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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体育是中职教育中的重要课程之一，既是提高学生身体

素质和综合素养的重要路径，也是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

重要路径，重要性不言而喻。800 米和 1000 米是中职学生

体质测试的重要项目之一，是判断学生体能素质的重要标

准，近年来在素质教育改革的背景下，中职体育教学也得到

了明显的改进。但是，从体质测试的成绩数据来看，学生所

取得的成绩很不理想，如何提高学生的中长跑成绩已经迫在

眉睫。

2 800 米和 1000 米中距离跑的项目特点
女生 800 米跑以及男生 1000 米跑属于中距离跑的体育

项目，从其性质上来看，属于体育主导类的项目，具有周期

性的训练特点，对学生的身体素质有一定的要求，如速度耐

力、力量耐力以及身心协调性等。

影响 800 米和 1000 米中距离跑成绩的主要因素之一就

是学生的身体素质，也就是指学生的速度耐力，这是影响中

距离跑成绩的决定因素，接下来的影响因素是力量耐力以及

身体协调性。中长跑需要坚持科学的练习才能让成绩得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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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提升，这就需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合理地选择和设置

训练内容并注重培养学生的跑步兴趣是十分关键的 [1]。

其中，速度耐力简单来说就是指人体的心肺功能，深入

来说就是指学生身体的新陈代谢能力。在 800 米和 1000 米

训练的过程中，男女生在练习过程中会出现呼吸不畅、四肢

酸痛等情况，而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体内新陈代谢的速

率无法满足机体对能量的实际需求，所以采取有效的措施提

高学生的速度耐力是十分关键的。

3 提高中职生 800 米和 1000 米成绩的有效 
措施
3.1 根据学生特点，实施个性化训练

在 800 米和 1000 米的教学和训练中，要想提高学生的

中长跑成绩，教师在实际的教学以及训练过程中，应该根据

学生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制定个性化的训练计划，实施个性

化的训练，来满足不同学生的中长跑需求，而且个性化的

训练对于提高学生的中长跑兴趣也有重要作用。在 800 米和

1000 米的训练中，教师需要转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并适当

的增加中长跑训练的趣味性，比如说可以根据学生的身体素

质将学生进行合理的分组，并组织学生练习接力比赛，借助

接力跑来锻炼学生的身体机能，而且也能培养学生的集体意

识以及团队协作精神，对于提高中长跑训练的有效性有重要

作用。也可以通过足球比赛，男女混合组增强了活动的趣味

性，通过趣味有竞争的比赛增强同学的奔跑和耐力，提高同

学的中长跑成绩。

3.2 速度耐力训练方法
3.2.1 一般速度耐力能力练习

实际上，对于中长跑训练来说，练习的过程就是不断地

适应和提高体内环境不平衡的过程。在实际的训练过程中，

需要合理地安排练习的强度，以适应性训练为主，控制好运

动负荷，保证身体能够逐渐地适应练习，从而合理地调整跑

步的距离和节奏。

对于 800 米和 1000 米的训练来说，一开始可以进行慢

速练习，不断地提升学生的适应能力，然后循序渐进地调整

和提高距离的配速时间，在这一阶段练习中国，不以追求练

习速度为主，需要控制好距离，慢跑练习的目的就是完成规

定距离的练习，后期随着次数的增多，逐渐提高练习的速度

和相关要求。

第一，可以安排女生进行 1500~2000 米的慢跑练习，男

生可以进行 2000~3000 米的慢跑练习，从而在慢跑过程中

不断地提高学生的体内环境的耐受能力。

第二，当学生在练习中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时间和次数，

身体机能的耐受度、适应性也有了明显的提升，这时候就可

以逐渐地改变和加快身体节奏的步伐以及摆臂，保证动作以

及呼吸频率的稳定，可以有效地节省体能，也能顺利完成规

定距离的过渡。

3.2.2 专项速度耐力能力练习
经过前期的适应性练习后，教师就可以组织学生进行

800 米和 1000 米的模拟摸底测试，来掌握学生的实际练习

情况，并对学生的完成时间进行记录，然后根据这些数据来

合理地调整专项速度练习的内容，可以采取间歇训练法、重

复训练法等。

第一，一开始可以设计较大的运动量配上较小的运动强

度，使用间歇法让学生进行分组练习，保证每组练习的距离

是相同的，并对间歇时间以及学生心率的恢复情况进行控制

和记录，做好各个小组之间的练习衔接工作。

第二，小运动量以及大运动强度的配合，同样使用间歇

训练法以分组的形式进行训练，每个小组练习的距离设置成

不同的，同样对间隙时间以及学生的心率进行控制。

第三，组织学生进行模拟考试，设置 1~2 组的运动量，

并对学生的完成时间以及心率情况进行记录，观察学生跑步

中存在的不足，并做好记录，以便后续进行有效的辅助练习。

800 米和 1000 米跑的专项速度耐力训练，最开始可以

安排 4 组 300 米练习或者 5 组 200 米练习，然后随着练习次

数的增加来不断地提高学生对运动强度的适应能力。间歇时

间可以在 3~5 分钟内，需要结合学生的实际练习情况来合

理的调整 [2]。

3.3 起跑的有效措施
通常情况下，800 米和 1000 米跑的起跑多数都是半蹲

式或者单臂支撑的方式。起跑的基本顺序为做好准备就位工

作，并做 1~2 次的深呼吸，以慢跑的形式达到起跑线的位

置，将脚以前后形式分开，将有力的脚或者结合学生的起跑

习惯将脚贴近起跑线，两腿稍微弯曲，后腿大小腿控制在

130°，前肢支撑后肢，将上半身保持前倾状态，重心放在

前脚，前肢的另一侧手臂稍后放置，保持两臂的自然弯曲，

保证身体姿势的稳定，集中注意力，准备起跑。

起跑加速度指的是起跑的第一步落地，需要配合摆臂达

到战术跑步位置，在加速跑中将上半身逐渐抬起，并借助迅

速的摆臂，在跑步中抢占有利位置，接下来进入到计划的途

中跑过程中。

3.4 途中跑的有效措施
途中跑是距离最长的，掌握一定的技术是十分重要的。

一般来说途中跑过程中，需要保证匀速跑，匀速跑的成绩

是比较好的，具体需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水平，起跑猛冲刺，

然后达到有利位置后逐渐减慢速度，保持匀速，最好是跟着

与自己速度差不多的人进行跟随跑。为了提高肺通气量，选

择口鼻同时呼吸的方式，呼吸节奏与跑步节奏进行合理的配

合，在呼吸时需要注意呼吸的深度，不要将嘴巴张太大，避

免冷气进入引起腹痛情况。

另外，在途中跑的过程中，也有部分的学生会出现氧气

供应不足的情况，出现呼吸困难以及四肢无力的情况，一旦

出现这种情况，需要积极、合理调整呼吸以及步速，来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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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保证可以顺利完成途中跑 [3]。

3.5 冲刺跑的有效措施

冲刺跑是决定学生中长跑成绩的关键，加强冲刺跑训练

对于提高学生的成绩有重要意义。目前多数学校的场地为

400 米，800 米是两圈，而 1000 米则是两圈半，这样的情况

下冲刺位置是距离终点 100~200 米的位置，这时候需要大

口呼吸全力进行冲刺。

为了提高学生的中长跑成绩，做好跑前的准备工作也是

十分重要的。例如，跑前控制饮食，当天应以八分饱为主，

跑前可以喝葡萄糖水或者维生素 C；跑前进行合理的运动也

是十分关键的，对于提高身体协调度以及灵敏度有很大的帮

助，也能减少跑中受伤的概率，比如说可以选择抻肩、转体、

压腿等活动，来放松肌肉。除此之外，还需要保证跑前有充

足的睡眠，避免熬夜或者饮酒等情况 [4]。

4 结语
综上所述，800 米和 1000 米是中职体育教学中的重要

内容，也是重要的考试内容之一，中长跑对于学生身体素质

以及机能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要想提高学生的中长跑成

绩，就需要采取科学的训练措施，从起跑、途中跑以及冲刺

跑等方面进行有效的练习，提高训练的效果，从而提高学生

的中长跑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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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关注教师综合素质

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在本科毕业之后往往会直接在建筑

单位施工一线工作，工作的重点主要是为了解决实际工程中

存在的问题，教师除了要教授学生专业理论知识，还应当

以实际案例为基础开展教学，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因此，

教师自身应当具有较为丰富的实际工程经验与工程阅历，应

当鼓励教师在课余时间参与工程实践，或在企业进行挂职锻

炼，提高自身工程素质。学校应当将教师的工程素质内容直

接纳入教师成绩考核中，以便于提高土木工程教师的专业

素质。

3.6 重视信息技术应用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应当

及时融合相关信息技术完成毕业设计，如毕业设计中的施工

图与结构设计图等均可使用 CAD 会天正软件绘制，在计算

数值过程中，可以使用 PK/PM 软件等，总而言之，土木工

程行业的信息化已成为目前的发展趋势，在毕业设计中应

锻炼学生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便于加强学生的岗位适应能

力，有利于学生日后的就业与工作。

3.7 改变成绩评定和答辩方式改变毕业设计成绩组成

增加平时成绩和中期成绩，比例各占总成绩的 15%；答

辩老师人数不低于 5 人，参加答辩的人员中企业人员占比不

少于 20%；由于土木工程专业是严格依据规范进行施工和

设计的，因此要求学生培养认真履行毕业设计书写规范的作

风，凡是格式不合格的毕业设计，一律禁止参加首轮毕业

答辩，这无疑会有力促进学生养成按照要求办事的作风和

态度。

4 结语

经过四年的改革实践，土木工程毕业学生的设计质量有

了很大提高，学生答辩通过率逐年提高，来西安建筑科技大

学招聘毕业生的国有大型企业如中铁集团、中建集团、中交

集团、中国核电集团等国字号大型行业企业逐年增加，招聘

学生的数量每年增加，充分证明毕业生的质量得到社会认

可。但是教育教学的改革并非一劳永逸，应与时俱进，在实

践中不断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保证培养出更

多满足社会要求的土木工程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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