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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通过对中国足球学校 2002 和 2003 年夏训华北区 U - 17 (17～18 岁) 年龄段优秀男子足球运动员身体素质

测试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 制定出比较客观地反映该年龄段优秀足球运动员身体素质指标评价标准 , 为教学训练及

选材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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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By the statistics of the test index We make out the evaluation standard of the physical quality for excellent Football play2
ers of U - 17 (aged 17 - 18) in our Country and objectively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teaching and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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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1 　研究对象

参加 2002 和 2003 两年中国足球学校夏训华北区 17～18

岁年龄段的八一、天津泰达、北京国安、山东鲁能 , 青岛

海牛、中国足校、河北、山西、中国火车头等 10 支球队。

112 　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文献资料、专家调查、数理统计等研究方法。

所有 2002 和 2003 年中国足球学校夏训华北区 17～18 岁年

龄段男子足球队的数据处理工作用 SPSS1010 软件完成。计

算运动员四项身体素质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 对测试指标进

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 分析各项身体素质的相关关系 ; 采用

累进计分法建立身体素质测试成绩分值表并制定身体素质

综合评价标准。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1 　我国 17～18 岁年龄男足运动员四项身体素质水平

表 1 　我国 17～18 岁年龄段运动员体能测试

各项指标的均值和标准差

5 ×25m

折返跑

(s)

60m跑

(s)

仰卧起坐

(次)

12min

(m)

均 　值

2002 年 (n = 30)

标准差

331462

　

31436

81214

　

01408

6013

　

719

315917

　

19915

均 　值

2003 年 (n = 30)

标准差

331418

　

31288

81137

　

01369

6115

　

814

316214

　

19512

显著性 (u = )

检 　验 ( P)

01051

> 0105

01767

> 0105

01570

> 0105

01053

> 0105

均 　值

合并 (n = 60)

标准差

331440

　

31334

81176

　

01388

6019

　

811

316111

　

19517

2002 年和 2003 年中国足球学校夏训华北区 17～18 岁年

龄段优秀男子足球队体能测试的数据进行处理 ,根据“3σ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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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剔除异常数据后 ,在 2002 年夏训体能测试的数据中随机

抽取 30 名 ,在 2003 年夏训体能测试的数据中随机抽取 30

名 ,检验两年的体能测试数据无显著性差异 ,即可认为 2002

和 2003 年的两组数据为同一总体 ,在此基础上合并为一样

本 ,得到我国 U - 17 男子足球队 60 名优秀运动员体能测试

的数据 ,计算体能各指标的平均数和标准差如表 1 所示。

212 　测试指标间的相关分析

相关系数是量度两个变量间关系密切程度的统计指标 ,

相关系数的值在 - l～l 之间。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越接近于

0 ,说明两个变量间相关关系越不密切。当相关系数的值在

0130～0150 之间时 ,可认为变量间存在低度相关 ;当相关系

数的值小于 0130 时 ,可认为变量间几乎不存在线性相关。对

身体素质测试指标间的相关程度进行了相关分析 ,以分析测

试指标的独立性和实用性 ,计算结果见表 2。

表 2 　各测试指标相关系数

5 ×25m折返跑 60m跑 仰卧起坐 12min 跑

5 ×25m折返跑 11000 01473 - 01186 01196

60m跑 11000 - 01015 - 01137

仰卧起坐 11000 01121

12min 跑 11000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 ,5 ×25m折返跑与 60m跑之间存在一

定的相关。其原因是 ,5 ×25m 折跑往返五次的总距离为

125m ,从运动生理学角度来看 ,60m 跑主要是反映速度素质

的指标 ,5 ×25m折返跑介在速度素质与速度耐力素质之间。

通过广泛征求了专家及教练员的意见 ,经分析后认为 ,5 ×

25m折返跑是足球运动员速度耐力训练的有效方法 ,用 5 ×

25m折返跑这项指标测评运动员的速度耐力是有意义的。

其它指标间比较结果均呈较低相关 ,各项指标具有较高的独

立性和实用性。检验结果表明 ,身体素质测试指标的筛选是

科学、有效的 ,符合我国少年足球运动员的身体素质特征。

213 　我国 U - 17 年龄段男足运动员身体素质综合评价标准

表

笔者认真分析了体育评分方法 ,为了使得分高低与身体

素质提高的难易程度度相对应 ,对身体素质能作出恰如其分

的评价 ,决定采用累进计分法确定分值。

表 3 中的素质成绩与得分数据我们取正负两个标准差

为最高分 25 分和最低分 1 分 ,60m 跑和 5 ×25m 折返跑由 X

= ( 5 -
Y + 4140

0160
S + X、仰卧起坐和 12 分跑由 X =

( Y+ 4140
0160

S + X 计算得出。

214 　身体素质综合评价标准

我们根据正态分布的原理 ,以 10 %的运动员达到优秀、

25 %的运动员达到良好以上、80 %的运动员达到及格 ,分别

计算得到 10 %、25 %、80 %测试临届成绩 X与评价标准得分 ,

如表四所示。在此基础上我们制定我国 U - 17 岁优秀男子

足球运动员身体素质综合评价标准 77 分为优秀线 ,60 分为

良好线 ,25 分以下不及格。

表 3 　身体素质测试成绩查分表

得 　　分
5 ×25m返跑

(s)

60m跑

(s)

仰卧起坐

(n)

12min 跑

(m)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26177

27117

27158

27199

28142

28185

29129

29174

30120

30167

31115

31165

32116

32168

33122

33178

34135

34195

35158

36123

36191

37164

38140

39122

40111

7140

7145

7149

7154

7159

7164

7169

7175

7180

7185

7191

7197

8103

8109

8115

8122

8128

8135

8142

8150

8158

8166

8175

8185

8195

77

76

75

74

73

72

71

70

69

68

66

65

64

63

61

60

59

57

56

54

52

51

49

47

45

3553

3529

3505

3481

3456

3431

3405

3378

3351

3324

3295

3266

3236

3206

3174

3141

3107

3072

3036

2997

2957

2915

2870

2822

2770

表 4 　临界成绩 X与标准分 Y

评 　价

P U

5 ×25m折返跑

331440s

31334s

X　　　　Y

60m跑

81176s

01388s

X　　　　Y

仰卧起坐

6019 次

811 次

X　　　　Y

12 分跑

316111m

19517m

X　　　　Y

0190 11282 29117 1913 7168 1913 71 1913 3 412 1913

0175 01675 31119 1419 7191 1419 66 1419 3 293 1419

0120 - 01842 36125 610 8150 610 54 610 2 996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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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辅导工作。

(3) 教师角色的转变。实施体育俱乐部后 , 高校体育

教师不仅要成为某一项目的专家和权威 , 而且还要掌握几

种体育运动技能 , 成为一专多能的人才 , 体育教师不仅在

学校体育方面成为有一定影响的专家 , 还要成为社会体育

方面组织者和指导者。

目前高校体育理论研究中的素质教育、以人为本、体

育文化、闲暇体育、体育能力、行为、习惯的培养等 , 都

以实现体育俱乐部为最终归宿和载体。而实现学校体育学

校、社会、家庭一体化 , 构建高校体育俱乐部教学、科研、

群体、竞赛训练多功能立体化管理模式 , 构建高校体育的

人才培养模式 , 高校体育教育必须进行深刻变革。以俱乐

部形式的课内外一体化教学模式进行高校体育教学改革势

在必行 , 科学化、系统化的教学模式有利于培养学生终身

锻炼的体育意识。同时作为一项牵动大学体育整体改革的

研究 , 必将在提高大学体育教学质量 , 提升大学体育地位

中起到重要作用。

图 2 　体育俱乐部管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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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建立我国 U - 17 年龄段优秀男子足球运动员体能评分

量表可为我国足球教练员及足球训练部门对训练指标的量

化 ,对运动队整体和运动员个体的训练水平进行评价与诊

断 ,对训练过程施行科学调控提供一个科学的参考依据。

本文制定的 U - 17 年龄段优秀男子足球运动员身体素

质综合评价标准表及综合评价标准经初步验证 ,其查分方法

简便 ,评价标准符合我国 U - 17 岁优秀男子足球运动员的身

体素质发展水平 ,评价结果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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