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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民体质测试内容以身体形态、身体素质、身体机能的测试结果为主，对

我国公民开展有组织、又准备的体质健康水平测试，2000 年北京市正式开始对

体质测试工作的策划工作，在 2001 年北京市体育科学研究正式开展，预示着北

京市体质测试系统的成功建立，人群体质水平测试的工作建设也进入了新的环

节。北京市体质测试中心作为国家国民体质测试网络的一份子，不仅承担着对

国家国民体质测试中心输测试数据的任务，同时承担着对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

系统的建立和数据库开发设计，以对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及发展情况进行系统

把握。 

本论文通过调查问卷对北京市六大核心区（海淀区、朝阳区、东城区、西

城区、丰台区、石景山区）的 13 个国民体质测试部门进行深度的调查及研究，

对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的测试对象、测试项目、测试范围等进行了解，对测试

经费、管理体制、测试人才培养等具体方面的建设现状进行分析，从建设现状

入手更有利于发现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发展优势及存在的问题，能够更好的对

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今后的发展提出对策与参考依据。研究发现： 

1.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二、三级监测站点数量均高于其它直辖市，且三级

监测点分布较广较平均，二级监测点相较少，不能满足对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

的需要且北京市体质测试中的经费主要来源是国家资金的投入，体育行政机关

拨款和各级教育部门的拨款作为体质测试经费的次要来源，且投入比例较小。 

2.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管理人员中领导对体质测试重视不足，建立独立的

科研团队及测试档案库的部门较少，管理人员学历程度较高，所学专业与体质

测试方向吻合度低，且参加业务培训中以管理类培训为主，科研类培训及测试

操作培训类参与人数较少。 

3.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中，测试员年龄分布较平均，没有出现断接现象，

且测试员的学历相对管理人员较低，体质测试员主要来自高校毕业生及社会中

的体质测试资格考试。  

4.北京市后备人才培养来源中 54.5%来自社会培训组织，36.1%来自高校培

训组织，其它来源为 9.4%，其中社会培训组织来源较多但综合素质较低，高校

培训组织培训水平较高，人员学历较高，科研能力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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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ional constitution in body shape, physical fitness, physical 

function three our citizens carried out in a planned, organized physical 

health test, the Beijing physical fitness test work began in 2000, and 

in 2001 at the Beijing Sports Science Institute formally signs the Beijing 

physical fitness test system was officially launched construction has 

entered a new period of development in the crowd Physical Fitness Test. 

Physical testing center in Beijing as part of the national network of 

national constitution, not only bear the task of the countries national 

constitution center input test data, and bea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eijing National Physical Fitness test system and database tasks, in 

order to grasp the Beijing National fitness testing and development.  

In this thesis through questionnaires systematic in-depth 

investigation, the Beijing six core area (Haidian District, Chaoyang 

District, Dongcheng District, Xicheng District, Fengtai District, 

Shijingshan District) 13 National Physical Fitness Test Division of the 

Beijing National Physical Fitness test understand the test object, test 

items, test range, test funding, management system, testing and personnel 

training on specific aspects of the construction situation analysis, 

starting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tatus quo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discovery the Beijing National Physique test development advantages 

and existing better able to propose a solution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constitution in Beijing reference. The study found:  

1.Beijing National Physical Fitness Test, three the number of 

monitoring sites were higher than other municipalities and three 

monitoring points widely distributed than average, two monitoring points 

less, can not meet the needs of the Beijing National Physical Fitness 

Test and The main source of funding in the Beijing Physical Fitness Test 

is the investment of state funds the sports administration authority 

funding and the funding of the education sector at all levels as a 

secondary source of funding of the physical fitness test, and a smaller 

proportion of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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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eijing National Physical Fitness test management leadership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e physical fitness test,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dependent research team and test archives 

department less, a higher degree of management personnel qualifications, 

learning the professional and physical goodness of fit test direction, 

and participate in business training, management training mainly 

involved in fewer research class training and testing operations training 

class.  

3.Beijing national constitution, the age distribution of the testers 

than the average, there is no disconnect phenomenon, and the 

qualifications of the testers relatively lower management personnel, 

physical tester from college graduates and social physical test 

qualification exam. The physique testers research awareness, lower 

frequency of learning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research papers published 

in low and of poor quality.  

4.Beijing Reserve personnel training sources, 54.5% from social 

training organizations, 36.1% to the group of college training 

organizations, 9.4% from other sources, including sources of social 

training organizations more likely to lower the overall quality of a 

higher level of training of university training organizations personnel 

with higher educ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 

Keywords: physical fitness test; test management; basic characteristics; 

personnel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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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概述 

随着国家生活水平逐步上升，人民生活日益富裕，高速的生活节奏，极大

的社会压力造成高血压、心脏病等疾病的多发，逐步增强了群众对体质健康的

关注程度。但是群众对体质一词的理解并不全面，因为体质不仅仅包含了身体

内部的器官功能，还包括身体运动能力、身体形态、心理素质等多个方面，为

了确定国际标准的体质测验方案，经过 10 年的讨论于 1964 年全球成立国际体

质研究会，公布其标准测验方案，内容包括四个部分：医学检查，生理学测定

指标、体格与身体组成的测定以及身体素质(基本体力工作)测试。 

1995 年 6 月 20日中国国家国务院颁布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纲要》规

定在我国实施体质测试制度,制定了体质测试标准,定期公布《全国成人体质测

试标准》,以便建立科学的体质测试系统，对我国公民体质情况实施宏观调控。

2000年我国在全国第一次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了大规模的国民体质监测,并确

定今后每 5 年进行一次。2005进行了第二次全国性国民体质监测。国民体质测

试为社会、经济、教育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基础数据资料 

北京市体质测试工作开始于 2000 年，并于 2001 年在北京市体育科学研究

所正式挂牌，标志北京市体质测试系统的正式启动，人群体质测试工作建设进

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北京市体质测试中心作为国家国民体质测试网络的一份子，

不仅承担着对国家国民体质测试中心输测试数据的任务，同时承担着建立北京

市国民体质测试系统和数据库的任务，以掌握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及发展情况。 

因此本文通过系统深入的调查，了解并分析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的测试对

象、测试项目、测试范围、测试经费、管理体制、测试人才培养等具体方面的

建设现状，根据分析，探索出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发展优势及存在问题，并对

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今后的发展提出对策与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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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与任务 

1.2.1 研究目的 

通过系统深入的调查，了解并分析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的测试对象、测试

项目、测试范围、测试经费、管理体制、测试人才培养等具体方面的建设现状，

根据分析，探索出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发展优势及存在问题，并对北京市国民

体质测试今后的发展提出对策与参考依据。 

1.2.2 研究任务 

（1） 对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的建设及开展范围、测试项目、测试影响因

素进行分析。 

（2） 对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基本特征，包括体质测试管理员与测试员学

历结构及专业特征、测试经费及科研水平、后备测试人才培养等进行分析。 

（3） 对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后备人才培养的培养机构、培养内容等进行

分析。 

（4） 对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发展优势及存在问题分析，并对发展对策进

行研究。 

2 文献综述 

2.1 国内有关体质测试的研究 

2.1.1 体质测试概念、方法和内容的研究 

体质一词最早由 Karpovich在 18世纪的运动生理学中提出，在接下来的数

十年中体质一词的定义被不断完善，但是依旧存在两点争议：一是人体体质情

况与人体健康程度之间的关系，二是体质测验的组成要点。在我国，大部分学

者认为体质一般是指由先天遗传或者后天通过改造可塑的身体特性，个体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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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表现为在生理上外界刺激的反应和适应上的不同，具体指：1、人体形

态发育水平的差异，如人体身体姿态形状、营养获取状况等。2、生理功能水平

的不同：即各器官运作能力的不同。3、身体素质和运动水平。4．心理健康平

稳度的差异如对紧急事件的心理应激能力。5、对外界各类复杂因素应对能力的

不同。 

我国从 2000 年起，国家体育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国民体质测试，建

立国民体质测试系统及数据库，以定期对我国国民体质现状的测试值进行汇总，

并与国家国民经济水平和整体发展状况相结合，每一次测试周期一般为 5年， 中

国国民体质测定是以《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为依

据，使用合理的方式对国家居民的运动能力、身体素质、心理及生理状况等进

行调查与分析， 2000年和 2005年我国曾两次大规模开展了国民体质测试工作，

且在各省、市、自治区大力兴建国民体质测试中心，对整个国民体质测试的完

善提供了监测平台及网络。 

1995年 6月 20日在中国国家国务院的研究下对我国健身水平状况的分析颁

布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纲要》与国际指标接轨，制定了我国特有的测试

项目及标准,并在不同时期对检测方式的合理性进行修改，以便使体质测试发展

与时俱进,2010 年中国国民体质测试结果出现很大程度的不同将测试对象分为 3

至 69周岁的国家公民，其中又细分为幼儿（3-6岁）、儿童青少年（学生）（7-19

岁）、成年人（20-59岁）和老年人（60-69岁）四个测试年龄组。 

体质测试项目的确定其原则主要为是科学程度及个体差异程度的，其选定

具有很强的目的性，主要测定内容是身体形态测试的发育水平、国民身体素质

和运动水平、人体身心承受能力及对外界环境适应能力、测定人体生理化水平

等几方面组成并根据其目的性将项目分为身体形态、身体机能指标、身体素质

指标三个方面进行测定，目前我国体质测试项目主要由表 1 所示内容组成。在

测试内容中对心理程度的发展水平并没有做出细致测试，伴随着社会的前进，

对心理程度水平的测试将成为体质测试中的组成部分之一。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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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家体质测试项目 

体质测试方法是根据体质的概念，由国家教育部门、国家体育总局政府机

关、国家计生委、卫生组织、科研部、民政部门、国家居民委员会、农业管理

部门、政府财政部门、国家总工会与全国统计局和共同提议，由各省、市、自

治区及地方体质测试中心积极深入交流，依照《中国体育法》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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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测

试标准》、《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国民体质测定标准》进行测定,并按我国测试

人群的特殊性和测试标准的合理性、规范性、客观性，对体质测试中项目的细

节内容使用各异的测试方法，例如台阶试验的测试方式以极限测试、亚极限测

试、被动测试这几种为主要测试方法。 

2.1.2体质测试组织与管理的研究现状 

刘永，徐俊英在《“试论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的组织实施与数据管理》

中提到体质测试的组织必须在政府管理部门的带头领导下成立专门的机构和工

作科室对体质测试时间、地点等细节进行确认，组织过程中务必做到明确职责

与分工，且直接由社会进行监督，对测试管理中的不作为行为进行举报，且在

测试管理中重视测试前期的培训与指导，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与方案设计，在

测试数据的管理中严格遵照测试方法，避免测试误差的产生。1 

陈函新，陈俊财在《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组织方法探析》中提到测试的组

                                                        
1
 刘永，徐俊英.《论述“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的组织实施与数据管理》[J].南京晓庄学院学报 2009

年第 3 期. 

身体形态 身体机能指标 身体素质指标 

腰围 

皮褶厚度 

臀围 

胸围 

坐高 

体重 

身高 

肺活量 

血压 

安静脉搏（心率） 

台阶试验 

背力、闭眼单脚站立、走平衡 

木、选择反应时、坐位体前屈

800米或 1000米跑、50 米×8

往返跑、双脚连续跳、纵跳、

网球掷远、立定跳远、俯卧撑、

一分钟仰卧起坐、引体向上、

斜身引体、握力、10米折返

跑、50米跑 

万方数据

http://baike.baidu.com/view/5225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1909.htm
http://www.fitness.org.cn/w/358.html
http://www.fitness.org.cn/w/357.html
http://www.fitness.org.cn/w/356.html
http://www.fitness.org.cn/w/355.html
http://www.fitness.org.cn/w/354.html
http://www.fitness.org.cn/w/316.html
http://www.fitness.org.cn/w/315.html
http://www.fitness.org.cn/w/353.html
http://www.fitness.org.cn/w/352.html
http://www.fitness.org.cn/w/351.html
http://www.fitness.org.cn/w/314.html
http://www.fitness.org.cn/w/350.html
http://www.fitness.org.cn/w/313.html
http://www.fitness.org.cn/w/312.html
http://www.fitness.org.cn/w/312.html
http://www.fitness.org.cn/w/311.html
http://www.fitness.org.cn/w/310.html
http://www.fitness.org.cn/w/310.html
http://www.fitness.org.cn/w/308.html
http://www.fitness.org.cn/w/307.html
http://www.fitness.org.cn/w/307.html
http://www.fitness.org.cn/w/306.html
http://www.fitness.org.cn/w/305.html
http://www.fitness.org.cn/w/304.html
http://www.fitness.org.cn/w/303.html
http://www.fitness.org.cn/w/302.html
http://www.fitness.org.cn/w/301.html
http://www.fitness.org.cn/w/300.html
http://www.fitness.org.cn/w/299.html
http://www.fitness.org.cn/w/298.html
http://www.fitness.org.cn/w/297.html
http://www.fitness.org.cn/w/297.html
http://www.fitness.org.cn/w/2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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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和管理是体质测试工作的两个重要环节，应由不同机关组织的管理系统进行

密切联系，对体质测试前期的培训进行完善，对测试方法进行分析并对数据相

关性进行检验，建立数据库系统，对数据的管理进行统一分析，并提出了"组织

实施严密有序"、"数据管理工作严谨化科学化"的口号，以对测试的组织方式、

方法和管理的宏观与细节起到引导作用。2 

胡爱武，徐德权，陈立，谢乐敏，周勇，钱登瑞在《温州市市民体质与社

区体育现状调查》中指出各级机关的管理部门应首先对体质测试的认识度及工

作方法上进行改变，充分运用政府支持、社会协助、制度改革和竞争手段，发

挥国家及民营企业的优势，改变体质测试的机制，建立群众化运作的体制，多

种体制共同发展并逐步完善社区体育的管理体制。3 

2.1.3体质测试影响因素的研究 

刘军、任平社在《影响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结果的因素分析》中提

到学生体质测验结果主要由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两个方面组成，主观因素主要

由部分监测项目准备活动提前量有关，并与测试的认识水平、态度、心理因素

有关。客观因素主要由测试的不同环境、仪器的精准性、时间段合理性三个方

面因素相关。4
 

张宗国在《影响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结果的主客观因素分析》一文

中指出影响学生体质健康测验结果的影响因素主要由 1、研究方法。2、研究对

象。3、准备活动的影响。4、认知水平。5、外界客观因素。等几个方面组成。5 

陈文鹤在《体质测试指标的遴选及其意义》一文中提到，影响体质测验结

果的因素主要：1、由社会背景影响。包括生活发展状况、生活规律等因素。2、

锻炼水平。包括锻炼量及度的把握、锻炼时长、锻炼频率等因素的影响。3、年

龄构成。包括年龄分布、生物年龄状况、日历年龄水平等因素影响。6
 

影响体质测验结果的因素多种多样，包括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内在因素

与外在因素等，所以根据实际情况对体质测验结果的数据进行分析其重要性意

义深远，通过深入探讨影响体质测验结果的众多原因进而对数据进行分析，以

便对数据的准确性、实用性、科学性进行进一步的提升，才能够正确指出体质

测验结果中反映的问题，并提出合理解决方案。 

                                                        
2陈涵新，陈俊材，《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方法探析》.课程教育研究.新教师教学，1012 年第 9 期. 

3胡爱武,徐德权,陈立,谢乐敏,周勇,钱登瑞.《温州市市民体质与社区体育现状调查》[J].中国体育科技 2002

年(第 35 卷)第 l 期. 

4 刘军,任平社.《影响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结果的因素分析》[J].科技信息 2012 年第 06 期. 

5张宗国.《影响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结果的主客观因素分析》[J].体育科学 2009 年第 09 期. 
6陈文鹤.《体质测试指标的遴选及其意义》[ J].体育科研 2008 年第 01 期. 

万方数据

http://search.cnki.com.cn/Search.aspx?q=author:%E5%88%98%E5%86%9B
http://search.cnki.com.cn/Search.aspx?q=author:%E4%BB%BB%E5%B9%B3%E7%A4%BE
http://search.cnki.com.cn/Search.aspx?q=author:%E5%88%98%E5%86%9B
http://search.cnki.com.cn/Search.aspx?q=author:%E4%BB%BB%E5%B9%B3%E7%A4%BE
http://wuxizazhi.cnki.net/Magazine/TYKA2008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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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体质测试后备人才培养的研究现状 

2010 年北京市举办了国民体质测试成年人、老年人部分测试人员培训班，

对体质测试后备人才的仪器操作、指导语、登录书等内容进行了辅导，对监测

问卷和监测质量控制进行了提高，通过培训和考核，使后备体质测试人员基本

掌握正确的测试方法，能够指导受试者顺利完成指标测试，问卷和质控人员基

本了解和熟悉问卷填写和校验及质量控制的各个关键点。 

长期以来，尽管各级体质测试相关部门织积极发挥资源优势，加强体质测

试后备人才的培养工作，优化测试人员的综合素质，提高测试管理、测试员科

研水平的提升，为国家体质测试各部门提供了大量高水平的测试后备人才。但

是，目前体质测试后备人才的培养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及缺点，表现在：体质

测试开展时间较短，体质测试方式与方法的普及与提高不足；培养体质测试后

备人才的网络机制和体制制度不完善；体质测试后备人才培养质量有下降的趋

势，培养数量和综合素质需要进一步提升等。为完善体质测试人才的后备力量

应 由政府带头培养测试人员提高测试水平的自觉性，广泛发现和录用体质测

试人才，提高测试人员文化素质的提升，积极改善测试环境、测试条件，以吸

引更多优秀测试人员 

熊炎,杜鹃明,王涛在对《中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比较研究》中提

到伴随我国市场经济的运行，老式的全民体制已经不能对现今培养模式的发展

提供帮助,原来的“优秀运动队”培养模式,由于较重视体质的训练水平，轻视

文化科学系；重视比赛成绩；轻视综合素质培养，重视短时间诶的利益因素，

轻视长远效益，导致了运动员文化水平整体不高，退役运动运工作问题无法得

到落实，与此相关的问题频发，为此，必须寻找一种全新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培养方案，以便对运动员培养中出现的问题得以妥善解决，这是研究者们所面

临的急需解决的问题。7 

周建梅,钟秉枢,张志华在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温州模式及投资状况

研究》中提到由于我国“三级训练网”受到各种因素干扰，国家体委的一条龙

训练机制和基层招生出现问题，尤其对县级业余体校招生数量、招生质量都产

生较大影响，使青少年后被人人出现重大人员缺失，这一些列问题应以寻找新

型后备人才培养模式为主，参考温州人才培养模式及业余训练体制为出发点，

                                                        
7熊炎,杜鹃明,王涛.中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比较研究[J].山东体育科技.2008(02)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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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身存在问题中进行突破。8 

唐红明,刘新光在对《“后奥运时代”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研究》中

指出对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制度首先应建设起全民选拔培养机制及体

系，在此基础上通过工业化、商业化变革、职业化方式对体育人才与教育人才

的双结合提供保证，之后建立起竞技体育后备档案机制,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在

我国的培养提供良好环境及可持续发展对策。9 

潘前,陈伟霖,吴友凯在对《对新时期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制改革

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在竞技体育持续性发展里程中我国后备体育人才的培养模

式有自己特殊的位置，应借鉴美国后备人才在培养方式、培养方法中取得的完

美经验，对我国后备人才培养的现状进行研究，之后结合我国特殊国情及未来

经济走向，对我国人才培养体制进行完善，其直接目标是输送及培养优秀的运

动员、教练员团队。10 

2.2 国外有关体质测试的研究 

加拿大的体质测试又名 CHFT（家庭体力测试），是在应对生活方式与健康的

关系研究中出现的，其目的是作为促进教育的工具，一般出现在加拿大“体力

周”或“体力展览”， CHFT是针对居住 12周以上的居民设定的中等发展计划的

许多项目中的一个，主要测定居民生活方式的组成成分，CHFT 同时作为个人体

育活动计划之前必须要经历的第一个步骤，身体素质的测试方法包括六个单项

测验的组合:每分钟仰卧起坐的次数、立定跳远的距离、屈臂悬垂的最长时间、

往返跑的时间(4×30跑)和 50码、300码跑的时间。 

日本的国民体力测试有两类:体力诊断测试和运动能力测试验。体力诊断测

试的目的是测定日本居民一般体力活动能力,而运动能力测试在于测试居民在

运动中，对运动强度等指标的适应能力。如果把两类项目结合起来,几乎包括了

ICPFR(国际体力研究委员会)和 IBP（国际生物计划）中的所有研究成功。 

美国第一个关于体质测试的标准是 1957年通过 5 到 12岁的 8500名男孩女

                                                        
8周建梅,钟秉枢,张志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温州模式及投资状况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06(05).  

9唐红明,刘新光.“后奥运时代”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研究[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09(01). 

10潘前 ,陈伟霖 ,吴友凯 . 对新时期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制改革的思考 [J].首都体育学院学

报.20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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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的身体情况调查建立的，并成立美国卫生体育联华会（AAHPER），制定了青少

年体力测试手册，1965年对样本进行第二次数据修改，1976年由 10到 17 岁男

女孩测定数据再次进行第三次数据修改，主要测试项目有往返跑(4×30 障碍测

验)、立定跳远、引体向上、直腿仰卧起坐、50码疾跑、600码跑和垒球投掷组

成，并允许女孩用屈膝仰卧起坐代替直腿仰卧起坐，用屈臂悬垂代替引体向上，

并对反握引体向上和屈臂悬垂进行分析。绝大部分的美国人希望以田径运动进

行体质水平测试但有部分人群更希望以体操能力的项目(包括伸展能力、柔韧性

能力、协调能力、平衡能力) 的测量作为测试方法。 

3 研究对象与方法 

3.1 研究对象 

本论文研究对象是北京市六大核心市区（海淀区、朝阳区、东城区、西城

区、丰台区、石景山区）的 13个体质测试部门，对国民体质测试的管理人员、

测试员学历分布、培训状况、科研水平、科研意识及体质测试后备人才培养来

源等具体特征进行分析。 

3.2 研究方法 

3.2.1文献资料法 

查阅 1995 年-2010 年与本研究有关体质测试开展情况及体质测试改革发展

对策的文献 30 余篇，并进行了大量阅读研讨，提炼相关数据及调研方法，对国

内外相关研究资料进行收集，为本文提供了大量宝贵经验及启示。 

3.2.2问卷调查法 

（1）调查对象。分别将北京市六大核心区（朝阳区、海淀区、东城区、西

城区、丰台区、石景山区）13 个体质测试部门的测试员及管理人员作为调查对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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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2）问卷的设计与评定。依据本论文的研究内容与目的，遵照体育科研方

法对问卷设计的规定，设计了《对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现状的调查问卷,对问卷

的设计内容咨询多位专家意见，反复修改，进行了问卷效度评价如表 2、表 3所

示。 

表 2 问卷效度检验的专家基本情况（N＝10） 

 职称 

专家情况 

人数 

教授 

2 

   副教授 

8 

 

表 3问卷专家效度评价结果统计表（N＝10） 

（3）问卷的信度检验。为了了解调查问卷的可信度，在发放问卷前使用重

测法对问卷信度进行了检验，在对北京市六大核心区 13 个体质测试部门进行第

一次问卷发放后，第二次调查放在 20天之后进行，根据两次调查结果中的相关

系数计算，确定问卷信度相关系数ɑ计算结果在 0.831-0.867之间，基本符合可

信度要求。 

    （4）问卷的发放与回收。对问卷采用现场发放及回收的形式以保证问卷的

有效率，共对北京市六大核心区中的 13个体质测试部门管理人员发放调查问卷

46 份，回收问卷 46 份，有效问卷 43 份，对测试员发放调查问卷 262 份，回收

 非常合适 合适 比较合适 不太合适 不合适 

 
人 

数 

百分

比 

人

数 

百

分

比 

人

数 

百 

分 

比 

人

数 

百 

分 

比 

人

数 

百

分

比 

整体设计 1 10% 6 60% 3 30% - - - - 

结构设计 - - 8 80% 2 10% - - - - 

内容设计 - - 8 80% 2 2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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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 260 份，有效问卷 249份。 

表 4 对管理人员问卷发放与回收统计（N＝46） 

表 5 对测试员问卷发放与回收统计（N＝262） 

由表 4 及表 5 可以看出对管理人员问卷的发放总回收率为 100%，总有效率

93.5%，对测试员问卷的发放总回收率 99.2%，总有效率 95.8%，故本论文的回

收率、有效率能够满足社会调查与研究的需要。 

调查问卷 发放量 回收量 有效量 回收率 有效率 

朝阳区 9 9 8 100% 88.9% 

海淀区 8 8 8 100% 100% 

东城区 7 7 7 100% 100% 

西城区 7 7 6 100% 85.7% 

丰台区 7 7 7 100% 100% 

石景山区 8 8 7 100% 87.5 

总计 46 46 43 100% 93.5% 

调查问卷 发放量 回收量 有效量 回收率 有效率 

朝阳区 39 39 38 100% 97.4% 

海淀区 43 43 40 100% 93% 

东城区 44 43 39 97.7% 90.9% 

西城区 46 46 46 100% 100% 

丰台区 35 35 33 100% 94.3 

石景山区 55 54 53 98.2 96.4 

总计 262 260 249 99.2% 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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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专家访谈法 

通过专家访谈对测试对象的有效性进行讨论，并针对调查问卷设计、发放、

回收过程进行研究，以保证问卷分析的的准确性、科学性。 

3.2.4数理统计法 

利用 spss13 软件对本研究问卷所取得的数据进行有效验证以保证数据真实

可靠后进行快速准确的分析。 

3.2.5 逻辑分析法 

本论文在分析文献数据资料时，运用类比与比较、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

合等有效逻辑论证方法对所要研究的问题进行研究与讨论。 

4 结果与分析 

4.1 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的发展现状分析 

4.1.1 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开展范围 

针对对北京市六大核心区（海淀区、朝阳区、东城区、西城区、丰台区、

石景山区）的测试部门走访过程中了解到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的发展是依赖于

国家国民体质测试发展水平，是国家国民体质测试体系中的一员，承担着对北

京市市民体质测试情况分析及完善国家国民体质测试体系的任务，北京市各体

质测试部是专门针对各区测试人群的测试情况及测试结果数据分析的一线部

门，对不断改善和发展北京市市民体质健康水平，支持全民健身计划纲要而奋

斗。截止到 2012 年北京市共拥有市级体质检测固定站点两个，分别为产朝阳区

体质测试站点和什刹海体育运动学校体质测试点，根据测试目的及范围分析，

什刹海体育运动学校测试主要针对国民体质测试和群众健身水平提供帮助，对

优秀运动员训练水平进行测试和对高质量的体育后备人才进行综合选拔；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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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站是直接为市民进行国民体质测试与大众健身指导的固定站点，是为体质

测试提供后备人才培养的基地,目前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开展范围有大学生体

质测试、社区居民体质测试、事业单位、政府机关部门体质测试几种，基本包

含了北京市所有群众，能够对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中得到北京市国民体质健康

情况。 

4.1.2北京市体质测试项目分析 

4.1.2.1 北京市传统体质测试项目 

北京市传统体质测试项目依据《国民体质测定标准》中的项目，结合地区

与自身发展特征，由科学化、人性化入手，对国民体质测试中确定的三个测试

方向内，身体形态、身体素质、身体机能指标进行项目确定如表 6 所示，且对

国民体质测试项目中局限性、误差性较大项目进行了删减，以更加准确反应北

京市群众体质状况的现状。 

表 6 2010年北京市传统体质测试项目 

身体形态 身体机能 身体素质 

身高 

体重 

BMI指数 

肺活量 

台阶试验 

握力 

坐位体前屈 

选择反应时 

身体形态即身体发育水平，即体格、体型、姿势、营养状况以及身体成分

的组成，北京市 2010 年传统体质测试项目中对身高、体重、BMI 指数进行了测

试，其主要以 BMI 指数的高低反应人体肥胖程度，身高与体重指标是 BMI 指数

产生的两个基本要素，BMI 的算法算法为 BMI=体重（KG）/身高(M)2，，在国际

上一般分为过轻，适中，过重，肥胖，非常肥胖，五个程度，国际标准体重为

22。男性女性指标分别为：男性低于 20,20-25,25-30,30-35，高于 35，女性低

于 19,19-24，24-29，29-34，高于 34。 

身体机能是指人体组成成分及其各器官的功能系统的生命活动综合表现。

在 2010 年北京市传统体质测试项目的调查中，2010年国民体质测试主要针对身

肺活量、台阶试验进行了能力水平测试，肺活量是为了反映除人体生长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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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法语水平的程度，且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为了说明身体机能的潜在发展能

力，一般来说健康程度越高，成年人在肺活量测试中所反映出的数值越高，而

老年人以及幼儿由于身体机能能力的下降和发育水平的不足其肺活量测试数值

显示较低。测量肺活量，对人体呼吸能力的好坏作出说明、并对呼吸能力降低

所带来的疾病可能性进行预判。在判断中由于肺活量因个体差异坏产生一定以，

因此我们仅以降低 20%以上才可认定为疾病问题，如一个人的肺活量测试值仅为

正常水平的 60%，则强度较低的运动都会引起呼吸急促、呼吸困难。台阶测试的

测试值所反映出的是心肺功能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有研究曾经发现：心肺

水平的高低可以体现在不同人群运动的 3 分钟之后其心脏搏动频率的高低，因

此，将其作为评价心肺功能水平程度的指标之一。 

身体素质的差异通常能够证明一个人在人体肌肉活动时其肌肉的反应程

度，是人体内部各器官组织对肌肉运动能力的综合表现，北京市 2010年国民体

质测试对握力、坐位体前屈、选择反应时的进行了不同人群、不同水平测定。

握力是以特定的测试仪器对手臂不同肌肉群进行测试，并使用体重等相关资料

进行指标评定，坐位体前屈则是人体上下肢、核心部位的骨骼肌韧带等器官组

织在静止情况下测量肌肉延展性、拉伸性的方法，选择反应时是为了测量神经

系统传递速度，测量人体对某一动作的反应时间快慢，以及其神经系统功能强

弱所做的测试。以上三种身体素质测验方法能够对人体骨骼、神经、肌肉等几

个部分进行测验，并能对身体素质中的力量、耐力、柔韧、灵敏等几个方面数

据进行系统分析。 

但是由于测试项目的局限性，针对身体形态、身体机能及身体素质的测试

在现阶段并不能更加深入的使受试者对自身身体情况进行微观了解，更大程度

上是在宏观层面对自身不同年龄阶段的身体变化进行把握，因此对测试者身体

情况的反应较为片面，且测试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亦受到外界环境因素影响，测

试数据误差较大，并不能十分精确地反映出真实的人体体质健康水平，故有必

要对体质测试项目进行扩展并对可能引起测试结果的影响因素及误差产生原因

进行细致探讨，北京市也在 2012 年引入了新的测试项目，以更加准确的对受试

者情况进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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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2 北京市新兴体质测试项目 

北京市在 2010年引入了新的体质测试项目，人体体成分分析仪，以此补充

和完善北京市体质测试项目，人体体成分分析仪主要通过人体对生物电抗阻情

况对人体成分进行分析，它的研制过程中对国内外类似的测试仪器进行了比较，

最后通过采用八点接触电极法，多回路方法对人体身体重量、体质构成成分、

肌肉在身体中所占比例、只放在身体中所占比例等几个方面进行测定，是一种

全新的衡量人体体质健康的方法，目前市场上的人体体成分分析仪主要以

BCA-2A 型号和 InBody72两种型号作为高端机型，用于测试及研究所需。 

人体体成分分析仪对肥胖特征的分析主要应用于体重指数，体脂百分比及

腰臀比三项指标。体重指数即 BMI 指数，传统体质测试项目中尽管同样可以对

BMI身高与体重的比值进行计算然而误差较大，通过分析仪可以直接针对人体内

部脂肪含量进行分析，能够尽可能减小误差。体脂百分比，男性测试的评定一

般在 15%-20%，女性在 23%-28%，女性只放在身体汉两种的百分比一般在不同年

龄段基本测试指标一致，男性则在 7-17岁之间每年减少 0.5%，其平均体质百分

比一般为 15%。腰臀比（WHR）是腰围除以臀围的比值，其目的是为了测试身体

腰臀部脂肪存储比率，WHR 标准值为男性 0.8-0.9，女性 0.75-0.85，WHR 值测

试与不同人体体成分分析仪有关，各型号测试仪器对测试方法也有不同区别，

部分分析仪在分析时不进行性别、年龄等数据引入，而 WHR 是受到除腰围臀围

以外因素影响的，因此需要利用总体脂在身体各段的分布及抗阻进行分析，在

数据统计较为全面的机型则可以直接进行测试，有效避免了人为操作时的性别

差异造成的不便，数据更为精确。 

人体体成分分析仪还能对肌肉平衡性特征进行分析主要应用于测试上下肢

肌肉均衡性、身体肌肉平衡与身体力量比例、EDEMA水肿分析三个部分。 

（1）上下肢肌肉平衡性。人体体成分分析仪将标准上下肢肌肉平衡性数据

进行图标制作，进而分别针对人体左臂、右臂、左腿、右腿四个部位进行分析，

同样将人体数据制成图标与标准图标进行对比，明确测试人群四肢数据与标准

数据差异性，将小幅度的误差视为个体差异及锻炼水平造成，而大幅度误差则

判断为疾病引起，需要进行医学治疗，。 

（2）身体肌肉平衡与身体力量比例。主要用于测试人体体重与肌肉含量之

间的关系，首先在测试中将测试人员体重进行输入，进而针对肌肉含量测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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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与体重进行对比，能明确比较出 4 个不同指标即体重高肌肉含量低、体重高

肌肉含量高，体重低肌肉含量低，体重低肌肉含量高，通过此种测试将人群从

锻炼误区中带出，以证实体重大的人群并非一定不健康，其体重可能是由于肌

肉含量较多造成，而不需通过更多的锻炼进行减重，如体重较大人群肌肉含量

低脂肪含量高则需通过锻炼进行肌肉与脂肪转化。 

（3）EDEMA 水肿分析。水肿是由于老年人和营养缺乏者由于肌肉含量减少，

组织间隙被水及脂肪充斥造成的身体某部位肥大的病症，健康人的标准为

0.36-0.40 和 0.31-0.35，人体体成分分析仪通过对 ECW（细胞外水）与 TBW（身

体总水量）的比值进行分析，通常 ECW（细胞外水）增加时代表水肿出现，中国

人天生的循环和排水能力比欧美人较差，毛孔细小，因此体内容易积压水分，

据调查中国有百分之十二的人群有不同程度水肿的存在，因此，人体体成分分

析对水肿测试能够够更好检测人体健康情况。 

综上所述人体体成分分析仪相对传统体制测试项目拥有简便性、准确性、

实用性等几个特征，能够避免在测试过程中对人体伤害，并能针对人体内部特

征进行特定分析解决了人工测试方法的阻碍因素，除此之外，体成分分析仪还

能针对人体体细胞群、人体骨物质含量、基础代谢率等众多项目进行检查，在

北京市体质测试中对于测试群众体质健康的情况更加直观的表现出来，且无需

进行多种器材的测试。 

4.1.3 体质测试工作的影响因素 

在对北京市六大核心区的 13 个体质测试部门问卷调查过程中曾对有关体质

测试管理人员及测试员对体质测试工作可能产生的影响因素的看法进行总结，

得出影响体质测试工作的因素可以分为测试前期准备阶段、测试进行阶段、测

试结果分析阶段对体质测试工作的影响。 

其中测试前期准备阶段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政府资金投入、测试管理人员

管理状况、管理人员学历结构、管理人员专业特征、测试员测试水平高低等几

个方面。测试进行阶段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受测者锻炼方式、生活方式、个体

差异性这三个方面。测试结果分析阶段影响因素包括测试环境对体质测试结果

的影响、测试仪器对体质测试结果的影响。 

由于体质测试工作范围开展较广、测试流程要求严谨且较为繁琐，因此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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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测试前期准备阶段、测试进行阶段、测试结果分析阶段分别进行探讨，

将此三个阶段对体质测试工作的影响程度深入研究，以便对今后体质测试工作

的发展提出意见及建议，更好地促进体质测试工作，对体质测试工作范围性进

行较为准确的把握，对体质测试工作的的繁琐性进行梳理，对体质测试工作的

严谨性提出具体要求，以此完善体质测试工作。 

4.2 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管理现状分析 

4.2.1 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监测点及人数数量分析 

由北京市体育局统计数据表明，北京市截止到 2012 年共有 18 个区县设立

的体质测试中心经过审批，全市三级体质监测站点拥有 300 多个，二级监测站

点 18个，约 2000余名测试人员取得了相应的测试等级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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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各直辖市监测点数量统计 

由图 1可以看出，截止到 2012 年，对比全国四个直辖市三级体质监测站及

二级体质监测站数量，北京均居于首位，北京由于具有行政优势，开展体质测

试较早，故其监测点建立数量较多，但与其余 3 个直辖市相比北京较天津、上

海、重庆二级监测点数量并无明显优势，即高级监测点数量不足，基层监测点

分布较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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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北京市监测点增长示意图 

由图 2 所示，北京市三级监测点数量呈上升趋势，且随着年份的增加，增

长速度有递增趋势，而北京市二级监测点数量较为平稳，各年增长量较为接近，

由此可见北京市近年来在不余遗力的发展基层监测点数量，但对高级监测点重

视程度有所下降，而高级监测点数量的不足将会引起数据统计不准确，测试结

果分析不理想等，因此在北京市今后发展过程中，应逐步加大重视，同时发展

高端及基层监测点，扩大监测点数量，提升监测范围。 

4.2.2对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经费的调查与分析 

经费是体质测试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在《中国体育法》中明确规定了

各级教育部门应根据体质测试项目开展的实际需要，把学生体质测试所需的测

试经费列入预算之中，以保障体质测试的顺利进行及正常开展，各级体育行政

机关应对体质测试的研究及后备人才的培养提供业务保障和经费支持。这也说

明了北京市体质测试中的经费主要来源是国家资金的投入、体育行政机关拨款

和各级教育部门的拨款。 

万方数据



对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工作现状及发展对策的研究  

论文随机验证编号：BT575116385153
- 20 - 

6.40% 3.40%

90.20%

体育行政机关拨款 各级教育部门拨款 国家资金投入

 

图 3 体质测试经费来源百分比 

资金经费是体质测试正常进行及发展的基本保障，北京市体质测试中的经

费主要来源是国家资金的投入、体育行政机关拨款和各级教育部门的拨款，如

图 3所示，其中国家资金投入占到体质测试全部经费的 90.2%，体育行政机关拨

款 6.4%，各级教育部门拨款 3.4%，可以看出国家对体质测试投入力度极大，但

体质测试经费来源的单一性不仅是对体质测试开展本身的阻碍，而且也给国家

带来了巨大负担，因此加大体育行政机关经费投入，教育部门经费投入，以及

寻找新的经济来源成为北京市体质测试发展的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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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对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管理人员现状分析 

4.2.3.1 体质测试管理部门现状分析 

12%

28%

46%

14%

0%

10%

20%

30%

40%

50%

非常重视 重视 一般 不重视

人数百分比

人数百分比

 

图 4 体质测试部门领导对测试的重视程度 

体质测试主管领导是整个体质测试环节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主要针对测

试人群、测试环境、测试仪器的使用情况及引进情况，包括国内外最新研究成

果等进行考察及研究，并进行体质测试的策划工作，逐级向下进行文件的传达，

以保证体质测试的总体方针，总体方向的正确性。而由体质测试部门领导对测

试的重视程度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如图 4，只有 12%的领导对测试非常重视能够严

抓体质测试管理，28%的人认为所在部门领导对体质测试持重视态度，而一般及

不重视测试的部门领导占调查人数的 60%，即超过一大半的领导对体质测试呈现

放任不管的态度，其所制定的方针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不能满足体质测试的发展，

不能与时俱进，对体质测试的筹备工作也不能很好地落实，致使下属单位在理

解上级领导关于体质测试方向的问题上出现错误，且测试部门领导对于体质测

试的不重视更会使体质测试的未来发展出现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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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体质测试内部管理状况（N＝13） 

北京市作为首批开展体质测试的直辖市，各区体育局设立独立的测试主管

领导为最基础的工作之一，独立的测试主管领导能更加有效的对体质测试策划

准备，方向指针进行传达，建立独立的体质测试科研团队是针对体质测试未来

发展走向的前沿团队，是及时对国内外先进体质测试方法进行引进、创新、开

展重要组成，是对测试具体开展手段进行补充的有力保障，建立体质测试档案

库能够更好的反应北京市国民体质情况，通过历年体质测试档案进行对比分析，

快速、准确、有效地对北京市公民身体健康情况进行直观了解，并提出近年来

体质某项指标的提升及下降趋势，及时针对薄弱点对公民进行建议，以此改善

公民体质，以上三方面应是体质测试管理的重中之重，然而对北京市六大核心

区 13个体质测试部门的问卷调查中了解到如表 7所示，设立独立的测试主管领

导的测试部门仅占 23%，而 77%的测试部门由体育局其它部门主管领导负责，不

能直接有效的对体质测试进行管理，且对体质测试不甚了解，没有建立独立的

体质测试科研团队的测试部门占到总数的 38.5%，以此对北京市未来体质测试发

展起到了阻碍，而建立体质测试档案库的数据则更为惊人，有 84.6%的体质测试

部门未建立体质测试档案库，体质测试是一个长期的发展及研究过程，体质测

试档案库的建立才能够更好的把握测试研究方向，深入了解国民体制变化。 

综上所述，体质测试的管理部门在体质测试环节中起到领头作用，优秀的

体质测试管理部门是保证体质测试设计、实施、总结、发展的关键，只有对体

质测试管理部门的管理体制进行完善，才能保证整个体质测试流程良好运转。 

 

 

 

 

 设立独立的测试主管领导 建立独立的体质测试科研团队 建立体质测试档案库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部门数量 3 10 5 8 2 11 

（%） 23% 77% 38.5% 61.5% 15.4% 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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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2 管理人员学历结构及专业特征分析 

表 8 体质测试管理人员学历构成(N＝43) 

从表 8我们可以看出，体质测试部门的管理人员中有 58.1%达到了本科学历，

占主导地位，管理人员的学历代表一个人管理水平、科研能力，对体质测试发

展的统筹把握方面的优劣，虽然北京市六大核心区体质测试部门的管理人员学

历大部分较高，但是本科以下学历仍占到了总人数的 25.6%，虽然不能片面的认

为其管理能力的不足，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对科研水平，综合素质有着影响，造

成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管理人员学历较低的原因主要有：（1）老一辈体质测试

管理人员所处时期教育发展水平较低且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管理人员的选拔并

不科学，其专业性较低。（2）北京市事业编制限制对外地高学历人才的引进具

有阻碍作用，且本地学历水平相对不足。因此目前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管理人

员应通过自学及成人教育等方式弥补自身不足。 

13.95%

6.8%

9.3%

9.3%
28.2%

32.45% 工商管理

农林经济管理

公共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体育管理

其它专业

 

图 5 管理人员专业百分比（N＝43） 

学历 人数 百分比 

中专及以下 2 4.7% 

专科 9 20.9% 

本科 25 58.1% 

研究生及以上 7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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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北京市六大核心区体质测试部门调查管理人员 43人的专业调查结果表

明，从事工商管理专业的管理人员占 13.95%，农林经济管理 6.8%，公共管理 9.3%，

体育管理 28.2%，其他专业 32.45%，其中非体育专业测试管理人员占总人员的

71.3%，尽管测试管理人员主要从事测试安排，测试协调等方面的工作，但是对

体质测试的科研水平，测试的发展状况也具有一定责任，而非体育管理人才对

体质测试一般了解程度较低，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体质测试方向的把握，仅由

测试管理角度出发从事管理专业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67.55%，其他专业人数为

32.45%，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测试管理人员不专业，体质测试管理水平低下等问

题。 

4.2.3.3 管理人员参加各类培训基本情况分析 

表 9 体质测试管理人员培训情况（N＝43） 

 管理类培训 科研类培训 测试操作培训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人数 31 12 16 27 9 34 

百分比 72% 28% 37.2% 62.8% 20.9% 79.1% 

对北京市六大核心区体质测试部门管理人员 43名的调查结果中，参加各类

培训基本情况如表 9所示，参加过管理类培训人员占总人数的 72%，参加过科研

类培训人员占总人数的 37.2%，参加过测试操作培训人员占总人数的 20.9%，由

数据反映情况来看，由于体质测试管理人员主要以统筹把握、协调管理为主要

任务，因此参加管理类培训人数百分比明显高于科研类及测试操作培训人数百

分比，然而对体质测试的统筹把握则需要对体质测试内容及结果等科研进行研

究，37.2%的人员参加过科研类培训将造成体质测试统筹规划时的分散，具体体

质测试内容不了解，测试方向不明确等，参加过测试操作培训人员占总人数的

20.9%这一数据更加不符合体质测试管理的要求，作为体质测试管理人员，体质

测试操作的方式与方法的不明确，极易造成测试人员对测试群众测试过程中出

现重大错误，因此综上所述测试管理人员不仅仅是对管理具有一定水平，更主

要的是应在体质测试的了解与深入研究后再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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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中测试员现状分析 

体质测试人员的测试水平直接影响测试流程及测试结果的分析。测试员在

工作中，首先将会对智能化体质测定 ic卡系统进行电脑操作，包括团体及个人

基本信息录入、打卡编号等，之后由部分测试人员分别对各个测试仪器进行测

试，并有专门负责人进行场地秩序的管理，测试人员在测试结束后还需对被测

试者进行生理学、医学方面的讲解，以使被测试者对自身身体情况进行了解。

测试的基本要求对测试水平有极大影响，如坐位体前屈要求两膝不得弯曲，在

触碰前方推板时不得借用惯性使其迁移，而体质测试的主要要求也以严谨性、

科学性为主，要求测试人员在测试过程中严格按照测试仪器的要求进行测试，

不得出现任何疏漏，以避免测试结果的误差，而对测试结束后的讲解方面要求

语言表达准确、专业性较强，因此根据测试人员的测试职责与要求，测试人员

的学历、年龄、参加测试员培训的情况都会直接影响到测试水平的高低。因此

需进一步进行探讨与分析。 

4.2.4.1 对测试员年龄、学历、来源分布的分析 

表 10 体质测试员年龄分布情况（N＝249） 

年龄 30 岁以下 30-40 岁 41-50 岁 50 岁以上 

人数 104 人 76 人 40 人 29 人 

百分比 41.8% 30.5% 16.1% 11.6% 

截止到 2012 年，北京市约有 2000 余名体质测试员取得了相应的测试等级

证书。其中北京市六大核心区体质测试员 249 名，将近占取得北京市体质测试

等级证书人数的十分之一，其中体质测试员的年龄分布如表 10所示，30岁以下

体质测试员是体质测试中的新生力量，占总测试人员的 41.8%，具有较强的操作

能力及充沛的精神对体质测试中细节、复杂工作较为准确的把握，30-40岁测试

员占总测试人员的 30.5%，这一部分测试员对操作流程的掌握了然于心，能够起

到承上启下的示范作用，而 41-50 岁测试员占到了总测试人员的 16.1%，这部分

测试员将主要对测试宏观性进行把握，对数据进行整理，具有丰富的经验，50

岁以上测试员仅占总人数的 11.6%，由于年龄因素并不适合站在体质测试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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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进而成为了培养及指导年轻优秀体质测试员的主要成员，对关键测试点及

测试中存在的问题能够及时发现并合理解决。 

表 11 体质测试员学历分布情况（N＝249） 

在对 249 名体质测试员学历调查中，由于体质测试员的专业性要求，只需

对测试进行为期一段时间的培训即可取得测试资格，因此在体质测试员分布如

表 11中专科以下人数达到了 68人，占总人数的 27.4%，较体质测试的管理人员

学历水平明显较低，而本科学历人数占到了总人数的 60%，说明现阶段体质测试

人员的综合素质较高，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仅占测试人员的 12.6%，尽管较往年测

试员学历水平已有较大幅度增长，然而随着体质测试的更加深入，高学历人才

的需求必将继续增多，此外体质测试员除培训中除对体质测试仪器的使用外，

一般在体质测试进行过程中还将负责对体质测试结果的数据分析对受试者进行

讲解，告知受试者体质情况的优劣势，以便使受试者更好的对自身锻炼方式、

生活习惯等进行改进，而一般随着学历越高，其对于体质测试或相关内容的了

解更为丰富，表达能力较强，能够更好的对受试者的实际情况提出意见及建议。 

43.2%

39.8%

11%
7%

高等院校毕业

测试资格考试

组织分配

其他

 

学历 人数 百分比 

中专及以下 32 人 12.9% 

专科 36 人 14.5% 

本科 157 人 60% 

研究生及以上 24 人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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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体质测试员来源分布(N＝249) 

在对北京市六大核心区体育局体质测试部门中体质测试人员来源的调查中

如图 6发现，43.2%的测试员是由高等院校毕业进而考取测试资格进行体质测试，

39.8%的测试员是直接通过测试资格考试后获得上岗资格，据此调查总计 83%的

体质测试员其测试水平较高，能够准确使用测试仪器，把握测试环节，分析测

试结果，而 11%的由组织分配到体质测试部门的测试员从客观角度来说测试水平

较为低下，其测试均是通过短时间培训直接上岗，会对体质测试的严谨性产生

影响。 

4.2.4.2 测试人员参加体质测试培训基本情况分析 

表 12 体质测试员测试培训情况(N＝249) 

 体质测试设计相关培训 体质测试操作相关培训 体质测试数据统计相关培训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人数 132 人 117 人 196 人 53 人 151 人 98 人 

百分比 53% 47% 78.7% 21.3% 60.6% 49.4% 

体质测试员的主要工作内容为体质测试设计、体质测试的操作、体质测试的

数据统计、体质测试结果的分析三个方面，在培训过程中培训师一般会针对这

三个方面对学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体质测试的操作包括各类传统体质测试

仪器的使用，国内外最新仪器的研究，体质测试的数据统计主要以基础的电脑

软件系统为主，通过一整套系统对体质测试各测试数据进行收集，体质测试的

结果分析则一般会通过学习解剖学、营养学、生理学内容为主，使学员对数据

结果所代表体质问题有所了解，对北京市 13个体质测试部门发放调查问卷的 249

名体质测试员的培训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12所示，其中参加过体质测试设计

的测试员为 53%，未参加过的为 47%，将近半数人员对体质测试的设计方法并不

了解，体质测试员操作情况较为理想有 78.7%的人进行过体质测试操作的相关培

训，也证明北京市体质测试操作中情况较好，测试数据较为准确，同时测试员

对测试操作的认识水平较高，自觉性较强，而体质测试数据统计方面的相关培

训，参加过得测试员占调查总人数的 60.6%，体质测试数据统计的相关培训是对

测试设计，测试操作的最终评价，提高测试员对体质测试数据统计相关培训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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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更好对北京市国民体质提升提供有效对策。 

4.3 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后备人才来源分析 

体质测试后备人才培养是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的重中之重，保持体质测试

管员及测试员质量的提升及可持续发展才能对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的发展提供

人才基础，体质测试后备人员包括体质测试管理人员与体质测试员，通过对北

京市 6大核心区 13个体质测试部门的调查问卷分析如图 9所示。 

54.5%36.1%

9.4%

社会培训机构

高校培训组织

其它来源

 

图 9 体质测试后备人才来源 

从图 9 看出体质测试后备人才的来源中 54.5%来自社会培训组织，36.1%来

自高校培训组织，其它来源为 9.4%，北京市后备人才培养应以各方单位共同努

力发展为主，单方面强调后备人才来源是不科学的，应以社会培训机构、高校

培训组织及其它来源共同发展，扩展北京市后备人才培养渠道，才能解决北京

市后备人才缺失问题，大力发展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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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发展优势及存在问题分析 

4.4.1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发展优势 

4.4.1.1 监测点、人数分布及数量较广 

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监测点较其它直辖市更多、更广，通过测试等级考试

的人数较多，测试基础较好，是北京市体质测试发展优势之一。北京市国民体

质监测点的建设是体质测试发展中的首要环节，更多更广的体质监测点能够更

加及时有效的反应北京市国民体质监测数据，对各部门数据沟通提供支持及技

术交流平台，通过体质测试等级考试的测试人员较多能够有效提高体质测试人

员测试水平、科研水平、激发测试人员的竞争意识，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从侧

面对国民体质测试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4.4.1.2 体质测试管理及测试员年龄学历分布较合理 

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管理及测试人员的年龄段分布相对较合理，没有出现

断接现象，由老一辈体质测试管理及测试人员对年轻人才进行培训，提供帮带

作用，新一代体质测试管理人员及测试员具有较强的操作能力及较新的科研创

作水平，有效提高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管理人员及测试

员的学历相对较高是北京市体质测试发展的优势之一，国民体质测试管理人才

是体质测试发展宏观方向的掌控者，国民体质测试人才是体质测试发展中科研

及具体细节的核心部分，北京市体质测试发展同时拥有高学历的管理者及测试

者，对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今后的发展有明显优势。 

4.4.1.3 新增体质测试项目较为先进 

北京市国民体质参照国家体质测试项目，结合自身特点与因素，对国家体

质测试项目内容进行分析选定，此外又参照国内外最新测试方法、测试内容，

引入了人体体成分分析仪，且此测试项目较传统体制测试项目拥有简便性、准

确性、实用性等几个特征，很大程度避免了在测试过程中对人体的伤害，并能

针对人体内部环境进行进一步测试，优于人工测试的局限性，从技术层面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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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了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的数据误差问题，完善了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项目，

为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的发展扫清了障碍。 

4.4.2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发展存在的问题 

4.4.2.1 体质测试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不健全 

后备人才的输送是北京是体质测试发展的过程中的重点之一，各级体育机

关，教育部门应对后备人才的培养提供意见及建议，加强国民体质测试的后备

人才培养，优化体质测试管理人员及测试员的综合素质，提高后备人才科研水

平，实践能力，为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输送大批人才。但是，在目前输送过程

中还存在许多问题，表现在：各体育局教育机关对体质测试后备人才培养意识

淡薄，体质测试的实践能力不足，体质测试后备人才增长率逐步降低，培养渠

道和培养机制不完善，体质测试后备人才的培养主要由社会培训机构进行管理，

而由高校培养的体质测试人才较少，综合素质不理想，极大地阻碍了北京市国

民体质测试的发展培养质量和素质水平不能满足体质测试需求 

4.4.2.2 体质测试内部管理体制不完善 

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内部管理体质不够完善和科学，首先国民体质测试部

门领导不够重视，对北京市六大核心区 13个测试部门的调查问卷中发现只有 12%

的领导对国民体质测试非常重视能够严抓体质测试管理，超过一大半的领导对

体质测试呈现放任不管的态度，因此更不会将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的未来发展

列入计划当中去，使国民体质测试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其次体质管理制度不健

全缺乏独立的测试科研团队，仅有 38.5%的测试部门拥有独立测试团队，再次，

管理科学化水平不高，84.6%的国民体质测试部门没有建立体质测试档案库，体

质测试是一个长期的发展及研究过程，体质测试档内部管理体制的良好运作才

能够更好的把握体质测试的测试研究方向，对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提供有力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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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3 资金经费来源缺乏，渠道单一 

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中的经费主要来源是国家资金的投入、体育行政机关

拨款和各级教育部门的拨款而其中国家资金投入占到体质测试全部经费的

90.2%，体育行政机关拨款及各级教育部门拨款仅占 9.8%，主要经费还是国家财

政投入，无形的为全国国民体质测试增加了负担，充足的资金保障，是对北京

市国民体质测试科研水平的有力支持，是保证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快速发展的

前提，造成资金来源缺乏的主要原因是筹款渠道较为单一，北京市体质测试相

关机构应扩展筹资渠道，寻求社会各界支持。 

4.4.2.4 体质测试人员科研意识薄弱 

由于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部门部分临到不重视体质测试人员包括体质测试

管理人员及测试员的科研能力水平，且体质测试人员自身科研意识不强，部分

地区科研条件不达标等原因共同造成了体质测试人员的科研意识薄弱，北京市

国民体质测试的发展必然有赖于体质测试科研水平的提高，体质测试科研水平

的提高前提是具有良好的科研意识，所以鼓励和加强体质测试人员的科研能力

刻不容缓，应使体质测试人员成为科研型、创新型人才。 

4.5 对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发展对策的研究 

4.5.1 建立新型测试模式和管理理念，扩展筹资渠道 

目前北京市体质测试系统的筹款大多使用单一的、独立的模式，即国家资

金的投入、体育行政机关拨款和各级教育部门的拨款，这种模式主要依靠国家

资金的支持，除在特定每五年进行一次的全国国民体质测试时期外，体质测试

的科研资金配给严重不，科研条件明显下降，因此这种模式应是最初级、最原

始的筹资模式。这种落后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体质测试水平、后备人才

培养、体质测试研究、体质测试人才的交流，影响了北京市体质测试未来的发

展走向。 

改变单一的筹资模式成为摆在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面前的一座大山，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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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六大核心区 13个测试部门走访过程中曾发现一种新型筹资模式，即利用

商业化理念对国民体质测试进行整合，将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部分资金缺乏项

目交由商家进行商业投资或以赞助基金模式提供帮助，之后对商家进行技术及

测试数据资料反馈，做到商体爽赢。尽管这种筹资模式刚刚起步，各项规章制

度并不完善，引起群众对国民体质测试目的得进行讨论，然而随着程序的完善、

制度的落实，其不失为一种有效筹资渠道。 

单一的、独立的筹资模式必然会被新的筹资渠道所取代，而这种商体结合

的模式只是在寻找筹资渠道上的一种探索，随着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体系的完

善，必然会出现更多筹资模式，同时有待我们的研究。 

除此之外，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的内部管理机制也存在着较大问题，领导

班子测试理念跟不上测试的发展，领导班子的组成很大一部分不是专业的体质

测试领域人才，对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系统的管理制度不明确、管理效率低下，

且对建立独立的体质测试科研团队、独立的数据统计库不重视。要解决这类问

题，首先必须完善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的相关政策法规，做到有法可依，有法

可循，只有在良好的监督环境下，加强科学化管理手段，才能逐步做到提高科

研团队水平、建立独立的数据统计库。 

4.5.2强化激励机制，抓紧落实体质测试后备人才培养制度 

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各级体育机关，教育部门积极发

挥各自人才培养对策，加强国民体质测试的后备人才培养，优化体质测试管理

人员及测试员的综合素质，提高后备人才科研水平，实践能力，为北京市国民

体质测试输送大批人才。但是，在目前输送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表现在：

各体育局教育机关对体质测试后备人才培养意识淡薄，体质测试的实践能力不

足，体质测试后备人才增长率逐步降低，培养渠道和培养机制不完善，培养质

量和素质水平不能满足体质测试需求。结合对北京市六大核心区 13个体质测试

部门所做调查，对体质测试后备人才培养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切实增强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领导、管理者对体质后备人才发展的意

识和自觉性。培养北京国民体质测试后备人才建设既是相关国民体质测试组织

的任务，也是体育部门和各级各类教育部门的重要任务，是建设国民体质测试

高水平、高质量、高人才的必然要求。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后备人才培养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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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备人才体质测试设计能力、科研水平、实践操作能力、数据统计能力这四个

指标为依据，坚持在社会或各培训机构中严格把握审核原则。深化各测试组织、

体育局领导及管理者对体质测试人才培养的意识与自觉性、推进体质测试人才

素质教育、丰富体质测试培养体制的完整性、连贯性，是北京市培养和造就国

民体质测试后备人才的基础，是全面落实体质测试后备力量，促进北京市国民

体质测试稳步发展及可持续性发展的必然途径，是体质测试部门、教育部门所

要共同承担起的职责。要充分认识体质测试后备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采取切

实有效措施，进一步增强社会培训组织、学校测试团体、专业测试人员资源共

享的体制机制，进一步扩大体质后备人才培养的规模，提高北京市国民体质测

试后备人才培养的质量。 

（2）加强各培训机构、学校的体质后备人才培养，广泛发现和向各级体质

测试部门、机构输送体质测试人才。培养优秀体质后备人才要与年龄、学历等

因素相挂钩。广大学生群体中蕴藏着大量具有高体质测试水平的苗子，广泛开

展体质测试的实践是发现、选拔和培养体质后备人才的简要方法。学校要正确

处理好学生文化素质培养及体质测试水平培养共同发展，在确保学生综合素质

较高的基础上，大力开展多种形式的体质测试人才选拔，及时发现并有重点地

培养体质测试后备人才在体质管理、体质测试实践操作、体质测试科研水平的

苗子，提高他们各项专业测试水平。社会中的体质测试资格考试相关部门要加

强考试的考核准则及严谨性，要加强参训人员的基础文化水平建设，妥善安排

好基层人员的文化学习和考试，不能仅针对体质测试水平提高而抛弃综合素质

的提高，体质测试主管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对输送体质测试后备人才的学校及

社会测试机构提供有力资金保障及严格的监督管理，对严格落实培养计划单位

予以物质及精神表扬，对培养较差单位进行批评或取缔。 

（3）积极改善体质测试测试环境，提高体质测试人员待遇，是吸引体质测

试专业人才的有效途径。体质测试环境、体质测试人员待遇是吸引高水平体质

测试人才的基础，是培养体质测试后备人才的有力保障，各级体质测试相关机

构和部门应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改善测试环境、加强体质测试人员待遇，强

化资源管理，形成完整的测试人才管理体系，更好的吸引体质测试专业人才的

加入。 

（4）完善体质测试竞赛制度，充分发挥竞赛的杠杆作用。逐步开展体质测

试的相关竞赛，体质测试竞赛是增强体质后备人才对科研能力、实践能力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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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意识提升的有效方法，教育、体质测试相关部门共同举办各区、各地方青少

年体质测试技能、科研、实践比赛，对体质测试各方面较突出者共同颁发优秀

证书，充分发挥体质竞赛杠杆作用，用竞赛方式吸引体质测试后备人才的加入

及水平提升 

（5）建立体质后备人才档案库。对体质测试专业型人才进行追踪，对优秀

体质测试后备人才积极吸纳，避免体质测试后备人才流失，并无偿向体质测试

后备人才提供技术、科研、资金的支持，为体质测试后备人才提供良好的发展

环境，，开展体质测试后备人才交流计划，对人才档案库中人员定期通知参加各

类知识讲座，赋予体质测试后备人才交流的平台，在所追踪的体质测试后备人

才个人技术专业能力成熟后，引入北京市各级体质测试组织及机关从事管理、

测试相关工作，充分发挥后备人才作用。 

综上所述强化激励机制，促进专业体质测试的管理人才、测试人才的不断

产生，通过适当合理的培训体制，加强并规范对体质测试培训单位的扶持力度，

在保证高学历人才引进前提下加强对国民体质测试管理人才、测试人员的培养

激励机制最终培养出一批在自身素质、测试水平、科研水平均均过硬的体质测

试队伍，对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的发展奠定人才基础。 

4.5.3 加强档案建设、建立规范的元数据库及质量控制体系 

在对北京市 6大核心区体质测试部门调查问卷中仅有 15.4%的北京市国民体

质测试部门建立了独立的测试数据档案库，且档案库质量较差，另有 84.6%的测

试部门没有建立档案库，分析其原因首先在于测试部门对档案建立、档案管理

的意识淡薄，不注重档案库档案材料的分类，其次测试数据档案库的建立部门

对北京市体质测试体系了解不足，再次各建立单位在档案管理之中不能做到档

案保密性与流通性的协调融合，且档案建立人员业务素质不达标。针对以上问

题，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档案建设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善： 

（1）加强数据库建设总体规划设计。 

北京市国民体质数据库建设，由于涉及人员较多，较杂，其建设周期必然

较长，且数据库的成功建立关系到北京市国民体质健康情况的分析，应有专门

的档案管理部门提供指导意见，指导方针，从宏观角度把握布局，并协同相关

部门对北京市国民体质数据库建立的可行性进行验证，提出管理及建设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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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体育局积极配合开展档案建设工作，基于宏观原则细化建立方法，可以建

立大范围的数据结构、数据框架，对各测试部门进行资源共享，改善目前数据

库独立性较强、质量较差的情况。 

（2）建立规范的元数据库及质量控制体系。 

目前已经拥有的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数据库的设计结构较为混乱，且数据

库的兼容与共享问题不能得到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应以建立元数据库为基础

解决。元数据库的建立最好以测试数据字段的名称、数据类别、文字长度、划

分项目等方面入手，建立档案元数据字典，能够更好的为数据共享提供保障，

为数据库的完善提供依据。 

其次针对数据库数据质量的问题，首先应提高对数据质量的监管力度，对

数据库前期设计、中期细节、后期管理工作的把关，并制定质量考核体系，在

数据库建立完成后对数据库中单项数据进行抽样检验，通过检验测定数据库中

数据是否准确、完整，优秀的质量控制体系保障北京市国民体质数据库管理工

作顺利开展。 

（3）加强档案数据库团队建设 

随着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数据库的不断增加，对档案信息维护工作日益困

难，且对人员业务水平要求越来越高，其人员不仅要了解北京市体质测试相关

流程，还要对档案管理未来走向进行统筹，这需要档案管理部门和教育机构合

作，全面带动数据库团队的建设，在良好数据库团队的保障下推进北京市国民

体质测试档案开发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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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5.1.1 北京市二、三及监测站点数量均高于其它直辖市，且三级监测点分布较广

较平均，二级监测点相对于北京人口较少，不能满足对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的

需要。 

5.1.2 北京市体质测试中的经费主要来源是国家资金的投入，体育行政机关拨款

和各级教育部门的拨款作为体质测试经费的次要来源，且投入比例较小。 

5.1.3 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管理人员中领导对体质测试重视不足，建立独立的科

研团队及测试档案库的部门较少，管理人员学历程度较高，所学专业与体质测

试方向吻合度低，且参加业务培训中以管理类培训为主，科研类培训及测试操

作培训类参与人数较少。 

5.1.4 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中测试员年龄分布较平均，没有出现断接现象，且测

试员的学历相对管理人员较低，体质测试员主要来自高校毕业生及社会中的体

质测试资格考试。 

5.1.5 北京市后备人才培养来源中 5.5%来自社会培训组织，36.1%来组高校培训

组织，其它来源为 9.4%，其中社会培训组织来源较多但综合素质较低，高校培

训组织培训水平较高，人员学历较高，科研能力较强。 

5.2 建议 

5.2.1 在今后的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中应设立独立的测试主管领导及科研团队，

以便对测试的前期准备、测试内容、测试结果拥有较为准确理解和快速的处理

能力、加大测试数据档案库的建立，为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数据的保存及体质

测试的持续性打好基础。 

5.2.2 完善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监测点数量及部分，扩宽体质测试资金来源渠

道。提高认识，重视体质测试中管理人员、测试人员科研水平及科研知识的学

习，加强业务培训及管理、测试人员的学术交流。 

5.2.3 在北京市国民体质后备人才培养中应切实增强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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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对体质后备人才发展的意识和自觉性，加强各培训机构、学校的体质测

试后备人才培养，广泛发现和向各级体质测试部门、机构输送体质测试人才，.

积极改善体质测试测试环境，提高体质测试人员待遇，并完善体质测试竞赛制

度，充分发挥竞赛的杠杆作用之后建立体质测试后备人才档案库，完善体质测

试人员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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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A 调查问卷 

对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现状的调查问卷 

您好！ 

我是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院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 2010 级研究生指导老师是

李铁录教授，我的毕业论文是《对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现状与发展对策的研究》，

现对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现状进行调查，希望您能在百忙之中认真填写，您的

观点对本研究非常重要。问卷涉及的问题不存在正确与否，也无好坏之分，只

需按您的实际情况填写即可。衷心感谢您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填写时请注意测试对象，并在相应的选项打（√）。 

硕士研究生：张旋 

1.您的基本信息： 

姓名：_________  年龄：_________ 职称：_________专业           

      

2.请问您主要的工作性质是： 

1.管理人员                              2.测试员   

 

2.您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包括目前在读的）是： 

1.中专以下                              2.专科   

3.本科                                  4.研究生及以上 

 

3.  请问您参加体质测试的年限     

发表科研论文    篇 

其中核心期刊论文    篇 

 

4.请问您所属部门领导对体质测试的重视程度： 

1非常重视      2重视      3一般      4 不重视 

 

5.请问您所在的部门的内部管理情况： 

1.是否设立独立的测试主管领导  

                    是                             否 

2.是否建立了独立的体质测试团队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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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是否建立了体质测试档案库 

                    是                             否 

6.请问您是否参加过以下培训： 

        1.管理类培训:        是                     否 

2.科研类培训：       是                     否 

4.体质测试设计培训： 是                     否                

5.体质测试数据统计相关培训：  

是                     否 

3.实践操作类培训：   是                     否 

 

7.请问您从事测试员工作前的来源（仅测试员回答）： 

1.高等院校毕业               2.社会测试资格考试  

3.组织分配                   4其它 

 

8.请问你认为提高科研意识是否有必要： 

1.非常必要                  2.有必要         

3.可有可无                  4.无必要 

9.请问您学习体质测试相关科研知识的频率： 

1.经常               2.偶尔           

3.很少               4.从来没有 

 

10.您认为体质测试后备人才中以下几个来源所占比例约为： 

1.社会培训机构       % 

       2.学校培训组织       % 

3.其它               % 

 

11.请问您了解的 2010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项目有哪些： 

 

 

 

12.请问您认为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结果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13.请问您认为北京市目前国民体质测试中存在哪些问题： 

 

 

 

再次感谢您的帮助，祝您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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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问卷效度专家评价表 

尊敬的专家： 

    您好！ 

首先感谢您能够抽出时间对我的调查问卷做效度评价，我的论文题目为《对

北京市国民体质测试现状与发展对策的研究》，为了解北京市目前国民体质测试

的基本情况，特设调查问卷一份，为了达到预期效果，现就调查问卷设计的合

理性及有效性向您征求意见和建议。 

                                              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院 

研究生：张旋 

                                              指导老师：李铁录教授 

1.您的基本信息： 

姓名：__________  工作单位：__________ 职    称：__________     

专业：__________ 

 

2.您对问卷整体结构设计的评价如何？ 

非常合适（） 合适（） 比较合适（） 不太合适（） 不合适（） 

 

3.您对问卷内容设计的评价是： 

非常合适（） 合适（） 比较合适（） 不太合适（） 不合适（） 

 

4.你对问卷量度指标评价如何： 

  非常合适（）  合适（） 比较合适（） 不太合适（） 不合适（） 

 

5.你认为问卷还有哪些增删和修改： 

（1）需要删去的问题编号__________ 

（2）需要修改的问题编号和需要修改问题的意见与建议是： 

（3）需要增加的问题是： 

 

 

 

 

 

再次对您的帮助和修改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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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个人简历： 

张旋，河北石家庄人，1989 年 2 月 15 日生 

2006 年 9 月进入北京体育大学竞技体育学院学习运动训练专业，获教育学学士学位。 

2010 年 9 进入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院读研究生，攻读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 

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1.张旋.《中小学体育教学改革的建议》河北教育，2009.2. 

2.张旋.《李娜法网夺冠原因探索》石家庄学院学报，2011. 

3.张旋.《中小学校园体育文化建设探析》石家庄学院学报，2011. 

4.张旋.《新时代全民体育健身中放松能力训练的研究》.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院院刊，2011. 

5.张旋，王伟鉴《不同社会发展段体育功能的变迁》.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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