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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体质弱势学生增长及其与相关教育法规政策的关系，结果发现体质弱势学生的增长有着遗

传、环境、教育及法规政策等方面的原因；体型肥胖、瘦弱学生的增加是主要趋势之一，由此而引发的教育不公

现象凸现。为此，提出取消免修体育课和把《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成绩作为学生毕业、学位授予的必要 条

件的规定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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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uthors studie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increment of constitutionally disadvantageous students and associated

education legislations and policies，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The reasons for the increment of constitutionally dis-

advantageous students included heredity，environment，education，legislation and policy；the increment of fat and skinny stu-

dents was one of the main trends，thus resulting in unfair education . Based on their findings，the authors offered some sugges-

tions，such as cancel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 exemption，and consider the test score according to the Student Physical

Health Standard as a required condition for student graduation and degree confer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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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教育事业的 改 革 与 发 展 在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建 设 进

程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同 时，也 面 临 着 巨 大 的 挑 战。教 育 规

模与教育质量的矛盾，教育对象与传统的教育模式及现行的

教育政策法规的冲突等问题，正在引起教育及社会各界人士

的广泛关注。本文试 图 从 学 校 学 生 体 质 健 康 状 况 的 变 化 特

点及发展趋势出发，来探讨体育及其相关的教育政策与法规

问题，为学校体育工 作 的 健 康 发 展、协 调 学 校 教 育 以 及 促 进

相关教育政策与法规的完善提供参考。

1 学校体质弱势学生数量的增长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日益

提高，而广大青少年儿童的体质健康状况却是令人担忧。国

家 教育部关于 2004 年全国 7 ～ 22 岁城乡 182 964 名男女学生

体质健康监测结果的公告再次提出了警示：与 2002 年 相 比，

反映爆发力、力量等素质的 体 能 指 标 继 续 呈 下 降 趋 势，如 19

～ 22 岁女生立 定 跳 远 平 均 下 降 5 . 5 cm；反 映 肺 功 能 的 肺 活

量，7 ～ 12 岁男女学生的平均值比 2002 年分别下降了 38 mL
和 44 mL；60%左右的年龄组超重及肥胖检出率有所上升，其

中 10 ～ 12 岁 城 市 男 生 平 均 上 升 了 1 . 17 个 百 分 点，达 15 .

97%；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仍然居高不下，7 ～ 12 岁小学生视

力不良 检 出 率 分 别 为 32 . 5%，初 中 生 为 59 . 4%，高 中 生 为

77 .3%，大 学 生 为 80 . 0%［1］。 研 究 资 料 表 明，自 1985 年 以

来，我国学生体质健康状况连续 10 余年呈下降趋势，青少年

学生体质的“硬件”水 平 即 体 能 素 质 下 降、心 肺 功 能 下 降、近

视率居高不 下、肥 胖 青 少 年 儿 童 大 幅 增 加［2］。 以 上 数 据 表

明，当前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学校体质弱势学生的

增长给当今的学校体育带来了新的挑战。

1 .1 体质弱势群体的概念

社会学与社会工作 研 究 中 的 弱 势 群 体 主 要 是 指 由 于 自

然、经济、社会和文化 方 面 的 低 下 状 态 而 难 以 像 正 常 人 那 样

去化解社会问题的 压 力，导 致 其 陷 入 困 境、处 于 不 利 社 会 地

位的人群或阶层［3］。本 文 所 指 的 体 质 弱 势 群 体（学 生）与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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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根据当前学生身体发育及基本运动能力发展特点，为

了便于开展研究和教学活动，将学生体质分为体质正常型和

体质异常型。体质正 常 型 是 指 能 够 较 好 完 成 现 行 课 程 标 准

所规定的教学任务并达到预期教学目标的学生；体质异常型

是指不能够较好完成 现 行 课 程 标 准 所 规 定 的 教 学 任 务 并 达

到预期教学目标的 学 生。后 者 通 常 是 指 体 型 过 度 肥 胖 或 瘦

弱，以及病、残障的人 群（学 生），本 文 将 其 定 义 为“体 质 弱 势

群体（学生）”。

本文所指体质弱势 群 体 的 界 定 包 含 一 个 充 分 条 件 和 两

个标准：充分条件是身体患有不适宜参加剧烈体育运动的疾

病或身体有残障的人群；标准一是《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

得分≤59 分的人群（学生）；标准二是体重指数（BMI）测 试 结

果在以下范围的人群（学生）：BMI < 20（偏 瘦），或 BMI≥26 . 5
（肥胖）［4］。达到以上 充 分 条 件 或 两 个 基 本 标 准 的 学 生 群 体

基本可被确定为“体质弱势群体”。考虑到个体差异性，把身

体素质过差者也列 入“体 质 弱 势 群 体”范 围。随 着 我 国 高 考

政策的放宽，一些大龄（30 岁以上）、少年（18 岁以下）以及 已

婚等特殊人群也有可能被纳入体质弱势群体（学生）行列。

1 .2 学校体质弱势学生增长的原因

导致学生体质健康状况持续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

仅有着重要的教育问题，尤其是健康卫生教育的问题和体育

的问题，而且还有着复杂的社会问题［5］。

体质是指人体的质量，是在遗传性和获得性基础上表现

出来人体形态结构、生 理 功 能 和 心 理 因 素 综 合 的、相 对 稳 定

的特征。包括：（1）身 体 的 发 育 水 平、（2）身 体 的 功 能 水 平、

（3）身体素质及运动 能 力、（4）心 理 发 育 水 平、（5）适 应 能 力、

（6）对 疾 病 和 其 他 有 碍 健 康 的 不 良 应 激 源 的 抵 抗 能 力

等［6］318。健康是指人 们 对 自 身 或 他 人 健 康 状 况 判 定 的 总 的

看法和观点。健康包 括 躯 体 健 康、心 理 健 康、社 会 行 为 健 康

和道德健康等 4 个方面，形成由低到高的层次结 构［6］143。体

质是健康的物质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而构成体质 5 个范畴

或要素的前 3 个方 面 是 核 心 要 素，起 决 定 作 用。因 此，研 究

导致学生体质健康状况持续下降的原因，遗传与优生问题和

后天的生活质量问题同样重要而不容忽视。

（1）遗传因素。所谓遗传是指亲代的特征通过遗传物质

传递给后代的过程，是人的先天的解剖生理特点。人体的遗

传性状是身心发展 的 前 提，只 对 体 质 的 发 展 提 供 可 能 性，而

体质 强 弱 的 现 实 性 则 有 赖 于 后 天 环 境、营 养 和 身 体 锻

炼［6］382。新中国 成 立 以 来，国 家 先 后 制 定 和 实 施 了 计 划 生

育、优生优育等政策，同 时 先 进 的 医 疗 科 学 技 术 广 泛 地 服 务

于人口健康，使大量 的 遗 传 性 疾 病 得 到 有 效 的 控 制，人 均 寿

命不断提高，青少年的平均身高不断增长。因此，我们认为，

单是从人类物种遗传的角度上看，亲代留给子代的基因应当

是健康的、进步的，一 些 生 物 性 状 的 后 天 显 现（实 际 的）与 遗

传基因的表达（本应当表现的）发生了较大的偏离，如受环境

因素干扰较大的肥 胖、瘦 弱 等 疾 症，应 当 主 要 归 因 于 遗 传 因

素以外的社会及自然环境因素。

（2）自然环境 因 素。随 着 社 会 经 济 的 发 展，尤 其 是 像 我

们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向工业产业化发展的过程中，在取得可

喜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付出了的代价。环境污染问题一直

是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而由此而带来

的包括人类在内的生 物 物 种 的 裂 变 正 在 引 起 国 家 和 社 会 各

界人士的广泛关注。由 工 业 污 染 而 导 致 社 会 自 然 环 境 的 变

化，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人类遗传因素的裂变已得到科学的证

实，但大规模地导致 人 类 物 种 的“退 化”还 没 有 权 威 报 道，但

至少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环境污染正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

存空间和生命质量。

（3）社会环境因素。社会环境是由人类创造并由其维持

的生存空间，人类创 造 了 引 以 自 豪 的 文 明，同 时 也 在 为 之 而

付出生命的代价。1）科 技 进 步 带 来 了 人 类 的“懒 惰”。如 快

捷的通讯、发达的交 通、机 械 化 的 操 作 程 序 及 现 代 化 的 网 络

技术等科技革命把人 们 从 繁 重 的 体 力 劳 动 时 代 推 向 休 闲 工

作时代。从客观上讲，现 代 化 的 工 作 方 式，也 残 酷 地“覆 盖”

了人体某些生物功 能。2）悠 闲 的 生 活 方 式 遏 制 了 人 类 优 秀

遗传性状的正常表达，而助长了人们安逸环境下的“裂向”适

应。如工作时间的减 少、闲 暇 时 间 的 增 多、休 闲 娱 乐 不 当 方

式挤占了人们必要的户外体育活动，导致了人体某些生物功

能的“退化”，而 变 得 娇 生 惯 养，不 堪 经 受 自 然 界 的“洗 礼”。

3）过剩的营养改善 了 人 们 的 身 体 形 态 结 构，又 使 人 们“不 堪

重负”。高蛋白、高脂肪、高 糖 等 高 热 量 食 物 的 大 量 摄 入，相

对的能量消耗严重不足而导致后天性肥胖，已经被当今医学

界确诊为疾病；青少年千奇百怪的偏食和盲目减肥而导致的

瘦弱严重影响了后天的发育。

（4）教育因素。1）家 庭 教 育。在 社 会 高 度 发 展、人 才 竞

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家长们只是关注眼前孩子学习成绩的好

坏，而对其体 质 健 康 的 不 够 重 视。 在 休 息 的 时 间 和 节 假 日

里，越来越多的孩子 被“强 行”送 到 一 个 又 一 个 的 学 习 班、兴

趣班进行“镀金打 造”，他 们 没 有 时 间 去 锻 炼 身 体，哪 怕 只 是

玩耍。这种现象更是凸显了我国现代家庭教育的基本特征。

这是我国家庭在现 行 应 试 教 育 制 度 下 的 无 奈 选 择。2）学 校

教育与体育。德、智、体 是 构 成 我 国 教 育 方 针 的 基 本 内 容。

长期以来，学校体育工作在培养社会主义合格接班人的教育

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在巨大的小中学的升学和

高考的竞争压力下，体 育 课 几 乎 成 了 摆 设，不 少 城 市 学 校 的

体育课过于花哨，而不少农村学校取消了体育课［7］。日益扩

大的学生规模与相对短缺的体育师资和设施，也在一定程度

上导致体育课程教 学 质 量 的 滑 坡。《体 育 与 健 康》课 程 标 准

实验推广几年来，进一步强化了广大体育教育工作者们树立

“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的意识，但在发展学生体质等方面作用

并不明显。体育在我国教育改革，尤其是在升学和招生规模

膨胀等因素的大环 境 下，其 在 发 展 体 质、增 进 健 康 等 的 作 用

大大削弱。因此，学生体质健康状况持续下降具有一定的必

然性。

（5）国家法 规 和 政 策 因 素。 国 家 教 育 部 在 2001 年 普 通

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作出规定，取消“未婚，年龄一般不超过

25 周岁”的 限 制，报 考 普 通 高 校 年 龄、婚 否 不 限［8］。国 务 院

1994 年 8 月 23 日颁布的《残疾人教育条例》第二十九条明文

规定：“普通高级中 等 学 校、高 等 院 校、成 人 教 育 机 构 必 须 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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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符合国家规定录取标准的残疾考生入学，不得因其残疾而

拒绝招收。”［9］国家相关法规和教育政策的制订与调整，使得

身体发育、发展相对于同龄人处于劣势，但智力正常、生活能

够自理的优秀青年有了继续深造的机会，体现了我国政府对

残疾群体的人文关怀。近年来，残疾学生开始广泛出现在普

通高等院校的校园里，享受着均等的教育权利。

综上所述，导致学校体质弱势学生日益膨胀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复杂的。但无论如何，该类学生人数的增加，将会诱

发诸多教育和社会问题，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步伐，阻碍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

1 .3 学校体质弱势学生增长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1）超重、肥胖者是主流。近年来，超重和肥胖学生数不

断增加。2002 年监测结果显示：7 ～ 18 岁城市男生从 1995 年

的 3 .98%上升到 2000 年 的 8 . 86% 和 2002 年 的 11 . 50%，城

市女生从 1995 年 的 3 . 46% 上 升 到 2000 年 的 5 . 60% 和 2002
年的 7 .74%［10］。综合 2004 年 的 学 生 体 质 监 测 数 据 估 算，在

普通 中 小 学 校，超 重 及 肥 胖 学 生 人 数 较 多，其 中 小 学 15%，

中学 14%；普通高 校 在 经 过 以 智 力 为 主 的 考 试 和 部 分 专 业

受限后，人数相对较少，大 约 10%。超 重 及 肥 胖 学 生 是 体 质

弱势群体的主体，目前，约占体质弱势群体总人数的 60%。

（2）残障、疾病者 不 断 增 加。在 国 家 相 关 法 规 及 教 育 政

策指导下，残 疾 人 和 患 有 某 些 慢 性 疾 病 者 陆 续 进 入 学 校 学

习，近年来，有增加的 趋 势。该 类 学 生 人 数 估 计 占 录 取 人 数

的 1%左右［11］。

（3）大龄及已婚育学生的介入。由于国家高考政策及相

关的高校管 理 条 例 的 放 宽，不 但 已 婚 公 民 可 以 参 加 统 一 高

考，而且，达到结婚登 记 年 龄 的 在 校 大 学 生 也 可 结 婚。大 龄

及已婚育学生在不 断 增 加，尽 管 他 们 在 体 质、发 育 等 方 面 可

能是健康的，但相对 于 同 一 教 育 目 标 层 次（主 要 是 指 以 智 力

为主的教育目标）的其他 正 常 的 学 生 群 体（18 ～ 22 岁），体 质

会处于劣势，因此，可 能 会 归 于 体 质 弱 势 群 体 进 行 教 学。这

也是当今高等体育改革与发展所面临的新问题。

2 体质弱势群体与部分教育法规政策的冲突

体质弱势学生的增加给当前学校教育带来了新的难题，

也与当前部分教育法规及政策产生了冲突，在较大程度上困

扰着学校教育和管理工作的正常运行。

2 .1 学生入学、升学及毕业考试的不公平问题

国家关于《学校体 育 工 作 条 例》第 九 条 规 定：“体 育 课 是

学生毕业、升学考试 科 目。学 生 因 病、残 免 修 体 育 课 或 者 免

除体育课考试的，必须持医院证明［12］。”教育部关于《初 中 毕

业生升学体 育 考 试 工 作 实 施 方 案》第 八 条 免 考 与 缓 考 的 规

定：“对丧失运动能力的残疾学生和有伤病的学生，各地要制

定相应的免考、缓考 规 定。其 中，对 确 实 丧 失 了 运 动 能 力 的

残疾免考体育的学生，按满分计入升学考试总分。其它免考

体育的 学 生，按 总 分 的 60% 的 分 数 计 入 学 生 升 学 考 试 总

分［13］。”《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第 五 条

规定：“普通高等 学 校 的 一、二 年 级 必 须 开 设 体 育 课 程（4 个

学期共计 144 学 时）。修 满 规 定 学 分、达 到 基 本 要 求 是 学 生

毕业、获得学位的必要条件之一［14］。”

以上法规性文件或 规 章 明 确 规 定 了 体 育 课 程 在 学 校 教

育中的重要地位；同 时，也 对 身 患 残 疾 或 疾 病 的 学 生 给 予 了

相应的照顾，在一定 程 度 上 体 现 了 以 人 为 本 的 教 育 理 念，但

也因此而导 致 了 新 的 矛 盾。首 先，对 于 残 疾 和 疾 病 学 生 来

说，一旦获准了免修 体 育 课 程 或 考 试 的 申 请，也 就 意 味 着 拿

到了在“德、智、体”教 育 指 导 方 针 下 关 于“体 已 经 合 格”且 长

期有效的通行证，这对每一个学生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体

育课程的学 业 成 绩 跟 升 学、毕 业、甚 至 学 位 获 得 直 接 挂 钩。

其次，这一通行证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他们继续参加体育锻

炼、改善体质状况、增进身体健康、获得体育相关知识的学习

动力；而在另一方面，却 给 体 质 处 于 劣 势 条 件 下 的 非 残 疾 或

患疾病学生带来很大的课程压力和学习负担。像肥胖、瘦弱

以及大龄、婚育学生 都 是 直 接 的 受 害 者。因 为，他 们 没 有 申

请免修或免考体育课的法规依据。

《全国普通高等学 校 体 育 课 程 教 学 指 导 纲 要》第 十 条 规

定：“对部分身体异 常 和 病、残、弱 及 个 别 高 龄 等 特 殊 群 体 的

学生，开设 以 康 复、保 健 为 主 的 体 育 课 程［14］。”该 规 定 又 与

《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第 九 条 关 于 残 疾 和 患 病 学 生 可 以 免 修

或免考体育课的规定相矛盾。

我们认为：体育和竞 技 不 是 同 一 概 念，体 育 课 程 教 学 也

从来没有把竞技运动作为执教的唯一内容和手段，只是部分

体育教学工作不恰当地强调了竞技体育教学的内容，或是其

他不同学科教育工作者和教育管理者们的误解或曲解，导致

了对体育课程教学的狭隘认识。而事实上，在高校被批准免

修体育课程的例子是不多见的。免修体育课程意义不大，但

要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研究和制定不同的课程目标是必要

的。这一点是当前体育课程教学改革的薄弱环节。

2 .2 学生在校期间所享受的其他教育权利不公问题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试行方案）实施办法》第三条规定：

“学生达到《标准》良好等级以上者，方可评为三好学生、获奖

学金（高等学校）；达到优秀者，方可获学分（高等学校或实验

新课程标准的学校）。学 生 毕 业 时《标 准》成 绩 达 到 60 分 为

及格，准予毕 业；《标 准》成 绩 不 及 格 者，高 等 学 校 按 肄 业 处

理［15］。”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试行方案）》及《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试行方案）实施办法》是《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学生体质健康 的 个 体 评 价 标 准，也 是 学 生 毕 业 的 基 本

条件之一，在学校教育及体育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普

通大、中、小学校 从 2002 年 开 始 陆 续 推 广 施 行《学 生 体 质 健

康标准》至今已近 4 年，在学校体育工作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但由此而引发的教育不公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正在引起教育

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如一些品学兼优的学生（非残

疾、患病学生），由于《标准》成绩未达到相应的要求而与奖学

金无缘或降低等级，无 法 获 得 增 加 学 分 的 奖 励，有 的 甚 至 因

此而未能取得毕业 证 或 学 位 证（对 部 分 高 校 学 生 毕 业、授 予

学士学位情况的调查，发现大约有 5% 左 右 的 学 生 是 因 为 体

育课成绩或《标准》成 绩 未 达 到 相 关 规 定 而 不 能 毕 业 或 不 能

获得学士学位，而 这 部 分 学 生 中 80% 以 上 是 体 质 肥 胖 或 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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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对于残疾、病 弱 学 生 要 想 获 得“三 好 学 生”等 相 应 的

荣誉几乎是不可能 的。学 生 和 家 长 对 国 家 的 该 项 规 定 表 现

出极大的不满，甚至是怨言。

总之，在由礼俗社会向法治社会、法理社会发展的时期，

最大程度地满足公民 基 本 的 包 括 教 育 权 利 在 内 的 各 项 权 利

是其基本特征。因此，我 们 认 为，只 有 重 新 审 视 当 今 体 质 弱

势学生的增加给学 校 教 育 带 来 了 的 新 问 题、新 特 征，适 时 调

整和修订相关的法规和政策，才有可能减少和化解产生的矛

盾，以便更好地适应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需要。

3 调整和修订部分教育法规和政策的建议

（1）应当取消《学 校 体 育 工 作 条 例》第 九 条 关 于“学 生 因

病、残免修体育课或 者 免 除 体 育 课 考 试”的 规 定。即 各 类 学

生都必须上体育课，而且要达到课程规定的要求。通过适当

调整课程目标体系，选 择 适 当 的 教 学 内 容 和 手 段，采 用 恰 当

的课程考核方法，是完全能够解决好体质弱势学生的体育教

学问题的。

（2）应当取消《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试行方案）实施办法》

第三条关于：“学生毕业时《标准》成绩不及格者，高等学校按

肄业处理”的规定，但 保 留 第 三 条 中 的 所 有 奖 励 条 款。保 留

第五条规定：“因病 或 残 疾 学 生，可 向 学 校 提 交 免 于 执 行《标

准》的申请。”这样一 来，可 以 继 续 发 挥《学 生 体 质 健 康 标 准》

的激励作用，同时，少 了 由 于 执 行《标 准》而 带 来 的 一 些 不 公

平因素。

（3）明确学校体育 课 程 学 习 和 实 施《学 生 体 质 健 康 标 准

（试行方案）》的关系及其地位和作用。体育课程是与学校实

施人才培养 计 划 中 其 它 学 科 课 程（在 高 校 属 于 公 共 必 修 课

程）一样，具 有 共 同 的 属 性 特 征，其 考 试 以 课 程 学 习 效 果 为

主，兼顾平时的出勤、课 外 活 动 情 况 等 因 素。而 后 者 是 贯 彻

《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贯彻落

实《学校体育工作》法规文件精神的重要内容，但不是体育课

程的内容。因 此，建 议，体 育 课 程 是 学 生 毕 业、升 学 考 试 科

目，高等院校学生授予学士学位的必要条件；《国家体育锻炼

标准》成绩不再作为学生毕业、获得学士学位的必要条件。

（4）补充和完善现有体育课程方案中关于课程目标规定

的内容，体现不同教 育 对 象 特 点 的 层 次 性，即 建 立 更 加 完 善

的学校体育课程目标体系，以适应体育改革与发展的实际需

求，既要体现以人为本，又要讲究科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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