生的压力也是不同的。不当高度的课桌椅会阻碍正确脊柱姿态的形成。根据学生生长

发育的特点，为学生提供符合卫生标准的教学生活环境及与身高配套的课桌椅。另外要求一桌一椅一人，

不能让多个学生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进行学习。例如一个两人座的长桌却安排三人使用。 

4. 结语 

“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14]。学生健康状况不单是关系到个人的成长和家庭的幸福，也

关系到了整个民族人才的培养质量，是不容忽视的。小学生健康脊柱的形成需要学校和家庭的共同作用，

家校合作采取综合有效的预防措施。学校积极开展脊柱安全教育，调整适宜的课桌椅高度；体育教师进

行科学、系统的体育锻炼和运动干预；文化课教师对学生正确身体姿势进行督促；校医负责学生脊柱侧

弯的筛查；家长则负责监督小学生们在家期间的坐、立姿势，增加体育活动的时间[15]。真正将运动的理

念传递给学生，帮助他们养成适合自己的且终身受益的锻炼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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