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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教育厅办公室

鄂教体艺办函 ĺ 2 0 17 j 2 1 号

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 2 0 17 年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 2 0 14 年修订 )》

测试抽查复核工作的通知

各市
、

州
、
直管市

、
神农架林区教育局

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

心 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国办发 ( 2 0 16 ) 2 7 号) 精神
，
促进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2 0 14 年修订 )》全面实施和严格执

行
，
完善学校体育工 作评价机制

，
强化考核激励作用

，
按照 《学

生体质健康监测评价办法》要求
， 在总结过去测试工 作的基础

上
，
决定开展 2 0 17 年抽查复核工 作。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目的任务

( )全面实施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 严格规范 《国

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组织与测试过程
，
建立健全学生体质健

康监测评\ 制度
，
激励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

多
引导学校深化

体育教学改革
，
促使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实施成为学

校体育常态化工 作 。

(二 ) 加 强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监测
。
在各地准确上报学生

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数据的基础上
，
形成我省学生体质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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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数据，
通过客观分析和及时反馈

， 动态把握各地学生体质

健康现状和发展变化趋势 ，
为提高学校体育工 作的针对性

、 实

效性和科学决策水平提供依据。

(三 ) 完善学校体育工 作评价机制
。 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是

" 把学校体育工 作列入政府政绩考核指标
、 教育行政部门与学

校负责人业绩考核\ 价指标 " 的重要内容
。 坚持 《国家学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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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健康标准》测试抽查数据 。 测多用 " 原则
，
把抽查结果作

为复核各地上报数据 致性
， 评价地方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变化

的主要依据
， 并作为在教育工 作\ 估中实行 。 票否决 。

、
实施

约谈和行政问责的重要参考 。

二
、 测试组织

抽查测试组织工 作由教育厅统筹管理
， 负责组织制定工 作

实施方案
，
抽取抽查县 (区)

、
学校和学生

， 反馈和通报各地学

生体质健康标准实施情况及学生体质健康状况 。 具体工 作由华

中师范大学实施
， 负责选派抽查工 作组开展现场测试

、
数据分

析等 。 省数据管理 中心 协助开展现场测试
、
数据分析

、
结果反

馈等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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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测试对象

教育部将于 11 月中旬组织抽查工 作组赴武汉市
、 荆门市

、

黄石市
、
潜江市开展复核工 作。 为避免重复抽查测试

， 对教育

部抽查复核的地区和学校 ， 以教育部委派抽查工 作组测试数据

为准
，
省教育厅不再组织抽查

。 测试时间为 2 0 17 年 1 1 月 12 日

l {

氯
， 我省测试对 为 十堰市

、
荆グı1市

、
宜昌市

、

象为 十堰市
、

荆グı1市
、

宜昌市
、 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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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 鄂州市

、 黄冈市
、
孝感市

、
咸宁市

、
恩施州

、
随州市

、 天

门市
、 仙桃市

、 神农架林区
。 测试时间为 2 0 17 年 1 1 月 5 日至

1 1 月 9 日
。

四 、 工作程序

抽查复核工 作 般分现场测试
、
数据分析和结果反馈三个

阶段进行
。

( ) 现场测试
。

抽查工 作组赴被抽查地和学校
，
对抽查

学生按照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2 0 14 年修订 )》要求进行

现场测试
、

问卷调查和专项调研等 。

(二 ) 数据分析 。
抽查工 作组对现场测试所获得的数据进

行统计整理
，
并与被抽查学校上报的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数

据进行比对分析
，
计算出 致率和当地学生体质健康总体状态 。

2 0 17 年 12 月至 2 0 18 年 3 月进行 。

(三 ) 结果反馈 。
对各地组织实施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

准 (2 0 14 年修订 )》情况
、
数据上报情况和数据 致性情况及

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变化趋势等进行反馈。
2 0 18 年 4 月至 6 月进

行

五 、 抽查样本

( 一 ) 抽样学校数
。

现场测试的抽查样本总体上采用分

层随机整群抽样方式进行 ，
从每个市(州)中抽取 2 个县(区 )

，

每个县分别取 2 所小学 ( 1 所城市小学
、

1 所农村小学)
、

1 所

初中
、

1 所高中，
共 8 所 。

(二 )抽样学生数
。
为方便数据对比

，
对抽查的县 (区 )

级
、
学校及学生数量基本相等 。

抽查学生数按照初中
、
高中每

: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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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整群抽取 2 个教学班
，

每个年级学生的有效样本数至少

6 0 人 (男女各半 )
， 小学按照每校每年级整群抽取 1 个教学班

，

每个年级学生的有效样本数不少于 3 0 人 (男女各半 )
。 每个市

州共抽取学生数约 10 8 0 人
。

八 \ 现场测试内容与方法

( ) 测试 内容
。 根据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2 0 14

年修订 )》规定的测试内容与要求
，

对每名抽查学生进行现场

全项 目测试
， 记录测试数据

， 并抽查学生体质健康档案等
。

(二 ) 测试方法和仪 器
。 测试人员严格按照中国学生体

质健康网 (域名 h t t p ：//w w w c s h e d u c n / ) 发布的 。 《国家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规范测试方法视频 " 中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进行
。 测试仪器采用被抽查学校现有的测试仪器

，
抽查工 作组

应在测试前对相关仪器进行校验
。

七
、 数据分析与结果运用

( ) 统计达标情况
。 根据现场测试数据

， 按照相关要

求
，
客观统计抽查地学生的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情

况 (评定等级分优秀
、

良好
、 及格

、
不及格 )

， 各等级统计结

果用百分比呈现 。

(二 ) 复核上报数据 致性
。 以学校为单位

， 对各地每

名学生现场测试总分与学校 自测上报的该生总分进行 致性

对比
，
当 致性较差的学校数量大于 定比例时

， 即判定上报

数据的 致性较差
，

存在质量问题
。

(三 ) 研判各地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动态变化趋势
。 通过

统计分析各地抽查现场测试数据
， 计算出反映各地学生体质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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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抽查复核获得的各地学生
体质健康综合指数为基期指数

， 将以后每年的综合指数与
2 0 17 年指数相比较

， 计算出各地综合指数纵向变化值
， 以此

研判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动态变化趋势。

(四 ) 结果运用
。 抽查工 作组根据现场测试数据

，
对各

地学生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情况
、
上报数据 致性

情况和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动态变化趋势进行综合分析
， 并将综

合分析结果报教育厅审核
。
经审核后

，
教育厅向各地进行反馈

，

适时向社会公开
，并作为评价和考核各地学校体育工 作和学生

体质健康水平的主要依据
。

八
、 有关要求

( ) 各市 (州) 教育行政部门要充分认识抽查复核工 作

的重要性
，
把抽查复核工 作作为强化学校体育

，
促进学生身心

健康
、
全面发展西董綜举措

， 作为完善学校体育评价机制
，
强

化责任落实的重要抓手
，
加强统筹协调

，
及时将通知转发到所

辖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
制定本地抽查复核工 作实施方案

，
主动

与对 口抽查工 作组联系
，
协商确定抽查时间

， 共同组织好本地

的现场测试与问卷调查
。

(二 )被抽查学校要制定本校抽查复核工 作的具体实施方

案
， 按抽查工 作组要求

，
提前准备好现场测试各项工 作

， 动员

学生和教师积极参加测试
，
做好相关运动安全防范措施和预案

，

提供规范的测试器材和场地
， 及时上报学校 自测学生体质健康

数据 。

(三 ) 被抽查学校要加强运动安全教育和运动风险识别
，

康基本状况的综合指数
。 以 2 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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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现场测试工 作中的安全防范
，
减少突发事件

，
保障学生测

试过程的安全
。 在现场测试时

， 如遇突发天气和其他不适宜测

试的情况
， 要及时停止测试

口 如持续不具备测试条件
，
抽查工

作组要与辖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进行协商
，
本着就近调整

、

协调补充的原则另行抽取学校或学生
。

( 四 )请被抽查地方协助提供抽查工 作组在当地的食宿和

相互联络信息
， 安排抽查组交通车辆

，
特别是保障城乡间的交

通
。

附件 2 0 17 年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抽查复核各工

作组人员名单及抽查市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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