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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身心健康素质指标体系分析研究

贾秀雯 ,贾 　雄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 :应用三维健康的理论 ,即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能力共同组成大学生健康素质指标体系。通

过用体质监测、问卷调查、文献资料调研和数理统计等方法分别对山西省大学生身心健康各项指标进行调研

并同全国大学生指标作出比较分析 ,旨在改变经济欠发达地区对大学生健康的认识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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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hanxiProvince

JIAXiu 2wen,JIAXiong
(P.E.College,ShanxiUniversity,Taiyuan030006,Shanxi,China )

Abstract:Theindexsystemofcollegestudents ’healthqualityconsistsof3dimensions,namely,physicalhealth,psycho 2
logicalhealthandabilityofsocialadaptation.Withsuchmethodsasmonitoringphysicalconstitution,questionnaire,docu 2
mentaryreviewandstatistics,differentindexesofcollegestudents ’physicalandpsychologicalhealthqualityareresearched

inShanxiandcomparedwiththecollegestudents ’indexesofthewholecountry,inordertoaltertheviewandevaluationof

collegestudents’healthintheeconomicallyunderdevelopedregions.

Keywords : qualityindex;healthindex;physicalandpsychologicalhealth;ShanxiProvince;collegestudents;survey

　　自 2002年 7 月 4 日 ,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颁发了《学生

体质健康标准 (试行方案)》(以下简称《标准》) ,要求从 2002

年新学年开始各省有 2 所高校实施《标准》后至今 ,调研结果

的报道却不多 ;三维健康 (即体质健康 ,心理健康 ,社会健康)

结合系统全面研究的报道更为少见 ,为此 ,我们在 2003 年 9

月至 2004年 9 月对山西省大学生进行测试调研和问卷调查 ,

较完整分析大学生身心健康综合指标 ,为有关决策部门提供

相关资料 ,通过综合评价结果的客观化和定量化 ,得出科学的

研究结果。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 ,抽取复盖我省东、

西、南、北、中的山西大学、临汾师范大学、山西农业大学、华北

工学院、雁北师院 ,长治医学院、吕梁高等专科学校 ,学生 3

000 人 (男生 1555 人 ,女生 1445 人)为样本。

1.2 　研究方法

1.2.1 　测量法 　2003年 9 月至 2004年 5 月随机抽取 3000名

学生构成样本 ,并依据《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要求、方法、仪

器进行身体形态、机能、素质的测试。

1.2.2 　问卷调查法 　1) 2004 年 4 月对我省 12 所高校的 50

名教授 ,采用问卷复试调查的方式 ,请他们提出关于大学生身

心健康 (即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力)评价指标体系与

权重分配的可行性意见 ,两轮问卷调查均发出 50 份 ,收回 50

份 ,收回率 100% 。

2) 2004年 5 月对各校上述抽样的学生发送问卷调查 3

000份 ,第一轮填写精神症状自评量表 (SCL-90 ) 和影响大学

生身心健康的若干因素 ,填表前给被调查者统一的指导语 ,要

求按时独立完成 ,为填写真实 ,保护隐私权 ,问卷采用无记名

方式 ,本文只报告总体测试结果。第二轮发送 2000 份 ,填写

身心健康若干因素影响程度分类表 ,回收 1898 份 ,收回率

94.90% 。第三轮发送 3000 份 ,填写社会健康指标的赞成票

及自我评价等级表 ,回收率 100%, 有效问卷 2990 。

1.2.3 　数量统计法 　生理部分采用常规统计 ,心理部分采用

社会科学统计软件 (Spss10.0)进行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1 　确定三维健康指标 　在对大学生身心评价过程中影响

因素太多 ,为了确定可行性指标及权重 ,本文在二轮递进调查

基础上 ,拟定 20 项因素再返回给专家确认 ,最后对结果相对

集中的各项因子进行定性分析聚类化归 ,得出身体健康 ,心理

健康及社会适应力指标与权重分配评判量表 (表 1) 。

2.2 　山西省大学生体质健康状况指标分析

2.2.1 　身体形态 　表 1 显示山西省大学生身体形态指标男

女身高均高于全国大学生 ,体重低于全国大学生 ,偏豆芽型 ;

考虑与山西生活水平偏低有关。经检验 ,男、女生身高体重指

标 P <0.01 均具有高度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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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学生身心健康指标权重分配

表 1 　山西省大学生与全国大学生身体形态指标对比

性别
测试指标

(单位)

山西省

平均值　标准差

全国

平均值　标准差
P值

男 身高Πcm 171.11 5.78 169.79 6.05 <0 .01

男 体重Πkg 58.8 5.84 59.0 6.55 <0 .01

女 身高Πcm 160.86 5.41 158.63 5.48 <0 .01

女 体重Πkg 49.8 5.28 50.8 5.74 <0 .01

2.2.2 　心肺机能 　肺活量测试反映人体的肺通气功能 ,肺活

量体重指数指标是身体机能动态状况下的客观反映。表 3 显

示男女肺活量指标均低于全国大学生 ,经检验 ,男女生指标 P

<0.05 有显著性差异。

表 2 　山西省大学生与全国大学生呼吸系统机能指标对比

性别
测试指标

(单位)

山西省

平均值　标准差

全国

平均值　标准差
P值

男
肺活量

ΠmL
4 078.95 755.94 4 250.0 587.06 <0 .01

男
肺活量指数
Πml·kg -1 65.65 10.7 67.09 11.09 <0 .01

女
肺活量

ΠmL
2894.5 390.46 2956.0 416.99 <0 .05

女
肺活量指数
ΠmL·kg-1 52.47 9.41 52.90 9.45 <0 .01

2.2.3 　身体素质 　通过表 3 可以看出山西省大学生《标准》

素质部分 (除男生 50m 跑外) 均基本低于全国大学生 ,经检

验 ,男生 50m 　P >0 .05 无显著性差异 ,其余指标 P <0.01 有

高度显著性差异。

表 3 　山西省大学生与全国大学生《标准》身体素质比较

性别
50m跑Πs

山西　全国

立定跳远Πcm

山西　全国

坐位体前屈Πcm

山西　全国

仰卧起坐Π次·min -1

山西　全国

男生 n 1 107 5 676 448 5 676 1 555 5 676

X 7.42 7.42 230.3 236.4 11.2 11.5

S 0.45 0.46 16.52 17.44 7.65 7.58

P > 0.05 < 0.01 < 0.01

女生 n 266 5 656 1 179 5 659 1 445 5 662

X 9.25 9.12 166.7 176.5 26.3 34.3

S 0.62 1.39 16.42 16.47 8.52 10.57

P <0 .01 <0 .01 <0 .01

2.3 　山西省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指标分析

2.3.1 　山西省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与全国大学生对比 　表 5

显示山西省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与全国同龄大学生相比较

好。SCL-90 各项因子 ≥3 分的人数在 6.00% ～17.33% 之

间 ,有 3 项因子超过 10%的划界 ,居前的因子依次为强迫、偏

执和人际关系敏感 ;有占总体 10% 的学生存在中度以上心理

障碍。

表 4 　山西省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与全国大学生对比 　人 %

总例数 3000
SCL-90

山西省大学生

1分
无症状

2分
轻度

3分
中度

4分
重度

5分
极重

山西省
n=3000 大学
生因子≥3分

全国同龄
大学生

(n=3100)

人际关 2010 630 135 120 105 360 32.50
系敏感 67.0 21.00 4.50 4.0 3.50 12.00
抑郁 2370 339 111 90 90 291 22.10

79.00 11.30 3.70 3.00 3.0 9.70
焦虑 2367 345 123 105 60 288 16.20

78.90 11.50 4.10 3.50 2.00 9.60
敌对 2367 344 130 105 54 289 18.50

78.90 11.47 4.33 3.50 1.80 9.63
恐怖 2550 270 71 72 37 180 7.90

85.00 9.00 2.37 2.40 1.23 6.00
偏执 2283 330 180 107 100 387 21.30

76.10 11.00 6.00 3.57 3.33 12.90
躯体化 2375 353 188 49 35 272 12.30

79.17 11.77 6.27 1.63 1.16 9.10
强迫 1800 683 296 105 116 517 35.00

60.00 22.77 9.87 3.50 3.87 17.23
精神症状 2509 293 71 63 64 198 15.20

83.60 9.77 2.37 2.10 2.13 6.60

2.3.2 　山西省大学生性别之间 SCL-90 各项因子分均值比

较 　表 5 显示山西省大学生性别之间没有差别。

表 6 　山西省大学生性别之间 SCL-90 各项因子分均值比较

比较对象 例数
人际
关系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惧 偏执 躯体化
强迫
症状

精神
病性

山西省男
大学生

1 555
1.60
0.93

1.38
0.91

1.40
0.88

1.42
0.86

1.26
0.74

1.49
0.99

1.35
0.81

1.70
0.99

1.27
0.81

山西省女
大学生

1 445
1.51
0.89

1.37
0.87

1.36
0.86

1.32
0.84

1.25
0.70

1.41
0.97

1.33
0.63

1.65
0.95

1.26
0.69

U值 1.41 0.16 0.65 1.67 0.20 1.16 0.39 0.71 0.19

2.3.3 　山西省大学生身心健康的若干因素分析 　1) 从收回

的 3000 份问卷调查中集中反映 ,12 种因素是影响大学生身

心健康的最主要因素。

课程繁重 　家庭贫困 　考试制度 　大学恋爱 ;

疾病传染 　体质下降 　不良习气 　人际关系 ;

就业压力 　昼夜上网 　心理障碍 　营养缺乏。

2) 第二轮问卷要求被调查者把 12 种因素分别按影响程

度进行归类和量化评分 ,有效问卷 1898 份 ,调查结果 :课程繁

重、就业压力、家庭贫困、不良习气共 4 项因素是影响山西大学

生身心健康的最大因素 ,赞成率为 53.8%, 其次是体质下降、考

试制度、心理障碍、昼夜上网 ,赞成率为 30.1%, 营养缺乏、疾病

传染为 10.1%; 大学恋爱和人际关系赞成率为 6% 。

综上所述考虑 ,山西经济虽在发展 ,但在全国仍属落后、

贫穷 ;生源相对纯朴 ,思想相对封闭 ,学习竞争以及人际交往

无其它开放城市同龄学生激烈 ,易有满足感 ,因此 ,相对而言 ,

其心态稳定 ,具有较好的适应能力。另外 ,山西处于经济欠发

达地区 ,40%的大学生仍处于学校日常生活贫困状态 ,调查还

显示 ,不良习气等不同程度地危害着大学生们的身心健康。

2.4 　山西省大学生社会健康( 社会活动能力) 指标状况分析

　探索山西省大学生社会健康、社会适应能力、评价指标如

下 :

1) 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工作和体育活动中表现出杰出

的合作行为

2) 摆正集体活动和个人活动的人际关系

3) 工作和体育活动中尊重和关心他人

4) 尊重与关爱身心障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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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积极参加校内外和社区体育俱乐部、培训班等 ,为社

区体育和健康服务。

6) 识别和抵制社会及体育活动中的不道德行为。

7) 正确处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8) 了解国家有关体育和健康法规 ,关心社会的体育健康

工作。

从回收的第三轮调查问卷中 ,赞同社会健康评价指标票

100% (回收率 100% ) ,要求评价表中 ,同学们在互不干扰无记

名的情况下 ,根据平时情况实事求是为自己评定等级 (优、良、

中、差等)打上记号“∨”,经过汇总 ,并用建立的数学模型评价

统分。统计山西省大学生社会健康指标优者为 20%,50% 良 ,

30%中 ,无差者。社会健康自评指标尚可。是否符合实际 ,我

们将进一步研究。

3 　结论与建议

1) 本文调查结果显示 ,山西省大学生心理健康和社会健

康指标良好 ,但体质健康指标较全国同龄学生差。考虑山西

省是经济欠发达地区 ,生活水平较低 ,教育条件较差 ,营养、教

育及保健水平相对差 ,学生锻炼不足之原因所致。建议高校

改革和调整现行的课程 ,增加体育课时比例 ,重视课外锻炼与

监督指导 ,加强素质方面锻炼 ,提高心肺机能水平。

2) 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各项因子指标是通过仪器检测

完成和通过心理测试量表完成的 ,测试结果是准确可靠的 ;社

会适应能力的测试虽然不能运用仪器 ,但通过量表集体测评 ,

再用模糊数字方法进行描述是可行的。

3) 用三维健康观 (身体、心理、社会) 评价大学生身心健

康 ,能改变过去经济欠发达地区人们对健康的认识仅局限于

躯体是否有病 ,伤残或处于不适应状态 ,应逐渐认识到身体和

心理健康与周围的生存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身心健康

应是表现大学生身体、心理和精神方面以及社会环境相处都

充满自觉良好 ,充满活力的一种人体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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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60 页)女性在 50～54 岁年龄段 ,选择每次锻炼 60min

以上的比例要高于其它年龄段 (男、女分别为 57.4% 和

60% ) ,男性在 50～54 岁 ,女性在 30～34 岁年龄段每次选择锻

炼 30～60min 比例要高于其它年龄段 (男、女分别为 46.7% 和

35.7% ) 。男性在 35～40 岁 ,女性在 25～29 岁年龄段每次锻

炼不足 30min 的比例要高于其它年龄段 (男、女分别为 68.

4% 和 75% ) 。

2.2.4 　每周参加体育锻炼的次数 　调查统计表明 ,成年人在

每周参加体育锻炼的次数上 ,成年人选择每周锻炼 5 次的比

例最多 ,男、女分别占调查人数的 45.2% 和 43.9%, 其次是 1

～2 次 ,男、女选择比例为 32.8% 和 35.1%;3 ～4 次 ,男、女选

择比例分别为 22.0% 和 21.1% (图 3) 。

在不同年龄段中 ,选择每周锻炼 1～2 次 ,男性分布在 35

～39 岁年龄段 ,为 42.1%, 女性分布在 25～29 岁年龄段 ,为

50% 。选择每周锻炼 3～4 次 ,比例最高的分布在 20～24 岁年

龄段 ,男性为 31.9%, 女性为 50% 。选择每周锻炼 5 次以上 ,

男性比例最高的分布在 55～59 岁年龄段 ,为 75%, 女性在 40

～44 岁年龄段 ,为 61.1% 。

美国运动医学学会 (ACSM)推荐 :体质和健康来源于规律

的身体活动和体育锻炼 ,并提出一个“简单锻炼”模式 ,即每周

至少从事 3 次、每次 30 分钟、强度适中的体育锻炼或身体活

动。从这个标准可以看出 ,锡伯族成年人锻炼的时间和频度

上总体偏少。

3 　结论与建议

锡伯族成年人每周参加 1 次以上体育活动的比例 ,男、女

分别为 22.1% 和 16.3% 。锻炼者大多选择传统性或对场地、

技术条件要求不高的健身项目 ,如跑步、球类、健身操、舞蹈

等。体育场馆、公路和街道 ,办公室或居室是成年人体育锻炼

常选的场所。增强体质作为体育锻炼的主要目的 ,得到成年

人的广泛认可。不参加锻炼的主要原因是工作忙、家务忙无

时间或无兴趣。男性参加体育锻炼比例高于女性。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已进入第二期工程 ,应充分利用宣传

媒体将“全民健身”

引向深入 ,重点加大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及农村体育健

身的意义、健身方法和知识的宣传 ,使广大少数民族提高认

识 ,学到知识和锻炼身体的方法。同时应大力发展少数民族

地区的经济 ,为普及群众体育活动提供了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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