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体质健康检测方案(精选5篇)
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组织管理中，方案都是一种重要
的工具和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和问题，
实现个人和组织的发展目标。方案的格式和要求是什么样的
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方案应该怎么去写，我们
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学生体质健康检测方案篇一

检测报告

本校共有学生196人，其中男生102人，女生94人。我校联系
镇医院对学生进行了健康体检，对数据进行了分析统计，根
据体检情况对学生的健康情况向家长汇报，结合体检数据对
学生的体育课进行针对性的调整。

镇医院进行了健康体检后，我校对学生的体质健康数据进行
了测试。项目包括跳绳、坐位体前屈、立定跳远和50米、400
米跑，对一至六年级分别进行了测试，数据真实可靠。测试
的数据显示所有被测试者中，总体上看学生大多处在良好和
及格档上，从样本数的综合评定等级人数比例来看，我校196
名被测学生中，优秀率为46.98%，良好率为82.55%，及格率
为95.97%，不及格率为4.03%。并根据小学生的生理、心理的
特点，从体育保健课、课外活动和体育课程的延伸等方面提
出了相应的对策，旨在通过这几方面的努力，切实提高我校
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

体质包括体格、体能和适应能力三方面，而当前我校学生的
体质测试的结果看，学生的生理、心理健康状况令人担忧。
通过分析，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劳动减少，体能下降



造成我校学生体能下降的原因中，现代生活方式对人们的影
响占了不容忽视的地位，过去爬楼梯，现在坐电梯；过去骑
自行车，现在坐汽车；人类的劳动活动大大减少，造成体能
下降。再则，生在“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小皇帝”时
代的相当一部分小学生，仗着祖父辈及父母的宠爱，连家务
的边都摸不到，缺乏了最基本的活动内容，久而久之，形成
了一种惰性心理，而且长期的溺爱造成了不少学生娇气的性
格，一遇到运动量比较大的活动或者不好的天气（炎热或寒
冷），潜意识使其产生了惧怕及抵制心理。学生在家里娇生
惯养，一切行动依他为主，不乐意进行体育运动，如跑步等
无趣味的活动，如上种种，使之学生体质下降。

2、营养过剩，胖墩增加

据测试的数据显示，我校学生肥胖率以达10%，肥胖成为威胁
青少年健康的主要问题之一。校里有那么多的“小胖墩”，
究其原因，主要是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转变，加上遗传及营
养过剩等综合性的因素，使学生中肥胖者的数量日趋渐增。
因为自身机能的限制，使这些小胖墩在运动中比常人承受了
更大的负荷量，稍微活动一下就气喘吁吁，满头大汗，使胖
墩们对运动产生了畏惧心理，减少了活动量，也导致了身体
素质的下降。

3、小学生对体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出现“重主轻体”的现象

学生对体育课的偏爱往往是出于个人兴趣，相当一部分同学
对体育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认为体育课是单纯的游戏课，为
了活动而活动，不像语数等主课那样，测验获得好成绩就欢
呼雀跃，而对体育课成绩高分及满分的追求欲不是很高，进
取心不强，学生家长也看重学习成绩，而对体育成绩普遍不
重视，导致了重视主课，轻视体育的现象。

针对我校学生身体健康存在的问题，我想教育教学中可以从
这么几个方面着手予以改进，以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



1、利用网络资源，多渠道地渗透营养保健学

在课余时间，从书上或网络上查阅及收集一些关于小学生营
养保健学的资料，针对小胖墩的现象，有目的地查阅几种有
益于身心健康的食谱，打印成资料，在保健课的时候，发放
到学生手中，而且在这堂课中，采取师生互动的形式来探讨
食物与营养的关系，通过学习，使他们了解不良的饮食习惯
对身体的危害，并在日常生活中逐步养成科学的饮食习惯。

2、充分利用大课间活动的时间，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

广播体操、踢毽子、跳绳等活动的开展，尤其是校园集体舞
蹈的开展，使学生对课间充满了新鲜感，避免了拖沓、疲软，
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生的身心健康。

3、改进体育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对体育的兴趣

游戏是小学体育课中的一大重头戏，让学生参与一些游戏规
则和游戏方法的改造，不失为增强学生创造能力的一个好办
法。如让学生参与设计“钻山洞”这个游戏，在教师的点拨
下，学生学会了从横向、背向等角度出发来设计这个游戏，
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两路纵队相对站，手牵手儿把洞钻，
钻过洞口把洞开，最后两人再上来”的玩法，使游戏由单一
化向多样化转变。另外，教师也可以从逆向思维的角度出发
来训练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动性。如把50m跑改为8秒钟跑
（即8秒钟能跑几米）；一分钟跳绳改为看谁先跳到120次„„
久而久之学生也学会了用反面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4、坚持不懈开展阳光体育活动和冬季长跑运动，让每个学生
身体素质有质的飞跃。

上述是我对本校学生体质分析及一些提高学生体质的几点想
法，如何切实有效地来提高小学生的体质健康或许不是通过
某一途径可以完全解决的，克服各种制约因素，全面推进素



质教育对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来说将是任重道远的。期待
社会、学校、家庭共同来关注孩子的身体健康，促进我们下
一代的茁壮成长。

******学校

2013.12.20

学生体质健康检测方案篇二

为了全面贯彻《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试行方案，牢固树
立“健康第一，素质第一”的思想，使学生和广大的学生以
及家长能够及时了解学生的健康水平，督促学生积极参加体
育锻炼，上好体育课，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进而全面增进
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把学生培养成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的高素质的人才。

组长：x

副组长：x

成员：教导处、体育组、各班班主任

测试操作人：x

材料保管负责人：x

软件管理负责人：x

1、首先按照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的要求，制定出切实可行的
计划。计划的内容根据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针对学生体
质健康存在的问题，重视选择具有一定运动负荷，能有效提
高学生身体素质的体育项目，以改善学生的心肺功能，全面
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意志



品质。

2、其次，向班主任和学生推行“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介绍
体质测试的内容、方法。介绍关于此方面素质的辅助练习内
容。致家长一封信，告诉家长积极配合学校督促学生积极进
行自我锻炼，合理安排学生的作息时间，并让学生了解自己
的体质健康状况，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科学的锻炼，以达到
增强体质健康水平的目标。

3、体育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采取多种形式激发学生的运动兴
趣，养成自觉积极进行体育锻炼的习惯，积极推进学生课外
体育活动和大课间活动的开展，在抓好体育课堂教学的同时，
落实学生每天一小时的活动，大力推选大课间体育活动，充
分调动学生锻炼身体的积极性。

4、最后，通过学生的自我锻炼，教师的有效指导，学校的高
度重视，安排学生集中进行分组测试，并进行成绩的统计和
上报。

1、九月初向学生介绍体质测试的内容、标准以及测试的方法。
布置增强体质的辅助练习手段，让学生利用课外时间进行自
我锻炼。

2、从九月上旬开始，利用体育课上的素质练习时间，加强此
方面内容的练习，为学生进行体质测试奠定基础。

3、九月二十一日对学生进行测试。

4、十月十八至二十日对学生的体质测试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并上报测试数据。

学生体质健康检测方案篇三

一、全校学生体质监测总体情况



本年度，全校共上报“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数据管理系
统”学生共 339人，其中男生160人，女生179 人，上报率
为100%。总体达标率为98%，其中优秀分数段人数占43%，及
格分数段人数占55 %，不及格分数段人数占2 %。

二、我校增强学生体质健康水平采取措施：

（一）开足开齐体育课，保证体育教学质量。

1、开足上好体育课。认真执行国家课程标准，保质保量上好
体育课，1-2年级每周4课时，小学3-6年级每周3课时，各任
课教师不以任何理由削减或挤占体育课，确保体育课的正常
开课。体育教师认真制定科学的教学计划，认真备课，完善
教案，高质量地上好每节体育课。

2、开展丰富的大课间活动。每天上午统一安排30分钟大课间
体育活动。认真组织学生做好眼保健操、广播体操，结合各
班实际，开展一些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的舞蹈。新生入学
时强化广播体操的教学和评比，组织好广播体操比赛，使全
体学生都能做好广播体操。组织好课间体育活动，充分利用
1 校园体育器材设施，开展趣味体育活动、游戏、跳大绳等，
激发学生兴趣，确保人人参与。

3、周密组织体育活动课。由教导处安排在下午第二节课后，
组织学生进行一节课集体体育活动。积极探索适应学生特点
的活动方式和内容开展体育创新项目和特色项目活动。在冬
春两季安排学生进行运动量适度的集体跑步活动。体育活动
课在班主任、体育教师和任课教师的组织、参与下，以班为
单位集体进行。

（二）以体育活动为引领，全面实现学生体质达标。

1、因地制宜开展体育活动。根据场地器材条件、传统特色和
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开展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以



阳光体育活动为载体，鼓励学生走向操场，走进大自然，走
到阳光下，参加丰富多彩的“达标争先”活动，形成青少年
学生体育锻炼的热潮。挖掘学校体育资源潜力，充分调动一
切积极因素，丰富活动形式与内容，满足不同特长、不同兴
趣、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保证学生有丰富的锻炼项目、足
够的锻炼时间和良好的锻炼效果。

2、全面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制定《国家学生体
质健康标准》达标方案，完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
试、报告和定期公告制度。学 2 生体质健康状况、参与体育
活动表现以及体育考试成绩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记
入学生档案，作为评价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指标。

（三）明确责任，提供保障

1、明确工作责任。学校成立以校长为组长的活动领导小组，
切实加强对该项工作的领导、组织、协调、监督和检查。明
确责任人，建立健全工作责任制。校长及学校中层干部带头
参加活动；班主任组织好学生大课间活动和体育活动课，带
领并督促学生积极参加体育活动；体育教师要在上好体育课
的同时，对课间、体育活动课及各种体育竞赛形式和内容进
行科学设计和专业指导，并结合学校实际积极开发特色体育
锻炼项目；其他学科教师要坚持做到不挤占体育课和体育活
动时间，要在学校统一安排下积极支持和参与这项工作。

2、加强学校体育场地建设。加大对落实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
小时校园体育活动的投入，每年安排一定比例的经费用于建
设体育活动场地和购买体育器材，努力使学校运动场地建设
和体育器材配置达到标准。管理好体育器材室，加强对器材
进行规范管理。积极发动广大师生因地制宜，自制坚固耐用、
安全可靠的活动器材，创造条件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
园体育活动。

3、加强体育安全管理。组织与实施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



体育活动，要遵循教育规律，结合中小学生身心发展特点设
置运动项目，开展相关活动。建立完善体育安全管理制度，
制定安全预案，落实安全责任，加强安全教育和过程管理，
避免学生意外伤害事故发生，确保学生安全。

（四）加强评价考核 完善评价监督

1、建立表彰奖励和问责制度。学校将组织开展中小学生每天
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情况作为教师年度考核重要指标，并与
评先评优直接挂钩。每学年组织阳光体育活动先进班级、先
进个人评选活动。凡没有认真执行国家、省市区和学校规定
的，在各种评先评优活动中实行“一票否决”。

2、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向社会公布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
活动实施方案、活动情况、基本要求和监督电话，自觉接受
社会、媒体和家长的监督。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要认真对待，
及时核查、反馈，对存在的问题要及时整改。将实施方案张
贴到各班教室和学校室外宣传栏。

3、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倡导健康第
一的理念。通过召开教师会、学生会，通过校园网、黑板报、
手抄报、宣传栏、张贴标语等形式，宣传上级文件精神，让
广大师生人人明白，深入人心，动员广大师生积极参与到活
动中来。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学生体质健康检测方案篇四

第一百二十九期

理县杂谷脑小学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学生体质健康检测工作简报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
年体质的意见》精神，大力推动学校体育工作，根据省市要
求，2013年9月，杂谷脑小学严格按照《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
准》对学生进行了体质健康测试。

一、高度重视，宣传到位

县教育局高度重视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下发了《理县教
育局关于做好2013年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数据上报工
作的通知》，要求各中小学高度重视，充分认识抓好学生体
质健康测试工作的重要意义，广泛宣传，让广大师生积极参
与、配合体质健康测试工作。我校按照要求，迅速成立了学
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领导小组，并明确了分工和职责。

2013年9月24日，我校小学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数据全部上传至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网，测试工作圆满完成。全校共有342名学
生参加测试。

体质健康测试工作的开展，让每位学生清楚地了解了自己体
质与健康状况，有助于他们有的放矢地设定锻炼目标，有针
对性地进行体育锻炼。各校对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数据进行了
全面分析，并制定出了适合本校学生体质健康发展的具体要
求和重点指标，为全面提高学生体质，深入推进素质教育打
下了坚实基础。

报:县教育局办公室学校存档

学生体质健康检测方案篇五

一、全校学生体质监测总体情况

2013年，全校共上报“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数据管理系
统”学生共104 人，其中男生 56 人，女生 58 人，上报率
为100%。总体达标率（及格率）为93 %，其中优秀分数段人



数占 31 %，及格分数段人数占 62 %，不及格分数段人数占
7 %。

二、我校增强学生体质健康水平采取措施：

（一）开足开齐体育课，保证体育教学质量。

1、开足上好体育课。认真执行国家课程标准，保质保量上好
体育课，1-2年级每周4课时，小学3-5年级每周3课时，各任
课教师不得以任何理由削减或挤占体育课，确保体育课的正
常开课。体育教师要制定科学的教学计划，认真备课，完善
教案，高质量地上好每节体育课。

2、开展丰富的大课间活动。每天上午统一安排30分钟大课间
体育活动。认真组织学生做好眼保健操、广播体操，结合各
班实际，开展一些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的健身操或舞蹈等。
新生入学时要强化广播体操的教学和评比，组织好广播体操
比赛，使全体学生都能做好广播体操。组织好课间体育活动，
充分利用校园体育器材设施，开展趣味体育活动、游戏、跳
大绳等，激发学生兴趣，确保人人参与。

3、周密组织体育活动课。没有体育课的当天，由教导处安排
在下午第二节课后，组织学生进行一小时集体体育活动。积
极探索适应学生特点的活动方式和内容开展体育创新项目和
特色项目活动。与“亿万学生阳光体育冬季长跑活动”相结
合，在冬春两季安排学生进行运动量适度的集体跑步活动。
体育活动课要在班主任、体育教师和任课教师的组织、参与
下，以班为单位集体进行。

（二）以体育活动为引领，全面实现学生体质达标。

1、因地制宜开展体育活动。要根据场地器材条件、传统特色
和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开展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
以阳光体育活动为载体，鼓励学生走向操场，走进大自然，



走到阳光下，参加丰富多彩的“达标争先”活动，形成青少
年学生体育锻炼的热潮。挖掘学校体育资源潜力，充分调动
一切积极因素，丰富活动形式与内容，满足不同特长、不同
兴趣、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保证学生有丰富的锻炼项目、
足够的锻炼时间和良好的锻炼效果。

2、全面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制定《国家学生体
质健康标准》达标方案，完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
试、报告和定期公告制度。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参与体育活
动表现以及体育考试成绩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记入
学生档案，作为评价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指标。

（三）明确责任，提供保障

1、明确工作责任。学校成立以校长为组长的活动领导小组，
切实加强对该项工作的领导、组织、协调、监督和检查。明
确责任人，建立健全工作责任制。校长及学校中层教干带头
参加活动；班主任组织好学生大课间活动和体育活动课，带
领并督促学生积极参加体育活动；体育教师要在上好体育课
的同时，对课间、体育活动课及各种体育竞赛形式和内容进
行科学设计和专业指导，并结合学校实际积极开发特色体育
锻炼项目；其他学科教师要坚持做到不挤占体育课和体育活
动时间，要在学校统一安排下积极支持和参与这项工作。

2、加强学校体育场地建设。加大对落实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
小时校园体育活动的投入，每年安排一定比例的经费用于建
设体育活动场地和购买体育器材，使学校运动场地建设和体
育器材配置达到《山东省普通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标准》。
管理好体育器材室，加强对器材进行规范管理。积极发动广
大师生因地制宜，自制坚固耐用、安全可靠的活动器材，创
造条件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

3、加强体育师资队伍建设。按照《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
行基本标准》配齐体育教师。加大对体育教师的培训力度，



兼职教师须经专业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体育教师每学年接
受继续教育应不少于48学时，并取得培训证书。倡导教师全
员参与，根据非体育专业教师自身的爱好、特长，积极鼓励
他们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使他们成为活动的参与者和指导
者。

4、加强体育安全管理。组织与实施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
体育活动，要遵循教育规律，结合中小学生身心发展特点设
置运动项目，开展相关活动。建立完善体育安全管理制度，
制定安全预案，落实安全责任，加强安全教育和过程管理，
避免学生意外伤害事故发生，确保学生安全。

（四）加强评价考核 完善评价监督

1、建立表彰奖励和问责制度。学校将组织开展中小学生每天
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情况作为教师考核重要指标，并与评先
评优直接挂钩。每学年组织阳光体育活动先进班级、先进个
人评选活动。凡没有认真执行国家、省市区和学校规定的，
在各种评先评优活动中实行“一票否决”。

2、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向社会公布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
活动实施方案、活动情况、基本要求和监督电话，自觉接受
社会、媒体和家长的监督。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要认真对待，
及时核查、反馈，对存在的问题要及时整改。将实施方案张
贴到各班教室和学校室外宣传栏。

3、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倡导健康第
一的理念。通过召开教师会、学生会，通过校园网、黑板报、
手抄报、宣传栏、张贴标语等形式，宣传上级文件精神，让
广大师生人人明白，深入人心，动员广大师生积极参与到活
动中来。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