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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智能化测试的实施

陆 淳，刘静民，郑丽君，赖柳明，王俊华
            (清华大学体育教研部，北京100084)

摘 要:通过《体质健康标准》智能化侧试工作的组织与实施后发现，测试过程中少数教师对测试意义的

认识还不够深刻;采用智能化浏试，可准确、快捷、高效地获取检测数据与评价结果，减轻录入工作童，减少因

人为因紊而引起的愉入错误;台阶试脸测试滞后其它测试项目;用于采集测试数据的计算机最好放里在学生

不能进入的地方;测试时间最好不要安排在冬季。建议将立定跳远测试移至体育课上由授课教师分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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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telligence test。"Criterion on Health of Constitution"，a few

teachers still could not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tes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telligence test could help us acquire the

data and the assessment. quicldy arxi efficiently, thus reduc吨the burden of data一entry and the errors produced场

human factors. Step test lap behind other tests. Tire computers used to collect data should be positioned out of the students'

二 Winter is not recommended to take tests in. And it is suggested that standing long jumping be tested in PE classes.
Key words: health of constitution; test; students

    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于2002年7月4日印发教体艺

[2002]12号文件，要求“从2004年新学年开始在各级各类学

校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在参观走访北京大学、

首都医科大学、北京育才学校等率先实施《学生体质健康标

准》的试点校后，我校于2003年12月对2003级学生进行为

期2周的测试。现将我们在测试工作中的做法、组织措施、

发现的问题与解决办法进行总结。

1测试对象与方法
1.1 测试对象与时间

    测试对象为清华大学%00级大一本科学生，共计3 327

人;测试时间为2003年12月15一26日。

1.2 测试方法

    (1)测试工作纳人体育课内，任课教师负贵组织学生分

批、分组进行测试。测试指导的人员有体育教研部教师巧

名，体育教研部研究生1名，中体同方技术人员3名，均经过

测试培训。

    (2)测试学生自行完成侧试。侧试前输人自己的学号，

按照侧试指令自行操作，侧试仪器自动完成测试，自动采集

测试数据，并将数据传输到计算机里存储。

1.3 测试仪翻与测试系统软件

    (1)测试仪器。测试仪器为经北京市教委实行资格认

证，由中体同方体育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2000型《学生体质

健康标准》检测全套设备，包括台阶指数测试仪(一带六)4

套，肺活量测试仪3套，身高体重测试仪2套，握力计2套，

立定跳远测试仪2套，计算机及相关设备1套。

    (2)侧试系统软件。采用由中体同方体育科技有限公司

开发的与最新型《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检测全套设备配套的

《体质侧试管理系统》软件，能够实现数据自动采集、数据维
护、数据查询、数据统计、标准评价、打印输出等功能。

1.4 测试项目

    测试项目包括身高、体重、握力、立定跳远、肺活量、台阶

试验共6项。

2 组织措施与测试方案

2.1 组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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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组织保障。体育教研部副主任直接领导，在教学组

长例会上进行测试部署，确定以体育课的方式作为保障，拟

定测试时间，调整体育课教学方案，对2003级全体学生进行

6项指标的测试。

    (2)实施保证。体育教研部精选2名具有博士学位的教

师负责测试的安排与把关工作，同时聘请中体同方技术人员

3名在测试现场负责仪器设备突发事件的处理。

2.2 测试方案

    影响测试人数容量的最直接因素是台阶试验在90 min

内能够完成测试人数的多少。我们使用的是 1带6的台阶

指数测试仪4台，每台测试仪完成1组(6人)测试需要6 min

30 s，加上测试前6名学生输人学号的时间，这样每组测试平

均需要10 min;4台测试仪同时进行测试，可完成24人，1节

90 min的体育课台阶指数测试的最大容量为10组，共计240

人，相当于30人为一个教学班的8个班的容量。

2.3 测试的组织与实施

    (1)测试前在计算机内存储学生的基本信息，包括学号、

姓名、年级、班级、性别、民族、出生日期等内容，这些信息从

教务处直接拷贝，通过《体质测试管理系统》软件中的传输数

据功能转换到管理系统中。

    (2)1节90 min的课分成2个时间段，一个时间段安排4

个教学班参加测试，由任课教师把30名学生分成5个测试

小组，每组6人。第1组开始台阶试验测试，第2组在台阶

旁边等候，第3,4组测身高、体重、肺活量、握力、立定跳远，

第5组在测试走廊外面等候;7 min后，第1组测完台阶试

验，第2组开始测台阶试验，第3组在台阶旁边等候，第1组

测身高体重等5项指标;第5组进人测试走廊进行测试;7

min后，第3组开始测台阶试验，第4组在台阶旁边等候;7

min后，第5组开始测台阶试验，直到全部测试完毕。

    (3)测试学生在进行每一个项目的测试前，须准确输人

自己的学号，如果测试仪的显示屏里显示不是自己的学号，

可以通过取消键删除，直到能够准确输人自己的学号为止，

然后按确认键，测试仪器便会自动对测试对象进行测试。

    (4)在每台测试仪器前只要输人1个学号，测试仪器便

会对测试对象完成1次测试，如果重复多次输人相同的学号

进行测试，测试记录就会不断地被刷新，在计算机里记录下

最新一次的测试成绩。

    (5)测试结束后，技术人员对全部测试数据进行保存，备

份。

3 测试的组织和实施结果反馈与问题探讨

3.1对实施《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意义的认识

    学校已把实施《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测试工作落到实

处，但是宣传的力度不够;对教师而言，过去执行《国家体育

锻炼标准》得心应手，现在突然变成《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从

测试内容到评价标准全都不一样了，而且感觉台阶试验的测

试比较繁琐，同时认为使用的是智能化仪器测试，清华的学

生能力都很强，基本都会按仪器提示的操作指令去执行，所

以在测试过程中表现出责任心不够;对学生而言，由于是刚

  人校不久的大一新生，而且又是第一次大规模的全员测试，

  对什么都比较陌生，摸不着门路，到测试走廊后，检测指标有

  哪些，测试方法是怎么样的还不十分清楚，导致测试过程比

  较慢，造成有些测试项目排队等候的人过于集中。

      解决办法:从学校到领导到全体教师都要加强对《学生

  体质健康标准》的宣传，让学生充分了解《学生体质健康标

  准》测试的意义、内容和测试方法，以便再次进行测试时能加

  J决测试的速度。

3.2 测试方案的实施

    整个测试过程进展比较顺利，在一周半的时间里(每天

3一4 h)完成了对3200多人的大规模集中测试，并能够立刻

  获取测试学生的检测数据和评价结果;不足之处是在制订测

试方案时，我们主要考虑的是每台测试仪器能够容纳的最多

人数，将授课学生按时间段分期分批依次进行，对于每一台

测试仪器没有指定专门的教师负责，所以使得有些任课教师

在学生测试时不知道自己具体该做些什么，因此造成有些测

试仪器无专人管理，少数学生测了又测，重复进行，而有些学

生自行检测有疑问而无人指导，操作不当，测后无结果。

    解决办法:在制订测试方案时，除了安排好测试时间段

与测试班级的调换外，须详细安排每台测试仪器由哪位教师

负责测试，做到每台仪器都有专人看管，这样测试工作一定

会井然有序，加快测试速度。

3.3 测试时间安排

    我们这次测试的时间安排在12月巧一26日，北京这个

时期的气温比较低，测试学生穿戴较多，造成脱下和放置衣

物的诸多不便，同时，由于衣物较重，也造成测试时体重数据

的不真实，误差较大;另一方面，因为学生手太凉(尤其是有

些女生不仅手凉而且指脉跳动很微弱)，造成台阶试验测试

时指脉夹反应不灵敏，有些甚至不能完成指脉的检测，使得

台阶试验检测数据不准的现象时有发生。解决的办法最好

是避开冬季，选择5,6月份或9,10月份进行测试，可有效避

免上述问题的出现。

3.4 测试仪器的Of

    测试过程中像身高/体重、肺活量、握力、立定跳远的测

试都比较快，唯有台阶试验测试用时较多。尽管我们使用4

台1带6的台阶指数测试仪，还是台阶试验测试项目学生排

队等候的人数最多、时间最长，不能与其他测试项目同步完

成。如果能够在现有基础上增加1一2台台阶指数测试仪，

身高/体重计、握力计、肺活量计各增加1套，那么我们对拥

有3 300左右为1个年级的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可在1周

时间内完成。

3.5 测试仪器的管理与维护

    在测试过程中发现，个别已完成测试项目的学生擅自进

人计算机采集系统查询自己的测试成绩，易导致计算机自动

采集系统退出或发生计算机死机现象，影响测试工作的正常

进行;再者，有些测试仪器，像握力计、肺活量计在这次测试

过程中都出现过问题，由于中体同方公司技术人员在现场，

对受损仪器及时给予更换与修理，没有对测试工作产生太大

的影响。所以，为保证测试工作的顺利进行，建议用于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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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计算机一定要放置在外人不能进人的地方;对每一个

测试项目的测试仪器最好能够多购置一套作为备用，以防因

测试仪器问题影响整个测试工作。

3.6 立定跳远测试的商榷

    对立定跳远的测试，我们使用的是由中体同方体育科技

有限公司生产的立定跳远自动检测仪，它的优点是仪器完全

替代人工测试，执行过程对犯规的敏感程度非常高，成绩准

确。不足之处:(1)测试仪器中用于起跳和落地之间的平面

是用硬塑胶材料制成，学生在测试中普遍感觉脚底滑，影响

发力，测试数据与本人过去成绩相比较普遍降低20 - 30 cm;

(2)学生测试前离起跳线过近，起跳前准备动作太多，造成犯

规现象经常出现，有的人连续测量多次均被测试仪器判为犯

规没有成绩，从而不得不再次地进行测试，致使测试的连续

性受到破坏，排队等候的人就越来越多。(3)立定跳远测试

器材摆放占地面积太大;(4)用于3001)多人次测试后的硬塑

胶表面在标有用于判定立定跳远成绩处的刻度标志出现轻

微破损情况，使某些刻度标志变得有点模糊的痕迹。

    清华大学用于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的测试走廊面积有限，

如果把立定跳远测试改为不用立定跳远测试仪测，采用通常

所用的手工测试，由任课教师在课上完成测试，将测试结果

登录到清华大学学生体育课成绩管理软件中，最后把体育课

成绩管理软件中立定跳远成绩的数据转人到《体质测试管理

系统》软件里，最终完成对学生测试钻果的评价。这样做可

以有效地节约经费2万元人民币硬立定跳远测试仪报价

10 040元/台);另一方面，可有效减轻浏试工作的压力，使每

个测试单元能够容纳更多的人，同时也可以碑学生发挥更好
的测试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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