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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上海海洋大学体测工作总结 

为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我校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 2015年开展国

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和落实学生体育三个办法有关工作安排的通知》（教

体艺厅函〔2015〕32 号）相关要求，于 2020年 10月 16日开始全面开展国家

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教育部印发《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是作为评价学

生综合素质、评估学校工作的重要依据。同年，教育部印发《学生体质健康监

测评价办法》等三个文件通知，从学生的身体 形态、身体机能和身体素质等方

面综合评定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体魄强健。 

本次体测于 2020 年 11月 29日结束，整体工作为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教

育部、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进一步落实学校《上海海洋大学关于进一步做好

学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及近期学校关于疫情防控

方面的通知，最大限度保障我校体测学生健康安全，体育部根据近期新型肺炎

疫情防控要求，制定出相应体测安排。体育部按照学院年级划分、年级分批，

分时段进入体测场所，并且设置人流量控制岗位，严格控制体测现场人数。现

场仪器和地面严格执行每半天消毒 1次，全天开窗通风，工作人员全天佩戴口

罩等措施，确保整个体测工作可以在有序、安全、高效的环境下完成。 

一、体测场地和时间 

自 2019年健康促进教育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投入使用以来以

累计服务体测对象约 25000人次。今年体测使用体育场东看台 101，102 和 50

米室内跑道作为室内测试场所，共计约 330平方米，全封闭体育场作为 50米测

试和 800 米/1000米测试场地。整个体测过程实施封闭式管理，设置了单一出

入口，避免了闲杂人员进出和可能出现的影响成绩的问题。与以往相比，因为

体测仪器问题出现的漏项、数据不准等非人为因素和人为导致的数据偏差因素

基本杜绝。整体体测仪器水平已基本达到国内高校领先水平。与以往相比，今

年“中心”安排了专门的老师，在体测咨询室 104回答学生的免测问题、成绩

问题及体测疑问等，大大减少因为不明政策、不明体测规则导致的成绩问题。 

因疫情原因，2020 年春季学期体测未组织，本次体测对象为全校一至四年

级本科生。经综合考虑体测纪律、体测管理、人数控制、体测安全等因素，

“中心”特意安排体测在周五下午、周六和周日全天进行。为方便学生根据自

我需要和身体条件选择合适的时间进行体测，“中心”安排每周周日下午为机

动时间，可为补测、错过时间或需要提前体测的同学进行测试。另一方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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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时间调整到周末不仅有利于实施封闭式体测管理，保证体测现场秩序，也可

有效避免大规模人群聚集而做出应对办法。 

二、后勤与管理 

本年度的体质健康测试工作由体育部健康促进教育与研究中心具体组织，

我校各学院、教务处、后勤服务中心、保卫处、现代信息与教育技术中心、校

医务室等职能部门协助，共同为我校各学院本科生提供体质健康评价服务。和

往年一样，我校体育社团管理总会的同学在这次体测工作中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在体测前，现教中心老师对接体测软件系统，调试网络信号，协助检查服

务器和安装电话等事宜。教务处老师与“中心”老师对接在籍学生名单。保卫

处协助布置场地，安排安保人员在体测期间维护秩序，为找不到入口的学生指

明方向，并随时应对突发情况。校医务室医生们从体测第一天开始，一直值守

在体测现场，兢兢业业地守护每一名学生的健康安全，每场体测一直到最后一

名体测学生安全离开后才下班，医务工作者们为我校学生提供了强大有力的医

疗保障。今年体测 800/1000 米测试后，出现了多例呕吐情况，保洁人员随时待

命，及时清扫，保证现场的清洁，防止可能出现的病毒细菌扩散，为后续测试

学生的健康提供保障。 

三、2020 年工作亮点 

1. 今年仍然采用微信建群的办法，邀请各学院负责教师进入聊天群组，及

时通知各学院体测动向和事宜。和往年相比，今年入群的教师中不乏有学院的

书记、教学秘书、辅导员老师，他们的入群极大提升了工作效率，减少了沟通

时效性问题。 

2. 各学院负责老师今年可以随时查看自己学院同学的体测成绩，随时监控

本学院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督促学生进行运动锻炼、成绩复议等。 

3. 自 2020级学生开始，体测成绩纳入到体育课成绩，因此，国际交流学

院的 2020 年入学的留学生也参加了体测。 

4. 今年体测现场，配有工程师提前调试仪器、现场维修出现故障仪器、体

测后维护仪器的等工作安排，使数据测试的准确性和 2019年体测的准确性保持

一致。 

5. 基于往年申请免测出现的问题，今年，“中心”特别安排具有相关医学

背景的老师进行免测环节的面试。经核查，共有 712人通过免测。免测标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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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教育部印发《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 年修订)》中的免测参考进行审

核，对具有二甲级医院及以上的单位证明的因病或残疾学生免于执行体测。 

6. 为保证学生体测成绩的准确性，今年在体测结束后一周，增加了体测成

绩复议工作环节。另一方面，为了避免设备出现问题，体测成绩包括纸质成绩

记录和实时成绩录入。学生在每次测试结束后由专人留存纸质成绩并存档，在

成绩复议中如出现成绩不符的情况，可以核对体测仪器和纸质测试卡信息，验

证和修改错误的成绩，尽量避免了成绩出现问题而无处核查的问题。 

7. 今年学生反映，体测后勤保障比以往更贴心。“中心”购买糖果等为体

测后有需要的同学及时提供，补充糖分。在室内跑道内设有饮水机，方便学生

随时取用。 

8. 今年体测现场也出现有因为种种原因发生争执的情况，中心建议体测现

场安装摄像头，可以对个别学生行为不端和作弊的情况进行记录，保护体测工

作人员的安全，预防违规现象的出现。 

四、数据分析 

1. 总体数据分析 

今年共有 12457人（表 1-1）需要参加体测，实际参与测试人数为 11073

人，实际测试人数占总人数的 88.89%。其中，672人未参与测试，712人通过

免测申请。需要参加体测数据中，不包括 2019 级及以前的留学生 60人，预科

班学生 53人，第二校园学生 9人。 

表 1-1 2020 年全校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数据统计表 

 

应测 

人数 

实测 

人数 
及格 未及格 未测试 免试 

人数（人） 12457 11073 8472 2601 672 712 

实测人数比

例（%） 
100% 88.89% 76.51% 23.49% 5.39% 5.72% 

 

今年体测仅 1068 人缺项，占总完成人数的 9.65%，与 2019年 1196 人相比

减少 10.7%，大部分同学都可以完成所有项目体测，不排除有个别因为仪器故

障导致的缺项，但大部分学生可能因为个人原因未能完成所有体测项目。缺项

人数与去年基本持平，这代表“中心”的测试工作趋向于平稳化，学生体质健

康测试数据具有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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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共有 672 人未参加测试（图 1-1），其中 20级 12人，占未测试

总人数 1.8%，19 级 145 人占 21.5%，18 级 212 人占 31%，17 级 234 人占 34.8%，

16-12级 69人占 10.2%。对比 2019年，2020年未测试人数与 2019年 3544 未

测试人数相比下降 81%，未测人数明显低于 2019 年，体现出今年的体测宣传、

组织有力，体测安排可以通知到近乎每一名学生。 

 

2020 年共有 712 人免测，占总测试人数的 5.72%。免测对象包括服兵役、

出国留学、交换生、休学、因病/伤申请免测等学生。免测人数较 2019年 766

人有 7.04%的下降。 

根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学生全年总分评定等级，90.0 分及以上为

优秀，80.0～89.9 分为良好，60.0～79.9 分为及格，59.9分及以下为不及格

的文件规定，我校 2020 年（图 1-2）本科生达到优秀等级人数为 33人，占实

际测试人数的 0.2%；良好等级人数为 309人，占实际测试人数的 2.8%；仅体测

及格的人数为 8130人，占实际测试人数的 73.4%；不及格人数为 2601人，占

实际测试人数的 23.4%。通过和 2019年成绩（图 1-3）对比，优秀率和良好率

有大幅度下降，及格率有小幅度下降，影响以上数据有可能的原因是学生体测

动作标准化、体测学生身份认证严格化、疫情期间身体活动量减少等情况。同

时，体测时学生因动作不标准和代测的可能性降低而带来的成绩提高被杜绝，

进而整体成绩出现了一定降低。 

[类别名称], [值]

人, 1.8% 
[类别名称], [值]

人, 21.5% 

[类别名称],212

人, 31.5% 

[类别名称], [值]

人, 34.8% 

[类别名称], [值]

人, 10.2% 

图1-1 各年级未测试学生比重 

20级 19级 18级 17级 16-12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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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年级成绩分布上来看，2020级及格率最高，随后 2019级到 2017级逐

年下降（图 1-4）。年级与及格率，良好率和优秀率呈负相关，即年级越高通

过率越低。根据表 1-2分析，男生及格率、良好率普遍低于女生。男生不及格

率比女生多 22.6%，及格率比女生低 21.08%，良好率比女生低 1.94%，优秀率

比女生高 0.43%。 

 

图 1-4 全校 2020 年各年级体测成绩分布 

优秀, 0.20% [类别名称], [值]  

通过, 73.40% 

不合格, 23.40% 

图1-2 2020年体测成绩占比 

优秀 良好 通过 不合格 

优秀, 1.95% 
良好, 19.76% 

通过, 68.15% 

不合格, 10.15% 

图1-3 2019年体测成绩占比 

优秀 良好 通过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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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男生女生及格率 

性别 不及格率 及格率 良好率 优秀率 

男生 35.71% 62.01% 1.75% 0.53% 

女生 13.11% 83.09% 3.69% 0.10% 

 

2. 各项数据分析 

根据表 1-3的数据来看，简单项目比如身高体重、肺活量和坐位体前屈这

样的项目测试人数最多，而 50米跑、立定跳远放弃测试的人数明显上升，800

米/1000 米是弃测人数最多的项目。从表中的不及格率也可以看出，弃测人数

越多的项目相对不及格率越高，从表 1-4的数据来看，男生引体向上项目的不

及格率最高。由表 1-3可反应出，我校学生对于耐力和上半身的爆发力测试接

受能力偏低，需要加强锻炼。 

表 1-3各项目未测试率和不及格率人数 

  肺活量 50米跑 
立定跳

远 

坐体前

屈 

800米

/1000米 

仰卧起

坐/引体

向上 

未测试 

人数 
1521 1614 1614 1517 2109 1953 

不及格率 11.65% 9.51% 27.34% 7.38% 29.98% 42.28% 

 

表 1-4和表 1-5是按照性别划分全校体测学生的成绩，男生整体成绩要略

低于女生。男生引体向上有 66.11%的学生不及格；1000米跑也同样超过三分之

一的人不及格，男生在爆发力和耐力素质方面还需加强训练。男生 50米跑项目

仅有 2.74%的学生不及格。女生在立定跳远、800米、仰卧起坐这三项及格率基

本一样，坐位体前屈项目是表现最好的项目，仅 4.04%的学生没及格。 

 

表 1-4 男生各项目成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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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测项目 不及格率 及格率 良好率 优秀率 

肺活量 15.71% 56.42% 10.20% 3.97% 

50米跑 2.74% 80.74% 1.47% 0.62% 

立定跳远 31.88% 48.72% 4.32% 0.56% 

坐体前屈 11.18% 55.96% 10.68% 8.43% 

1000 米 36.32% 42.58% 3.41% 0.56% 

引体向上 66.11% 9.32% 2.16% 2.20% 

 

表 1-5 女生各项目成绩情况 

体测项目 不及格率 及格率 良好率 优秀率 

肺活量 8.07% 67.90% 8.77% 4.68% 

50米跑 15.48% 72.46% 0.46% 0.28% 

立定跳远 23.34% 55.10% 8.39% 1.94% 

坐体前屈 4.04% 47.18% 15.67% 22.64% 

800 米 24.40% 53.27% 4.59% 1.43% 

仰卧起坐 21.26% 66.44% 0.89% 0.13% 

 

 3. 各项目间相关性分析 

表 1-6为不及格学生的各项目之间相关性分析，与身高体重相关的项目有

肺活量（|r|≈0.232）和仰卧起坐/引体向上（|r|≈0.230）。从表格上看，与

肺活量得分关系最大的是 1000米跑/800米跑（|r|≈0.149）。50米跑与仰卧

起坐/引体向上（|r|≈0.375）相比于其他项目最为相关。立定跳远与仰卧起坐

（|r|≈0.176）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坐位体前屈与 1000米跑/800米跑

（|r|≈0.142）、50 米跑（|r|≈0.123）和仰卧起坐/引体向上（|r|≈0.157）

项目上，呈现出一定相关性并且接近。通过预测各项目之间得相关性，可以为

未来预测体育教学中的任务重心。比如，仰卧起坐/引体向上项目是一个和其他

项目联系较为紧密得项目，通过提高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的成绩可以适当提高身

高体重、50米跑、立定跳远、1000米跑/800米跑项目的成绩。肺活量的成绩

得分和其他运动能力基本不相关，除了长距离耐力测试以外。 

表 1-6不及格学生的各项目相关性分析 

  
身高体

重分数 
肺活量分数 

50 米跑分

数 

立定跳远分

数 

坐体前屈分

数 

仰卧起坐/

引体向上分

数 

1000 米跑

/800 米跑分

数 

身高体

重分数 
N/A 

|r|≈0.232 

P<0.01 

|r|≈0.075 

P<0.01 

|r|≈0.110 

P<0.01 

|r|≈0.044 

P≈0.02 

|r|≈0.230 

P<0.01 

|r|≈0.015 

P≈0.4 

肺活量

分数 
  N/A 

|r|≈0.054 

P<0.01 

|r|≈0.086 

P<0.01 

|r|≈0.067 

P<0.01 

|r|≈0.069 

P<0.01 

|r|≈0.149 

P<0.01 

50 米跑

分数 
    N/A 

|r|≈0.142 

P<0.01 

|r|≈0.123 

P<0.01 

|r|≈0.375 

P<0.01 

|r|≈0.229 

P<0.01 



 8 / 11 
 

 

五、问题与改进 

通过与 2019年数据对比，2020年缺项、未测试、免测人数均显著低于前

几年，但是优良率、良好率及格率远低于前几年。目前可已知的原因是因为疫

情居家隔离导致的户外运动过少，锻炼条件极其有限。同时，体测时学生因动

作不标准和代测的可能性降低而带来的成绩提高被杜绝，进而整体成绩出现了

一定降低。从仪器设备上看，我校已经不会出现大范围因为仪器数据异常导致

的成绩过低。针对 2020 年体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中心”拟采取以下方

法解决。 

1.“中心”需要购买补齐体测设备配件，解决肺活量、800/1000米跑等项

目排队人数较多、排队时间较长问题。同时，安排定期仪器检测保养，对损耗

设备进行及时维修，保证学期体测仪器正常使用。 

2.周五、周日下午，入口处可能出现的排队人数过多问题。“中心”拟进

行预约制和排班制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为学生提供预约体测服务，另一方面，

为避免有时间段无人选测的问题，“中心”将采用排班制的方式合理安排人数。

第三，根据每场测试人流，将及时分流室内体测项目和室外体测项目测试学生，

减少人群聚集的可能性。 

3.为预防体测过程中会出现的安全与违规测试等问题，计划室内安装摄像

头，同时加强体测工作人员培训和体测过程监管。 

4.简化学生免测申请流程，增加免测学生申请面审环节。 

5.对体测不及格、保健班学生进行人群划分，开设体质健康运动干预、运

动康复等课程，科学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促进学生体测成

绩达标率。 

立定跳

远分数 
      N/A 

|r|≈0.037 

P≈0.06 

|r|≈0.176 

P<0.01 

|r|≈0.077 

P<0.01 

坐体前

屈分数 
        N/A 

|r|≈0.157 

P<0.01 

|r|≈0.142 

P<0.01 

仰卧起

坐/引体

向上分

数 

          N/A 
|r|≈0.253 

P<0.01 

1000 米

跑/800

米跑分

数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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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保持与各学院体测负责领导与负责老师的交流与沟通，进一步了解学院

和学生对于体测的建议与需求，“中心” 根据反馈情况，及时提供相应服务。 

 

体育部健康促进教育与研究中心 

                                         2020年 12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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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往年体测成绩平均分 

 

 

 

20-21第一学期 19-20第一学期 18-19第一学期 17-18第一学期 16-17第一学期 15-16第一学期 

优秀率 0.30% 1.95% 3.69% 5.13% 8.26% 5.38%

良好率 2.80% 19.75% 29.82% 27.86% 30.09% 32.04%

及格率 73.40% 68.13% 55.76% 40.85% 35.96% 50.34%

不及格率 23.51% 10.17% 10.72% 26.17% 25.69% 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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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近6年体测成绩分布 

不及格率 及格率 良好率 优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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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各学院成绩分布情况 

 

外国语学院 
经济管理学

院 
海洋文化与
法律学院 

海洋生态与
环境学院 

海洋科学学
院 

爱恩学院 
国际交流学

院 
食品学院 

水产与生命
学院 

工程学院 信息学院 

不及格率 19.37% 20.25% 21.83% 22.09% 22.86% 23.49% 23.70% 24.38% 24.93% 25.12% 30.18%

及格率 78.36% 76.88% 72.17% 75.00% 73.14% 74.17% 70.91% 72.15% 72.58% 72.09% 67.64%

良好率 2.26% 2.81% 3% 2.91% 3.29% 2.26% 5.01% 3.40% 2.40% 2.60% 2.00%

优秀率 0% 0.05% 3% 0% 0.71% 0.08% 0.39% 0.07% 0.09% 0.19% 0.18%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各学院成绩分布 

不及格率 及格率 良好率 优秀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