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2 新西部 NEW WEST 2022年第8期

差异不具统计学意义（p＞0.05）。

（三）速度、柔韧、腰腹、耐力等素质明显下降

身体素质测试主要包括速度、柔韧、协调、腰腹、耐

力素质等内容，从数据分析发现，除了协调性素质整体向

好外，川南地区小学生的速度、柔韧、腰腹、耐力等素质

均出现明显下降。具体情况如下：与2019年相比，50米跑

方面，三、四年级和六年级的男女生均呈现下降的现象，

男生幅度在0.4-0.8s之间，女生幅度在0.2-0.9s之间，男

女生三年级的下降幅度都是最大。男女生各年级中只有男

生五年级的均值差异不具统计学意义（p＞0.05）。坐位

体前屈方面，除了男生的一、二、五年级和女生的二年级

是提升状态外，男女生的其他年级均表现为下降，男生幅

度-2.4--7.1cm，女生幅度为-1.1--8.5，男女生四年级的

下降幅度均数最大，且各年级的均值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1）。一分钟跳绳方面，整体情况向好。男女生

各年级中只有女生六年级出现下降情况，幅度为-3.1次，

其余各年级均呈现为上升状态，男生的增幅在1.2-38.3次，

女生的增幅在1.5-25.5次。各年级中只有男女生的六年级和

女生的三四年级的均值差异不具统计学意义。一分钟仰卧

起坐方面，三、四年级的男女生和六年级男生均呈下降状

态，男生幅度在-1.2--9.3次，其中三年级下降幅度最大，

女生幅度分别是三年级-6.2次，四年级-3.6次。男生六年

级的下降情况不具统计学意义（p＞0.05）。50米×8折返

跑方面，只有五六年级进行测试，但是六年级的男女生均

出现下降，幅度均是0.2分钟，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1）。

家校共育视域下川南地区小学生
体质健康水平下降的原因分析

较 之 2 0 1 9 年 ， 川 南 地 区 小 学 生 2 0 2 0 年 的 B M I 指 数 、

肺活量和速度、柔韧、腰腹、耐力素质均呈现出明显的下

降，从家校共育的视角看，主要是促进小学生体质健康的

家校合力还未形成，具体表现为：家长共育意识薄弱；家

校联系通道不畅；学校帮扶机制缺乏。

（一）家长共育意识薄弱

家 校 共 育 促 进 小 学 生 体 质 健 康 水 平 提 升 的 首 要 任 务

是明确家校双方的工作职责。因为只有清晰各自的职责，

才能明确家校双方工作的目标和方向，提高工作的质量。

在促进小学生体质健康这一过程中家长主要负责小学生校

外生活和体育锻炼的管理、监督和指导，从而协助学校一

起完成小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的目标。但是从调查结果中发

现，大多数家长觉得管好学生的吃穿、督促写好作业就是

家长的职责，而体育锻炼是学校老师的责任，由此可见，

家长的共育职责不明，共育意识薄弱。

（二）家校联系通道不畅

要提高家校共育促进小学生体质健康过程中家庭的作

用效应。家校之间及时沟通传递学生的体质健康和体育锻

炼信息是关键环节。要及时传递信息，建立家长与学校、

教师之间的信息传递路径就是基础。但是目前来看，家长

与 学 校 教 师 的 主 要 联 系 路 径 为 手 机 微 信 ， 联 系 对 象 是 语

文、数学老师，体育教师尚未与家长取得联系。由此可以

想到，家长如何知道子女在学校体育知识、技能以及体育

活动的参与情况，老师也不知道小学生在家里是否进行体

育运动，效果如何，有什么困难等信息。由此也表明，家

校信息通道不畅，双方的信息传递受阻。

（三）学校帮扶机制缺乏

囿于大多数家长没有经历过专业的体育健康知识与技

能学习或培训，他们的体育健康知识与技能较为有限，限

制了家长在小学生体质健康促进中的协同作用发挥，使不

少家长在引导、指导子女进行家庭体育锻炼过程中呈现出

“有心无力”的现象。面对这种情况，学校应该发挥其师

资优势，建立家长的体育健康知识帮扶机制，提升家长的

体育健康意识。然而，现实中绝大多数学校没有注重开展

过有关家长体育健康知识和家庭体育锻炼的培训活动。因

此，这也成为制约该地区小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的一大重要

因素。

提升川南地区小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路径

（一）提升家长共育意识

家 长 共 育 意 识 薄 弱 是 影 响 川 南 地 区 小 学 生 体 质 健 康

促进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明确家长在家校共育中的职

责，提升家长共育意识是促进川南地区小学生体质健康水

平提升必须解决的问题。采取的措施包括以下方面：一是

成立“小学生体质健康促进家校委员会”，并在此基础上

制定“小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教学公约”，在公约中明确学

校和家庭双方在促进小学生体质健康中的职责，厘清在促

进小学生体质健康过程中工作目标。二是积极开展家校互

动活动，提升家长共育意识。如清华附小，其通过家校共

育进修学校、家校沟通日、亲子共学日、周末亲子体育锻

炼等活动，让儿童带动家庭价值认同。川南地区也可以根

据自身的特点，借鉴其经验，灵活地组织相应的活动，提

高家长的共育意识。

（二）建立家校联系通道

家 校 联 系 通 道 不 畅 ， 家 校 信 息 传 递 受 阻 是 阻 碍 川 南

地区小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的又一重要因素。因此，建立家

校联系路径，才能保证家校之间信息的有效传递，提高川

南地区小学生体质健康家校共育的实效。随着信息交流的

快速发展和手机的普及，家校联系路径的可以选择性也较

多 ， 既 可 以 使 用 电 话 、 短 信 等 途 径 ， 也 可 以 使 用 微 信 、

QQ、电子邮件等社交交流平台，使家长和教师及时互换学

生的体质健康信息。提高小学生体质健康，促进家校共育

过程中家庭和学校工作的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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