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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速度素质是世界各国(地区)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的重要构成ꎬ不同测试体系通常以移动速度、动作速度与反应速

度为参照设置各类指标ꎻ测试指标形式多样但数量较为统一ꎬ在适用年龄与性别上存在异同ꎮ 就分类指标而言ꎬ移动速度

测试指标有短跑与折返跑两种运动方式ꎻ动作速度与反应速度测试的必要性存在分歧ꎮ 基于此ꎬ从能量代谢、健康效益等

角度出发ꎬ对移动速度的测量属性与测试方式、动作速度与反应速度测试的必要性予以分析ꎮ 结果提示ꎬ加速能力应是移

动速度的测量属性ꎬ３０ ｍ 跑可作为全体学生移动速度的通用指标ꎻ折返跑不宜作为移动速度测试指标的运动方式ꎻ动作速

度与体质健康的关联程度较低ꎬ暂不适宜将其纳入测试体系ꎻ反应速度与体质健康存在紧密联系ꎬ理应将其纳入测试体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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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ꎬ世界上很多国家(地区)的学生体质健康测
试体系中都包括速度素质测试ꎬ但不同国家(地区)的
相关测试指标及设置办法存在差异[１] ꎮ 因此ꎬ何种速
度素质测试指标及设置办法更为科学、合理ꎬ更能准
确反映不同年龄段学生的速度素质水平ꎬ是我国学生
体质健康测试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ꎮ 鉴于此ꎬ本研究
拟对国内外体质健康测试体系中的速度素质测试指
标进行比较与分析ꎬ以期在理论上找到最优的测试指
标及其设置办法ꎬ为我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以下简称«标准»)中速度素质测试指标体系的未来
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ꎮ

１　 速度素质测试指标设置的总体分析

　 　 不同国家(地区)的测试体系通常以移动速度、动
作速度与反应速度为参照ꎬ选择一定的指标对其进行
测试ꎮ

１.１　 测试指标形式多样但数量统一　 在对大规模人
群进行体质健康测试时ꎬ测试体系中的指标需要简便
易行且具有良好的代表性与操作性ꎮ 因此ꎬ需要对各
类指标的数量进行一定的限制ꎮ 由表 １ 可知ꎬ虽然各
体系所设置的测试指标形式多样ꎬ但除俄罗斯 ２０１３ 版
劳卫制的移动速度测试指标数量为 ４(每一年龄段只
需选测 １ 项)ꎬ以及中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移动速
度测试指标因学生年龄的增长而有所变化外(每一年
龄段的测试指标仍为 １)ꎬ其余每个测试体系各类速度
素质的测试指标数量皆为 １ꎮ
１.２　 测试指标在适用年龄与性别上存在异同　 年龄
层面的不同在于以下两点:(１)不同测试体系对学生
进行速度素质测试的最低年龄要求有所差异ꎮ 除个
别国家的测试体系分别从 ３ꎬ１０ 或 １３ 岁开始测试外ꎬ
其余测试体系基本从 ６ 或 ７ 岁开始测试ꎮ (２)不同测
试体系在是否因学生年龄变化而变更测试指标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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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上存在区别ꎮ 主要包括不变更指标与变更指标两
种做法ꎮ 除中国与俄罗斯外ꎬ其他国家(地区)的测试
指标均保持不变ꎮ 而变更指标的做法主要为部分速
度素质测试指标随年龄的增长而改变ꎬ另一部分速度

素质指标不变ꎮ 各国家(地区)的速度素质测试指标
均为男性与女性的共性指标ꎬ性别差异主要体现在具
体的评价标准上ꎮ

表 １　 国内外体质健康测试体系中的速度素质指标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ｉｓｔ ｏｆ ｓｐｅｅｄ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ｉ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ｉｔｎｅｓｓ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国家

(地区)
标准名称

速度素质指标

移动速度 动作速度 反应速度
年龄范围

中国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２] ５０ ｍ 跑 小学一年级至大学四年级
国家体育锻炼标准[３] ３０ ｍ 跑、５０ ｍ 跑 ３０ ｓ 跳绳 ３０ ｍ 跑:６~ ８ 岁ꎻ５０ ｍ 跑:９~ ２４ 岁ꎻ

３０ ｓ 跳绳:６~ ２４ 岁
国民体质测定标准[４] 双脚连续跳 选择反应时 双脚连续跳:３~ ６ 岁ꎻ选择反应时:

２０~ ６９ 岁
新加坡 国民体质健康奖[５] ４×１０ ｍ 折返跑 １０~ ２０ 岁
日本 新体力测定标准[６] ５０ ｍ 跑 ６~ １９ 岁
欧盟 青少年体适能测试[１] １０×５ ｍ 折返跑 双手交叉敲击圆盘 ６~ １８ 岁

儿童青少年体适能组合测试[７] ４×１０ ｍ 折返跑 １３~ １７ 岁
俄罗斯 ２０１３ 版劳卫制[８] ３×１０ ｍ 折返跑、３０ ｍ 跑、 ３×１０ ｍ 折返跑:６~ ８ 岁ꎻ３０ ｍ 跑:６~ ４９

６０ ｍ 跑、１００ ｍ 跑 岁ꎻ６０ ｍ 跑:９~ ４９ 岁ꎻ１００ ｍ 跑:１８~ ２９ 岁
德国 运动能力测试[９] ２０ ｍ 跑 ６~ １８ 岁
美国 总统挑战计划[１] ４×１０ ｍ 折返跑 ６~ １７ 岁

２　 速度素质测试指标设置的分类比较

２.１　 移动速度测试指标间的比较与分析　 移动速度
的测试成绩在«标准» 所有年级中均占有较高权重
(２０％)ꎮ 作为速度素质的重要构件ꎬ其在反映健康水
平[１０] 、预测未来疾病[１１－１３] 等方面的效用已在学界达
成共识ꎮ
２.１.１　 运动方式呈两极分布 　 相较于动作速度与反
应速度ꎬ移动速度在指标的数量与丰富程度上均有较
大优势ꎮ 各体系所设置的移动速度测试指标的运动
方式主要呈两极分布:短跑和折返跑ꎮ 可见ꎬ尽管此
类指标的整体丰富程度较高ꎬ但不同测试体系的指标
之间存在统一度较低的情况ꎮ
２.１.２　 不同运动方式移动速度测试指标的比较与
分析
２.１.２.１　 短跑指标　 一般可将具有一定跑动距离的短
跑划分为加速、最大速度和减速 ３ 个阶段ꎬ可大致对应
测试学生的加速能力、最大速度能力和速度耐力[１４] ꎮ
在划分阶段与能力的基础上ꎬ对各指标进行比较ꎬ发
现两个问题ꎮ 一是不同测试体系的短跑指标在跑动
距离上的差异ꎬ体现了各体系对学生不同速度能力的
侧重ꎮ 如德国选用的 ２０ ｍ 跑侧重反映加速能力ꎬ俄罗
斯选用的 １００ ｍ 跑则对加速能力、最大速度能力与速
度耐力均有所考察ꎮ 二是当使用跑动距离相同的短
跑指标进行统一测试时ꎬ由于学生的年龄差异ꎬ指标
测试的速度能力亦有所不同ꎮ 以 ５０ ｍ 跑为例ꎬ有数据
显示ꎬ我国 ７ ~ ９ 岁男生的平均成绩未能突破 １０ ｓꎬ而
１５ 岁及其以上男生的平均成绩在 ８ ｓ 内[１５] ꎮ 从运动
时能量供应的角度考虑ꎬ上述两个年龄段男生在测试
５０ ｍ 跑时所依赖的供能系统并不一致ꎬ这意味着 ５０ ｍ
跑在 ２ 个年龄段内所测试的速度能力存在差异ꎬ即在
７ ~ ９ 岁测试了加速能力、最大速度能力乃至速度耐

力ꎻ在 １５ 岁及其以上测试了加速能力与最大速度
能力ꎮ

不可否认ꎬ在各年龄段设置跑动距离相同的测试
指标有益于国家对学生移动速度的发展状况进行较
为直接的纵向比较ꎮ 但这种由于年龄增长而造成学
生参加测试所依赖的供能系统出现差异ꎬ并间接导致
其所测试的移动速度能力逐渐减少的跑动距离
(５０ ｍ)ꎬ是否具备科学性与合理性ꎬ以及并不处于同
一能力维度中的测试结果之间是否具备纵向上的可
比性ꎬ是值得商榷的ꎮ
２.１.２.２　 折返跑指标　 虽然较多测试体系设置了折返
跑指标ꎬ但不同测试体系对此类指标的测量属性存在
分歧ꎮ 目前主要有以下 ３ 种观点ꎬ一是以俄罗斯为代
表的认为折返跑体现的是速度ꎻ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
认为折返跑体现的是速度与灵敏ꎻ三是以新加坡为代
表的认为折返跑体现的是速度、灵敏与协调ꎮ 倘若折
返跑指标的测量属性中包含过多的灵敏或协调ꎬ那么
将影响其测量移动速度的有效性ꎮ 可见ꎬ对折返跑的
有效性分析是有必要的ꎮ
２.２　 动作速度测试指标间的比较与分析　 动作速度
是否应被纳入测试体系ꎬ如今各国家(地区)尚未达成
统一ꎮ 表 １ 所列的 １０ 个速度素质测试体系中ꎬ有 ７ 个
测试体系的动作速度测试为空白ꎮ 在 ３ 个动作速度测
试指标中ꎬ其所测试的“体块”以及覆盖的年龄段也存
在差异ꎮ 所有的分歧与差异均指向对学生的动作速
度进行测评的必要性问题ꎮ
２.３　 反应速度测试指标间的比较与分析　 反应速度
是否应被纳入测试体系ꎬ各国家(地区)也尚未达成统
一ꎮ 表 １ 中所列的 １０ 个速度素质测试体系中ꎬ只有中
国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对其进行测试ꎬ但 ２０ 岁之前的学
生并不需要参与反应速度的测试ꎮ 由此可见ꎬ对反应
速度测试的必要性问题进行分析成为必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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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不同速度素质测试指标的反思

３.１　 移动速度测试指标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分析

３.１.１　 短跑指标 　 从开展大规模体质健康测试的角

度考虑ꎬ在各年龄段采用跑动距离固定的测试指标的

做法更具操作性ꎮ 为实现测试指标测量属性的明确

化以及提高测试结果的可比性ꎬ测试指标在各年龄段

内所测试的速度能力应保持一致ꎮ 因此ꎬ需要明确何

种速度能力更适合作为测试指标的测量属性ꎮ (１)不

宜指向速度耐力ꎮ 在短跑指标跑动距离较长和 / 或学

生年龄较小的情况下ꎬ指标的测量属性不可避免地受

到耐力素质影响ꎮ 倘若将涉及到耐力素质的速度素

质测试指标纳入测试体系ꎬ将易造成此类指标的测量

属性与体质健康测试体系中耐力素质测试指标的测

量属性之间出现部分重叠ꎬ从而在速度素质的指向上

被弱化ꎮ 美国国家体能协会速度训练指南也指出ꎬ速
度素质测试应仅对加速能力与最大速度能力进行评

估[１４] ꎮ 综上ꎬ短跑指标的测量属性不宜涵盖速度耐

力ꎮ (２)不宜指向最大速度能力ꎮ 最大速度能力是指

一个人所能够达到的最高速度ꎮ 有研究表明ꎬ在一定

年龄范围内ꎬ学生最大速度出现的距程随学生年龄的

增长而提高[１６] ꎬ即最大速度能力在客观上要求各年龄

段采用距离不等的指标对其进行测试ꎬ因而可操作性

较低ꎮ (３)理应指向加速能力ꎮ 加速能力是指一个人

能多快地提高其速度ꎮ 在通过物理尺度衡量速度素

质的背景下ꎬ描述物体速度变化快慢的物理量ꎬ即加

速度ꎬ是判别加速能力高低的标准ꎮ 假设测量移动速

度的短跑是初速度为 ０ 的匀加速直线运动ꎬ依据初速

度为 ０ 的匀加速直线运动的位移公式 ｓ ＝ １ / ２ａｔ２ꎬｓ 为

距离ꎬａ 为加速度ꎬｔ 为时间ꎬ在距离一定的条件下ꎬ可
通过对时间的测量ꎬ进而间接对学生的加速度进行测

算与对比ꎮ 即便学生的加速能力随年龄的增长而提

高ꎬ但在不同年龄段仍可采用跑动距离相同的指标对

学生的加速能力进行测试ꎮ 可见ꎬ短跑指标的测量属

性理应指向加速能力ꎮ
３.１.２　 折返跑指标　 就理论、实证和操作 ３ 个层面论

述折返跑指标ꎮ (１)理论层面:测量属性模糊ꎮ 从动

作形式的角度看ꎬ折返跑与短跑的最大区别在于其在

跑动过程中增加了转身动作ꎬ因而有关其测量属性的

问题也可简化为在跑动过程中的转身动作应属于速

度素质ꎬ还是属于人体运动灵敏或是协调的表现ꎮ 然

而ꎬ将折返跑指标的测量属性完全或部分划归于移动

速度ꎬ也均具备一定的理论依据[１７－１８] ꎮ 由此可见ꎬ目
前折返跑指标的测量属性还处于较为模糊的阶段ꎮ
(２)实证层面:同时效度较低ꎮ 短跑是公认的反应移

动速度的运动方式ꎮ 然而ꎬ多项实证研究表明ꎬ在跑

动距离相等的情况下ꎬ折返跑与短跑成绩之间仅存在

中低度的相关关系[１９－２１] ꎮ Ｂｒｕｇｈｅｌｌｉ 等[２２] 研究指出ꎬ

直线冲刺速度与转向测试(涵盖折返跑)间的关联度

较低ꎬ在很大程度上侧重于不同的运动素质ꎮ 可见ꎬ
折返跑指标的同时效度较低ꎬ其测量移动速度的准确

程度相对不足ꎮ (３)操作层面:测试难度较高ꎮ 折返

跑的转身动作使其涵盖减速与再加速阶段ꎬ与短跑相

比ꎬ折返跑对人体协调跑动节奏、速度以及身体姿势

的能力提出了额外要求[２３] ꎬ即折返跑的测试难度相对

更高ꎮ 目前我国各地区的经济与教育发展水平仍存

在显著差异ꎬ倘若将更难的测试项目纳入面向全国学

生的测试体系ꎬ在测试过程中可能忽视学生接受体育

教育过程的公平[２４] ꎬ与«标准» 在公平上的追求是背

道而驰的ꎮ
３.２　 体质健康视角下测试动作速度的必要性分析　
虽然有部分测试体系对动作速度予以测评ꎬ但«标准»
并未将动作速度纳入测试体系ꎮ 相关研究结果表明ꎬ
动作速度与肥胖之间的关联尚存争议[２５－２６] ꎬ与运动障

碍之间的关联尚未明晰[２７－２８] ꎮ 可见ꎬ目前仍缺乏实证

证据表明学生的动作速度与其体质健康之间存在中

高度相关关系ꎬ动作速度是否应被纳入体质健康测试

体系还有待进一步讨论ꎮ
３.３　 体质健康视角下测试反应速度的必要性分析　
反应速度是我国国民体质测定标准的测试内容ꎬ而非

«标准»的测评组成部分与关注重点ꎮ 在“以体质促健

康”的理念引领下ꎬ有必要从体质健康角度重新审视

反应速度的测评意义与价值ꎮ 国内外多采用队列研

究、纵向研究、病例对照研究等方法ꎬ分析学生所覆盖

年龄段群体中反应速度与健康指标之间的关系ꎮ 研

究结果显示ꎬ反应速度对全因死亡率[２９－３０] 、心血管疾

病[３１]有着较好的预测效度ꎬ与认知功能障碍[３２－３３] 、肥
胖[３４－３５]之间存在较高程度的相关性ꎮ 可见ꎬ移动速度

与诸多健康指标之间存在较为紧密的联系ꎬ理应被纳

入体质健康测试体系ꎮ

４　 完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速度素质测试指标的
启示

４.１　 ３０ ｍ 跑可作为全体学生移动速度的测试指标　
移动速度是各类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体系关注与测试

的重点ꎬ明确何种移动速度的测试与评价更具科学

性、合理性、操作性成为必要ꎮ 目前«标准»将 ５０ ｍ 跑

作为各年级学生的共性指标ꎬ其跑动距离易使低年龄

段学生在测试过程中受到耐力素质的影响ꎬ在弱化指

标速度属性的同时ꎬ既使指标对低年段学生速度能力

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高于高年龄段学生ꎬ也降低了各

年龄段学生测试成绩之间的可比性ꎬ难以使成绩的纵

向比较处于同一移动速度能力的维度中ꎮ 从物理量

与供能系统的角度看ꎬ针对学生加速能力进行测试的

短跑指标具有较大的理论优势ꎬ因其可在不改变跑动

距离的条件下ꎬ对各年龄段学生的移动速度能力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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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精确地考察与纵向比较ꎮ 此类指标跑动距离相
对较短ꎬ如德国的 ２０ ｍ 跑与我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在
６ ~ ８ 岁内选用的 ３０ ｍ 跑ꎮ 因此ꎬ鉴于我国体质测评
历史与目前认识ꎬ３０ ｍ 跑可作为我国全体学生移动速
度的测试指标ꎮ
４.２　 折返跑不宜作为移动速度测试指标的运动方式

各测试体系对此类指标的测量属性存在一定争议ꎬ相
较于短跑指标移动速度测量属性唯一、操作简便易行
等方面的特点ꎬ折返跑指标并不具备理论、实证与操
作的优势ꎮ 此外ꎬ现行 ２０１４ 版的«标准»对比 ２０１０ 版
«标准»的修订之一ꎬ便是取消了原有的 ２５ ｍ×２ 折返
跑ꎮ 因此ꎬ«标准»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ꎬ不宜使折返
跑成为移动速度测试指标的运动方式ꎮ
４.３　 动作速度不宜被纳入测试体系　 在体质健康视
角下审视动作速度的实证研究发现ꎬ虽然动作速度可
能与健康存在某些潜在关联ꎬ但基于现有研究成果ꎬ
二者的关联程度较低ꎮ 此外ꎬ与移动速度、反应速度
相比ꎬ动作速度缺少与体质健康较为独特的关联ꎬ如
移动速度与骨健康、反应速度与认知功能等ꎮ 正如上
文所述ꎬ移动速度与反应速度对健康的正向促进作用
和 / 或预测效用等方面也可大部分覆盖动作速度的作
用ꎮ 因此ꎬ在动作速度与体质健康之间的关联得到大
量实证证据支持之前ꎬ«标准»暂不适宜将其纳入测试
体系ꎮ
４.４　 反应速度理应被纳入测试体系　 在体质健康视
角下审视反应速度的实证证据发现ꎬ反应速度与诸多
健康指标之间存在关联ꎮ 如尽早通过测试发现儿童
青少年反应速度缓慢的情况ꎬ将有助于家长、教师与
医生尽早诊断并解决其体质健康问题[３６] ꎮ 由此可见ꎬ
反应速度具备较为独特的测评意义与价值ꎮ 鉴于此ꎬ
«标准»有必要设置反应速度的测试指标ꎬ以对其进行
针对性测评ꎬ为筛选体质健康存在风险的学生ꎬ以及
早期诊断与干预打下良好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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