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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16个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状况排名

各区中小学生体质如何
这份报告给出答案

■本报记者 张雯婧 摄影 本报记者 刘欣

此次抽测，小学测试指标为体重指数（BMI）、肺活量、50米跑、坐位体前屈、1分钟跳绳、1分
钟仰卧起坐；初中、高中测试指标为体重指数（BMI）、肺活量、50米跑、坐位体前屈、立定跳远、
引体向上（男）/1分钟仰卧起坐（女）、1000米跑（男）/800米跑（女）。

数据显示，2023年全市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总体优秀率为14.96%，良好率为44.68%，不及
格率为3.05%。全市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总体优良率比2022年上升1.61%，总体向好。扫一扫 看视频

我市从2018年开始对全市中小学生体质
健康状况进行科学抽测。对比历年全市各区
中小学生《标准》总分评定等级情况，我们发
现，蓟州区连续六年排名第一。蓟州区在中小
学生体质健康工作方面有什么独家秘笈？近
日，记者深入蓟州区进行了采访。

走进地处蓟州区西南部的尤古庄镇中心
小学，全校370名小学生全员参与的大课间活
动让人眼前一亮。在修葺一新的操场上，打篮
球、踢足球、跳绳、踢毽子等各具特色的体育活
动有序进行。阳光下，学生们的欢呼声、笑声
连成一片，整个校园活力满满。

在尤古庄镇中心小学，有着一项特殊的“作
业”——体育作业。每天，学生登录相关App，根
据老师布置的体育作业，录制视频，上传打卡。
“通过体育课上学生的完成情况，体育老师会为
其布置有针对性的个性化体育作业。班主任根
据后台数据对本班学生进行评价和反馈。”校长
杜宏伟介绍，App上的体育作业日报告能抽测学
校整体学生的锻炼情况,包括整体完成率、当日
优秀班级和优秀个人，学校会定期对年级、班级
和优秀家长进行评比和奖励。

除了体育作业，尤古庄镇中心小学还为每
一个学生配备了学生体质健康档案，详细记录
学生在每一阶段的情况，“这也是体育教师给
学生开出锻炼‘处方’的依据，便于学生了解自
己的实际情况，从而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练
习，提高锻炼效果。”杜宏伟说。

在档案室，记者随机翻开了一本学生体质
健康档案。这份五年一班学生丁文晰的档案，
详细记录了学生在过去五年里的体质健康状
况。比如，1分钟跳绳数量从入学时的每分钟16
个到二年级的138个再到如今的178个。“文晰，
你该减肥了，晚上可以少吃点儿。”“你很棒！”“文
晰，你的努力换来了巨大的进步！”……老师的
一系列个性化评语，让人倍感亲切。

此外，为了加强对肥胖、轻体重、体质健康测
试不及格等特殊学生的管理，在设计不同作业同
时，学校还为每个学生配备了专门的教师进行包
保跟踪，帮助学生“达标”。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蓟州一中、山倾城小学
和礼明庄小学，发现无论是中学还是小学，学校
都非常重视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
“为什么会如此重视这项工作？”面对记者的

问题，蓟州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花宜春直言：
“我们说学校要坚持立德树人，努力培养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如果没有好身体，又何谈建
设者和接班人？抓体质健康这事，对学生成长来
说，只有益处。”

采访中，他为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2019年
春天，刚刚调任教育局的花宜春被邀请参加蓟州中学
生和香港青少年在黄崖关长城的联谊活动。令他没
有想到的是，在启动仪式现场，不到半小时，就陆续有
学生因体力不支而“倒下”，被老师搀扶离场。“那天，
蓟州一共有30个孩子参加活动，到活动结束时，现场
只剩下15个孩子，其余的都被老师搀扶走了。”直到
今天，花宜春对那个场景依然印象深刻。

可以说，这一幕深深刺痛了花宜春，也刺痛

了活动现场的蓟州教育人。大家都在心里默默地
问：“我们的孩子，到底怎么了？”

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刻不容缓！
随后，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在蓟州区中小

学开展起来。“我们要求各级各类学校首先必须做
到‘两个确保’。一是落实学校责任，严格执行课
程计划，确保学校开足开齐体育课，坚决杜绝其他
学科课程挤占体育课程现象。二是落实课程要
求，强化‘教会、勤练、常赛’模式，确保把学生体质
健康标准融入课堂、融入课间、融入竞赛，在锻炼
中增强学生体质、锤炼坚强意志。”花宜春介绍。

为了提高学生的兴趣，蓟州区定期开展包括
春季中小学运动会、中小学篮球联赛、乒乓球联
赛、三跳比赛和踢毽比赛等丰富多彩的体育赛
事。每项赛事都从基层学校层层发动，一层层开
展，注重普及性和全体学生的参与性。同时，结合
各学校的实际情况，加强体育传统项目和特色项
目建设，构建“一校一品”的体育特色，以品牌特色
带动的形式推动学校体育运动的开展。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体育教师队伍建设。

学校体育运动的开展、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提
升，没有充足的师资是绝对不行的。”花宜春表
示，几年来，蓟州区不断加大体育教师的招聘力
度，2019年以来，共招聘体育教师120人，有效改
变了体育教师不足的现状。“此外，我们与天津
体育学院签订合作协议，每年为体育学院毕业生
提供200个实习岗位，让我们的教师与大学生并
肩工作，互帮互学，学习最前沿的新知识、新技
能。”花宜春说。

多措并举之下，蓟州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状
况得到了有效改善，随之而来的就是学生整体精
神面貌的提升。2023年 10月，蓟州区中小学田
径运动会开幕式上，学生们活力四射、精神抖擞
的样子，赢得了看台上教师、家长们的热烈掌
声。这也让花宜春十分欣慰：“这才是青少年学
生该有的样子！”

今年的抽测结果中，还有一组数据值得关
注——和平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抽测合格率
为97.58%，位列市内六区第一名，全市第四名，
并且比去年排名又上升了一位。

众所周知，场地紧张一直是和平区不少中
小学面临的实际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是
如何利用有限的体育场地开展体育活动？又
是如何做好学生体质健康工作的？

3月14日上午，记者在大课间时间段走进
天津市汉阳道中学。不大的操场上，八年级学
生站在中间整齐地做着素质操，九年级学生在
外圈跑步。阳光下，不少人的额头上都渗出了
汗珠。

据了解，学校运动场地2000余平方米，跑
道不足150米，全校学生人数高达944人。校长
刘建新告诉记者，因为受到场地限制，学校阳
光体育活动按年级分为室内和室外。“七、八年
级学生双周轮换；九年级学生每天必须保证上
下午全部出操，100%覆盖。结合场地的特点和
学生运动需求，学校还自编了啦啦操和素质训
练操，充分保证学生，特别是九年级学生的运
动量。”刘建新说。

在和平区，让学生错峰开展体育运动已成
为不少学校的常态。

和平区岳阳道小学（大理道校区）地处五
大道核心位置，占地面积小。目前，该校区共
34个教学班，有1400余名学生。为了能在有限
的空间内，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参与体育活动
的积极性，学校可谓“绞尽脑汁”。

3月15日上午，记者在大课间时间段走进校
园。教学楼外，做完广播操和素质操的三年级学
生在各班级划分的区域内进行着多项体育运
动。教学楼和体育馆内，四、五年级学生利用教
室和楼内空间进行学校自编的活力操、健心操、
乒乓操等操类练习。“学校采用的是各年级学生
上下午轮流在操场活动的方案。没办法，运动场
地就这么大，我们必须用足用好，力争让小场地
发挥大作用。”校长褚新红表示。

为了充分挖掘利用空间，开展学生体育活
动，和平区各学校都使出了浑身解数。在楼
顶、地下、建筑外立面，开设冰雪、轮滑、瑜伽、
攀岩等运动项目。“各学校都是精准规划场地
使用区域和时间，满负荷使用校内体育场地，

保证学生每天校内锻炼时长。”和平区教育局
副局长刘洋表示。

除了用好小场地，学校也是抓紧一切可利用
的时间开展体育活动。在岳阳道
小学，小课间活动同样丰富多
彩。褚新红介绍，学校将各班级
小课间场地进行错峰编排，以室
内和室外形式同步开展，室内班
级进行吹乒乓球走迷宫、掰手腕
等游戏，室外班级进行跳绳、踢毽
子、滚铁环、抽陀螺等民族传统体
育项目。“我们还针对各学段、学
情特点，开设了体育特色延展课
程，让学生掌握至少一项运动技
能。”褚新红说。

汉阳道中学也在课后服务时
间，开设了篮球、足球、乒乓球、气
排球、田径和啦啦操等多个体育社
团。“学生们对这些社团非常喜欢，
大家共有一块场地，虽然局促，却很
和谐。”体育教师王萍说。

校内场地有限，和平区也在探
索积极引入社会资源。“我们组织学
生就近走进民园体育场、笼式智能
足球场、大吉利乒乓球馆、跃动篮球
馆、天津医科大学，进行体育运动与
比赛。同时接收近30名优秀退役运
动员，助力我区组建高水平运动队、
指导日常训练。”刘洋说。

记者：我们注意到，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抽测测

试指标包括多个项目。为什么会选择这些项目？

这些指标是否能够科学反映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

答：这些指标是能够科学反映学生体质健康状
况的。首先这些测试指标选用的是《国家学生体质
健康标准》反映学生体质健康的指标；二是这些指
标较好地涵盖了身体形态、身体机能和身体素质的
多个方面，既有体现共性的指标，如体重指数
（BMI）、肺活量、50米跑、坐位体前屈，也有体现个性
的指标，如1分钟跳绳项目、立定跳远、引体向上
（男）/1分钟仰卧起坐（女）、1000米跑（男）/800米跑
（女）；三是这些测试指标的设置符合我市学校实际
情况且简便易行，具有可靠性、有效性、客观性、可
操作性等特点，且在多年来的学校体育实践中得到
了证明；最后这些测试指标从学生的年龄特点以及
场地、器材、费用、时间等方面进行了充分全面考
虑，便于大面积的测试与数据收集整理。

记者：对比去年和今年各区排名状况可以看

出，部分区域变化不小，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答：首先，各区行政部门政策执行力度和
落实的具体措施的差异可能导致各区学生体

质健康测试成绩出现变化。其次，学校领导对学生
体质健康重视的程度也是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
的因素。再次，学校因地制宜制定有效举措是使学
生体质快速提升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些学生体质
上升快的区域或学校对学生的锻炼管理较为严格，
能为学生的体质提升创造良好的锻炼环境。

为了提高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各地区需要综
合考虑这些因素，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加强
体育教育和锻炼指导，为学生提供更好的体育环境
和条件。

记者：作为学校、家长，该如何提高学生体质？

答：对于学校来说，首先要提高思想认识，落实五
育并举重要举措。加强体育课程建设，确保每周有足
够的体育课时，并丰富课程内容，注重体育课的实效
性，确保学生在课堂上能够得到充分的锻炼。其次，
开展课外体育锻炼活动和体育竞赛活动，组织各类体
育社团和兴趣小组，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与体育
锻炼。此外，学校应积极改善体育设施，并加强健康
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

对于家长来说，应认识到体育锻炼对学生成长
的极端重要性，鼓励孩子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同时，
重视孩子的营养膳食和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确保孩
子获得充足的营养和休息。其次，家长应为孩子提供
必要的体育锻炼条件，有条件的家长和孩子一起锻
炼，并积极配合学校开展体育活动和健康教育工作。

蓟州区连续六年全市排名第一 靠的是什么？

和平区位列市内六区第一名 靠的是什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区

蓟州区
宝坻区
宁河区
和平区
滨海新区
东丽区
河东区
南开区
津南区
河北区
武清区
河西区
静海区
北辰区
红桥区
西青区

优秀

25.67%
20.75%
1 6.33%
1 8.42%
1 3.1 7%
21 .00%
1 6.08%
1 1 .33%
1 9.25%
8.08%
1 5.42%
8.67%
1 1 .25%
1 8.42%
1 1 .25%
1 0.00%

良好

50.75%
50.33%
48.33%
45.08%
44.50%
45.42%
45.25%
45.75%
41 .58%
48.50%
49.75%
45.92%
44.75%
36.42%
40.00%
38.58%

及格

22.75%
27.09%
33.1 7%
34.08%
39.75%
30.91 %
35.84%
40.00%
36.1 7%
40.1 7%
31 .33%
41 .74%
40.1 7%
41 .24%
44.58%
46.50%

不及格

0.83%
1 .83%
2.1 7%
2.42%
2.58%
2.67%
2.83%
2.92%
3.00%
3.25%
3.50%
3.67%
3.83%
3.92%
4.1 7%
4.92%

优良率

76.42%
71 .08%
64.67%
63.50%
57.67%
66.42%
61 .33%
57.08%
60.83%
56.58%
65.1 7%
54.58%
56.00%
54.83%
51 .25%
48.58%

合格率

99.1 7%
98.1 7%
97.83%
97.58%
97.42%
97.33%
97.1 7%
97.08%
97.00%
96.75%
96.50%
96.33%
96.1 7%
96.08%
95.83%
95.08%

近日，我市2023年中小学生体质健康
抽测结果出炉。这是我市连续第六年对全
市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情况进行测试。数据
显示，全市中小学生体质健康合格率近
97%。同时，记者注意到，蓟州区中小学生
体质状况已连续六年全市排名第一；场地
有限的和平区，2023年中小学生体质状况
位列市内六区之首、全市第四。连日来，记
者深入相关区域，走访多所中小学，寻找提
升学生体质健康的“奥秘”。

近日，我市教育部门又一次对外公布中小学生
体质健康抽测数据。学生体质哪家强？全市16个
区排名数据一目了然！
“这个排名可以公开吗？”作为负责采写教育新闻

的记者，还记得4年前第一次拿到这些数据时，第一时
间联系了我市教育部门相关负责人。得到的是对方斩
钉截铁的回答：“是的，必须公布。我们希望全社会都
来关注孩子的体质，我们也希望用这种方式，让各区重
视起来……”也许，滨海新区从去年的倒数第二名变成
今年的第五名，就是对此最好的回应。公布排名+一
系列实际举措的实施，全市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数据连
年提升。说到这里，必须给我市教育部门点个赞。

今年，蓟州区连续第六年蝉联榜
首。连续多年的跟踪，对蓟州区的做
法虽然已非常了解，但是再次深入走
访后，特别是在尤古庄镇中心小学的
体育课上，学生们熟练地做着前滚翻、
侧手翻等技巧动作，还是觉得非常震
撼。孩子们太需要这样的体育课了。
这样的蓟州区教育，也必须点赞。
被许多人称之为“弹丸之地”的和

平区，今年排位也十分靠前。和平区
教育局副局长刘洋的一段话，更是说
得情真意切：“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
学生体质健康工作，把其列为全区的
民心工程。场地小是现实，但办法总
比困难多，体质健康是孩子们的‘头等
大事’，我们能做的就是团结一致，‘上
天入地’‘校内校外’，充分挖掘一切可
利用的空间，尽最大努力提升孩子们的
体质。”领导重视，团队给力，全区上下
一条心，为的是孩子们的未来，也是祖
国的未来。这样的和平区，很赞！
有排名，就有先后，排名不代表全

部，但肯定能说明一定的问题。希望明
年的榜单上，能多几个办法总比困难多
的“和平区”，能多几个奋起直追的“滨海
新区”。希望孩子们的身体越来越棒！

专家访谈

确保每周有足够的体育课时
市教科院体美劳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熊会安

记者手记

凡事最怕“认真”

和平区汉阳道中学大课间，八年级学生整齐

地做着素质操。

蓟州区尤古庄镇中心小学操场上，大课间时

学生们正在进行各项体育运动。

2023年全市中小学生

体质健康合格率近

97% 2023年全市中小学生

体质健康总体优秀率为

14.96%

全市中小学生
体质健康总体优良率
比2022年上升

1.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