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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留守儿童由于长期缺少关爱,缺乏锻炼,导致出现身心健康问题。同时,当前我国农村留守

儿童的规模庞大,对其身心健康问题也引起了各级政府与学术界等领域极大地关注。面对这种现象,本文

采用了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及实地考察法等,通过走访海南省儋州市的乡村学校对该地农村留守儿

童的身心健康状况进行了摸查。通过文献的阅读总结与分析,阐述了武术操对农村留守儿童体质健康与

心理健康促进的可能性。得出武术操练习对农村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促进可作为一项较好的运动干预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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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long-term lack of care and exercise,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hav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t the same time, the scale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is huge, and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problems have also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from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academia 

and other fields. In the face of this phenomenon, 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logical analysi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to explor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by visiting rural 

schools in Danzhou city, Hainan province. Through reading and analyzing the literature,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possibility of wushu gymnastics to promot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It is concluded that wushu gymnastics can be a good exercise intervention program to promot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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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

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

16周岁的未成年人[1]。由于这些留守儿

童大部分集中在农村,因此又被称为农

村留守儿童。当前,农村留守儿童的身心

健康问题受到高度重视。农村留守儿童

在我国依旧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并

且其存在严重的身心健康问题,这对于

儿童的健康成长极其不利,因此采用适

当的方法来对其进行干预,以此来促进

其身心健康,对于当前来说是一个非常

重要且关键的问题。同时,国家与地方政

府对农村留守儿童身心健康问题也给予

了极大地关注,出台了很多利好政策文

件要求我们去促进农村留守儿童的身心

健康。众所周知,农村留守儿童处于少年

的年龄阶段。《运动生理学》（第三版）

说明青少年阶段为人体生长发育的关键

时期。选择适当的运动方案来促进留守

儿童的身心健康,不仅要考虑该方案是

否符合该时期的生长发育规律,同时,也

要考虑到干预过程中的安全因素、环境

因素、难易程度等方面。因此,对农村留

守儿童的身心健康促进展开研讨,使用

科学促进方案对其身心健康问题进行改

善,是顺应社会需求,响应政策之举,刻

不容缓。 

1 农村留守儿童身心健康问题

现状 

近年来,农村留守儿童在身心健康

问题上受到了广泛关注。专家段成荣[2]

先生认为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源来自

于家庭结构的拆分和亲情的缺失。据研

究表明,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

问题主要体现在自信心不足[3]。在国外,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中的情感问题发

生率相对较高[4],主要表现抑郁、焦虑、

自杀意念、孤独感、幸福感缺失及低自

尊等症状[5][6][7][8][9],其中发生率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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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抑郁感与孤独感[10]。在对农村留守儿

童的体质问题研究中发现：农村留守儿

童在身体形态上属于单细、瘦弱的体型,

其身高、体重和BMI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身体机能上在同龄人中处于较低水平

主要表现在肺活量偏低；此外,在身体素

质上,在同一条件下,农村留守儿童的速

度、力量、协调、柔韧水平均低于非留

守儿童。 

2 武术操身心健康促进的现状 

武术操是指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为指导思想,以中

国武术中的踢、打、摔、拿、靠为主要

技术元素,一种以强身健体为主要目的,

配以音乐伴奏或节拍,进行徒手或持武

术器械操练的现代武术锻炼形式。随着

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人

们对健康越来越重视。武术练习当中的

武术健身操逐渐成了人们锻炼身体的手

段之一。青少年是我们祖国的未来,他们

各项素质的好与坏直接关系到祖国的未

来。2010年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同

创编的国家武术操,动作编排新颖,运动

强度中等偏上,强度大于广播体操,动作

的选取主要为南拳、太极拳、长拳等项

目。相关实验研究发现[11],武术操对力

量、平衡、柔韧及反应速度等身体素质

有积极影响,同时,对儿童少年的神经系

统具有一定的优化作用。刘俊在一项实

证研究中[12],结果显示武术操对中小学

生的神经系统、运动系统、氧运输系统、

心理健康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

国外的研究中,武术操练习对身心健康

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超重与肥胖的控制、

改善身体成分、提高身体协调性以及促

进心理健康等方面。 

3 武术操对农村留守儿童身心

健康的促进分析 

3.1武术操对农村留守儿童体质健

康的促进 

体质与先天遗传有关,是可以通过

后天获得来表现出来人体的身体形态、

身体机能及身体素质的稳定特征,体质

健康则是表现于这些特征的一种综合良

好的状态。本研究对农村留守儿童的身

心健康研究中的“身”所指即为体质健

康。近年来,包括在农村留守儿童在内的

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仍在逐年下滑。依

据田麦久先生提出的项群理论,武术操

属于体育运动项目中技能主导类的表现

难美性项目,该类项目主要提高力量、协

调性、平衡等身体素质,符合农村留守儿

童当前亟待改善的体质健康问题。一项

16周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武术干预实验,

发现该手段对于改善儿童和青少年的身

体成分,身体健康和生长发育皆具有积

极影响[13]。此外,一项武术干预的实验

研究中,干预时长为6个月,每周2次,结

果发现受试者的灵活性和平衡测试方面

均取得了显著差异(p<0.05)[14]。由此可

以得出,武术动作的练习对于改善农村

留守儿童的身体形态、身体机能及身体

素质三方面皆具有一定的效果。 

3.2武术操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

康的促进 

所谓心理健康是指在身体、智能以

及情感上,在与他人心理健康不相矛盾

的范围内,将个人心境发展成最佳的状

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人们的生

活方式开始逐渐“智能化”,我们心理健

康的影响因素不仅来源于身边所处的环

境,同时还来源于网络。通过走访海南省

儋州市农村学校调研,从老师与家长口

中了解到农村留守儿童常年缺少关爱,

与至亲聚少离多,性格比较孤僻,从而他

们在心理健康问题上体现出的自信心不

足、孤独感及抑郁感是最强的。 

通过查阅文献资料研究发现,武术

动作练习干预对受试者的价值观、自我

效能感、幸福感以及执行功能的目标皆

具有积极影响[15][16][17]。由此可知,通过

武术练习可以让农村留守儿童有很多的

获得感,增强自信心,同时在集体性练习

中,加强了与身边人的交流,从而改善其

孤独感的心理状态。 

3.3武术操对农村留守儿童身心健

康促进的优越性 

选择一项干预方案来改善一些问题,

最重要的就是其合适性。通过文献的查

阅与归纳,资料显示,武术操练习安全性

高,运动损伤风险较低,对于场地要求不

高,学习难度不高,容易被接受,同时,武

术操可根据不同人群的实际情况创编具

有针对性的动作,以此来改善对不同人

群的体质健康问题。因此,武术操练习符

合留守儿童所处年龄阶段身心健康发展

的基本要求。选择武术操练习作为一项

干预手段,可探讨武术操对农村留守儿

童身心健康的干预效果,同时还能为留

守儿童身心健康促进提供科学的运动干

预方案和理论依据。 

4 小结 

经过调研与文献资料分析结果上看,

武术操练习对农村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

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长期练习武术操

可以提升农村留守儿童的身体形态、身

体成分、身体素质及心理健康等方面的

发展。为此,我们应该鼓动学校及社会各

界,加强武术操的师资力量,给予农村留

守儿童的更多的关爱,提升他们的身心

健康水平,为传播中华文化,推动“乡村

振兴”,建设“健康中国”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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