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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 

教育部教体艺〔2014〕4 号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切实提高高

校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

本标准。本标准适用于普通本科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的体育工作。 

一、体育工作规划与发展 

1.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服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学校体育

纳入学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各项工作，认真执行国家教育发展规

划、规章制度及各项要求。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使学生掌握科学锻炼

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有效方法，学会至少两项终身受益的体育锻

炼项目，养成良好锻炼习惯。挖掘学校体育在学生道德教育、智力发

展、身心健康、审美素养和健康生活方式形成中的多元育人功能，有

计划、有制度、有保障地促进学校体育与德育、智育、美育有机融合，

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2.统筹规划学校体育发展，把增强学生体质和促进学生健康作为

学校教育的基本目标之一和重要工作内容，纳入学校总体发展规划，

全面发挥体育在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中不

可替代的作用。制订阳光体育运动工作方案，明确工作目标、具体任

务、保障措施和责任分工，并落实各项工作。 

3.设置体育工作机构，配备专职干部、教师和工作人员，并赋予

其统筹开展学校体育工作的各项管理职能。实行学校领导分管负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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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体育工作委员会制），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体育工作专题会议，有

针对性地解决实际问题。学校各有关部门积极协同配合，合理分工，

明确人员，落实责任。 

4.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管理，在学校体育改革发展、教育教学、教

研科研、竞赛活动、社会服务等各项工作领域制订规范文件、健全管

理制度、加强过程监测。建立科学规范的学校体育工作评价机制，并

纳入综合办学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二、体育课程设置与实施 

5.严格执行《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必须

为一、二年级本科学生开设不少于 144学时（专科生不少于 108 学时）

的体育必修课，每周安排体育课不少于 2 学时，每学时不少于 45 分

钟。为其他年级学生和研究生开设体育选修课，选修课成绩计入学生

学分。每节体育课学生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30 人。 

6.深入推进课程改革，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开设不少于 15 门的

体育项目。每节体育课须保证一定的运动强度，其中提高学生心肺功

能的锻炼内容不得少于 30%；要将反映学生心肺功能的素质锻炼项目

作为考试内容，考试分数的权重不得少于 30%。 

7.创新教育教学方式，指导学生科学锻炼，增强体育教学的吸引

力、特色性和实效性。建立体育教研、科研制度，形成高水平研究团

队，多渠道开展以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教学质量、课余训练、体育文

化水平等为目标的战略性、前瞻性、应用性项目研究，带动学校体育

工作整体水平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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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外体育活动与竞赛 

8.将课外体育活动纳入学校教学计划，健全制度、完善机制、加

强保障。面向全体学生设置多样化、可选择、有实效的锻炼项目，组

织学生每周至少参加三次课外体育锻炼，切实保证学生每天一小时体

育活动时间。 

9.学校每年组织春、秋季综合性学生运动会（或体育文化节），

设置学生喜闻乐见、易于参与的竞技性、健身性和民族性体育项目，

参与运动会的学生达到 50%以上。经常组织校内体育比赛，支持院系、

专业或班级学生开展体育竞赛和交流等活动。 

10.注重培养学生体育特长，有效发挥体育特长生和学生体育骨

干的示范作用，组建学生体育运动队，科学开展课余训练，组织学生

参加教育和体育部门举办的体育竞赛。 

11.加强校园体育文化建设，促进中华优秀体育文化传承创新。

学校成立不少于 20 个学生体育社团，采取鼓励和支持措施定期开展

活动，形成良好的校园体育传统和特色。开展对外体育交流与合作。

通过校报、公告栏和校园网等形式，定期通报学生体育活动情况，传

播健康理念。 

12.因地制宜开展社会服务。支持体育教师适度参与国内外重大

体育比赛的组织、裁判等社会实践工作。鼓励体育教师指导中小学体

育教学、训练和参与社区健身辅导等公益活动。支持学校师生为政府

及社会举办的体育活动提供志愿服务。 

四、学生体质监测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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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全面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建立学生体质健康测

试中心，安排专门人员负责，完善工作条件，每年对所有学生进行体

质健康测试，测试成绩向学生反馈，并将测试结果经教育部门审核后

上报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数据管理系统，形成本校学生体质健康年

度报告。及时在校内公布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总体结果。 

14.建立健全《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管理制度，学生测试成

绩列入学生档案，作为对学生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毕业时，学生

测试成绩达不到 50 分者按结业处理（因病或残疾学生，凭医院证明

向学校提出申请并经审核通过后可准予毕业）。毕业年级学生测试成

绩及格率须达 95%以上。 

15.将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作为衡量学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将

体质健康状况、体育课成绩、参与体育活动等情况作为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的重要内容。 

16.建立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分析和研判机制，根据学生体质健康

状况制定干预措施，视情况采取分类教学、个别辅导等必要措施，指

导学生有针对性地进行体育锻炼，切实改进体育工作，提高全体学生

体质健康水平。 

五、基础能力建设与保障 

17.健全学校体育保障机制，学校体育工作经费纳入学校经费预

算，并与学校教育事业经费同步增长。加强学校体育活动的安全教育、

伤害预防和风险管理，建立健全校园体育活动意外伤害保险制度，妥

善处置伤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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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根据体育课教学、课外体育活动、课余训练竞赛和实施《国

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等工作需要，合理配备体育教师。体育教师年

龄、专业、学历和职称结构合理，健全体育教师职称评定、学术评价、

岗位聘任和学习进修等制度。 

19.将体育教学、课外体育活动、课余训练竞赛和实施《国家学

生体质健康标准》等工作纳入教师工作量，保证体育教师与其他学科

（专业）教师工作量的计算标准一致，实行同工同酬。  

20.体育场馆、设施和器材等符合国家配备、安全和质量标准，

完善配备、管理、使用等规章制度，基本满足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需

求。定时维护体育场馆、设施，及时更新、添置易耗、易损体育器材。

体育场馆、设施在课余和节假日向学生免费或优惠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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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 年修订） 

教育部 教体艺[2014]5 号

一、说明 

1.《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以下简称《标准》）是国家学

校教育工作的基础性指导文件和教育质量基本标准，是评价学生综合

素质、评估学校工作和衡量各地教育发展的重要依据，是《国家体育

锻炼标准》在学校的具体实施，适用于全日制普通小学、初中、普通

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普通高等学校的学生。 

2.本标准的修订坚持健康第一，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

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2〕

53 号）和《教育部关于印发〈学生体质健康监测评价办法〉等三个文

件的通知》（教体艺〔2014〕3 号）有关要求，着重提高《标准》应

用的信度、效度和区分度，着重强化其教育激励、反馈调整和引导锻

炼的功能，着重提高其教育监测和绩效评价的支撑能力。 

3.本标准从身体形态、身体机能和身体素质等方面综合评定学

生的体质健康水平，是促进学生体质健康发展、激励学生积极进行身

体锻炼的教育手段，是国家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和学业质量标准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体质健康的个体评价标准。 

4.本标准将适用对象划分为以下组别：小学、初中、高中按每

个年级为一组，其中小学为 6 组、初中为 3 组、高中为 3 组。大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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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为一组，三、四年级为一组。 

5．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各组别的测试指标均为必测指标。

其中，身体形态类中的身高、体重，身体机能类中的肺活量，以及身

体素质类中的 50 米跑、坐位体前屈为各年级学生共性指标。 

6．本标准的学年总分由标准分与附加分之和构成，满分为 120

分。标准分由各单项指标得分与权重乘积之和组成，满分为 100分。

附加分根据实测成绩确定，即对成绩超过 100分的加分指标进行加分，

满分为 20 分；小学的加分指标为 1分钟跳绳，加分幅度为 20分；初

中、高中和大学的加分指标为男生引体向上和 1000 米跑，女生 1 分

钟仰卧起坐和 800米跑，各指标加分幅度均为 10分。 

7．根据学生学年总分评定等级：90.0分及以上为优秀，80.0～

89.9分为良好，60.0～79.9分为及格，59.9分及以下为不及格。 

8．每个学生每学年评定一次，记入《〈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

准〉登记卡》（附表 1）。特殊学制的学校，在填写登记卡时可以按

规定和需求相应地增减栏目。学生毕业时的成绩和等级，按毕业当年

学年总分的 50%与其他学年总分平均得分的 50%之和进行评定。 

9．学生测试成绩评定达到良好及以上者，方可参加评优与评

奖；成绩达到优秀者，方可获体育奖学分。测试成绩评定不及格者，

在本学年度准予补测一次，补测仍不及格，则学年成绩评定为不及格。

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毕业时，《标准》测试

的成绩达不到 50 分者按结业或肄业处理。 

10．学生因病或残疾可向学校提交暂缓或免予执行《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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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经医疗单位证明，体育教学部门核准，可暂缓或免予执行《标

准》，并填写《免予执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申请表》（附表 2），

存入学生档案。确实丧失运动能力、被免予执行《标准》的残疾学生，

仍可参加评优与评奖，毕业时《标准》成绩需注明免测。 

11．各学校每学年开展覆盖本校各年级学生的《标准》测试工

作，《标准》测试数据经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按要求审核后，通过“中

国学生体质健康网”上传至“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数据管理系统”。

测试和数据上传时间由教育行政部门确定。 

12．本标准由教育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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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项指标与权重（大学部分） 

单项指标权重表 

注：体重指数（BMI）=体重（千克）/身高 2（米 2）。 

 

三、评分表（大学部分） 

 

表 1 大学生体重指数（BMI）单项评分表（单位：千克/米 2） 

注：体重指数（BMI）=体重（千克）/身高 2（米 2）

测试对象 单项指标 权重（%） 

大学各年级 

体重指数（BMI） 15 

肺活量 15 

50米跑 20 

坐位体前屈 10 

立定跳远 10 

引体向上（男）/1分钟仰卧起坐（女） 

 

 

 

 

坐（女） 

10 

1000米跑（男）/800米跑（女） 20 

等级 单项得分 女生 男生 

正常 100 17.2~23.9 17.9~23.9 

低体重 
80 

≤17.1 ≤17.8 

超重 24.0~27.9 24.0~27.9 

肥胖 60 ≥28.0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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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大学男生体质测试项目评分标准 

 

注明：各测试项目查分标准按照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执行。  

 

等级 单项得分 肺活量 50米 1000 米 立定跳远 引体向上 坐位体前屈 

优秀 

100 5040 6.7 3'17" 273 19 24.9 

95 4920 6.8 3'22" 268 18 23.1 

90 4800 6.9 3'27" 263 17 21.3 

良好 
85 4550 7.0 3'34" 256 16 19.5 

80 4300 7.1 3'42" 248 15 17.7 

及格 

78 4180 7.3 3'47" 244  16.3 

76 4060 7.5 3'52" 240 14 14.9 

74 3940 7.7 3'57" 236  13.5 

72 3820 7.9 4'02" 232 13 12.1 

70 3700 8.1 4'07" 228  10.7 

68 3580 8.3 4'12" 224 12 9.3 

66 3460 8.5 4'17" 220  7.9 

64 3340 8.7 4'22" 216 11 6.5 

62 3220 8.9 4'27" 212  5.1 

60 3100 9.1 4'32" 208 10 3.7 

不及

格 

50 2940 9.3 4'52" 203 9 2.7 

40 2780 9.5 5'12" 198 8 1.7 

30 2620 9.7 5'32" 193 7 0.7 

20 2460 9.9 5'52" 188 6 -0.3 

10 2300 10.1 6'12" 183 5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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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大学女生体质测试项目评分标准 

注明：各测试项目查分标准按照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执行。  

 

等级 单项得分 肺活量 50米 800 米 立定跳远 仰卧起坐 坐位体前屈 

优秀 

100 3400 7.5 3'18" 207 56 25.8 

95 3350 7.6 3'24" 201 54 24.0 

90 3300 7.7 3'30" 195 52 22.2 

良好 
85 3150 8.0 3'37" 188 49 20.6 

80 3000 8.3 3'44" 181 46 19.0 

及格 

78 2900 8.5 3'49" 178 44 17.7 

76 2800 8.7 3'54" 175 42 16.4 

74 2700 8.9 3'59" 172 40 15.1 

72 2600 9.1 4'04" 169 38 13.8 

70 2500 9.3 4'09" 166 36 12.5 

68 2400 9.5 4'14" 163 34 11.2 

66 2300 9.7 4'19" 160 32 9.9 

64 2200 9.9 4'24" 157 30 8.6 

62 2100 10.1 4'29" 154 28 7.3 

60 2000 10.3 4'34" 151 26 6.0 

不及

格 

50 1960 10.5 4'44" 146 24 5.2 

40 1920 10.7 4'54" 141 22 4.4 

30 1880 10.9 5'04" 136 20 3.6 

20 1840 11.1 5'14" 131 18 2.8 

10 1800 11.3 5'24" 126 16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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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大学生加分指标评分表 

 
加分 1000 米 引体向上 800 米 仰卧起坐 

10 -35" 10 -50" 13 

9 -32" 9 -45" 12 

8 -29" 8 -40" 11 

7 -26" 7 -35" 10 

6 -23" 6 -30" 9 

5 -20" 5 -25" 8 

4 -16" 4 -20" 7 

3 -12" 3 -15" 6 

2 -8" 2 -10" 4 

1 -4" 1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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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登记卡(大学样表） 学    校                                

姓    名  性    别  学    号  

院（系）  民    族  出生日期  

单项指标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毕业成绩 

成绩 得分 等级 成绩 得分 等级 成绩 得分 等级 成绩 得分 等级 得分 等级 
体重指数（BMI）（千克/

米 2）             

  

肺活量（毫升）             

50 米跑（秒）             

坐位体前屈(厘米）             

立定跳远（厘米）             

引体向上（男）/ 
1 分钟仰卧起坐(女)（次） 

            

1000 米跑（男）/ 
800 米跑(女)（分·秒）             

标准分     

加分指标 成绩 附加分 成绩 附加分 成绩 附加分 成绩 附加分 
引体向上（男）/ 

1 分钟仰卧起坐(女)（次）         

1000 米跑（男）/ 
800 米跑(女)（分·秒）         

学年总分     

等级评定     

体育教师签字      

辅导员签字      

注：高等职业学校、高等专科学校参照本样表执行。 

 学校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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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免予执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申请表 

注：普通高等学校的学生，“家长签字”由学生本人签字。 

 

姓    名  性    别  学    号  

班    级

/院 （系） 
 民    族  出生日期  

原因 

申请人：            

年    月    日 

体育教师签字  家长签字  

学
校
体
育
部
门
意
见 

学校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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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案 

 

为了认真落实教育部关于 2014 年《学生体质健康监测评价办

法》、《学校体育工作年度报告办法》等文件精神，结合《国家学生

体质健康标准（2014 修订版）》测试和上报工作的通知，结合我校实

际情况，特制定学生体质测试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 2014年《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修订版）》

的通知(教体艺厅函[2014] 30 号)精神，切实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督

促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提高体质健康水平。

全方位了解学生身体形态机能，充分了解和掌握学生的体质状况，为

体育部的体育教学与管理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 

二、组织机构 

（一）领导小组 

组  长：李建东 龙建成 

副组长：于少勇、刘丰雷、李晓霞及各院系主管学生副书记 

（二）测试小组 

组  长：于少勇 

副组长：白光斌（执行）、刘建锋 

成  员：体育部教师 

（三）体质测试工作办公室 

设在体育部学科建设办公室 

主任：张超 

成  员：高鹏飞、韩永玺、陈洪波 

三、测试对象、时间安排、预约流程、测试要求 



- 18 - 

 

测试分为常规测试和补测两个部分。补测只针对在预约时间内因身

体健康状况原因未能按时参加测试者或者在常规测试时未能达到合格

标准的学生。 

测试对象：测试对象为我校各院系在校本科健康学生。 

时间安排： 

1、每学年的春季，具体时间依据学校计划，体育部另行通知。 

2、依据网上预约时间、分组，分别安排在周六、周日时段。 

3、如在预约时间内因天气原因不能如期测试（能否测试以体

育部通知为准），体育部将另行安排时间，并通知到各学院。 

网上预约流程： 

进入体育部网站的“学校体育综合管理信息”→完善个人信息并

上传照片→“体质测量”→“预约管理”→“我要预约”→预约测试

项目和时间→打印体测准考证→学生持准考证和一卡通（或身份证）

进行测试。 

测试准备： 

1、携带准考证、一卡通或身份证 

2、按照准考证具体测试时间，提前 20分钟达到检录地点，并

充分做好准备活动，等待测试。 

四、测试工作分工 

（一）体育部 

制定测试工作方案；协调各学院学生测试时间；组织现场测试；

分析、上报测试数据。 

（二）各学院 

1、负责向本院学生宣传体质健康测试工作的意义。 

2、督促本学院学生在开学的前 2 周内，通过我校“学校体育综

合信息管理系统”完成网上预约。 

3、督促本学院学生依据约定测试时间提前 20 分钟达到检录地点，

进行准备活动和等待检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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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测试前，负责本学院不能参加测试学生的筛查、报告，并要求

学生填写免测申请表（体育部网页下载专区下载），在测试前把免测

申请表和相关证明（县级以上医院证明）交到育部办公室，由体育部

统一进行免测审批。 

五、测试项目场地与轮换 

（一）测试项目与场地 

测试项目：身高、体重、 肺活量、坐位体前屈、立定跳远、50

米跑、引体向上（男）、一分钟仰卧起坐（女）、1000米跑（男）、

800 米跑（女）。 

测试场地：新校区北田径场主席台下（测试内容：身高、体重， 

肺活量，坐位体前屈、仰卧起坐）；塑胶田径场（北场地）（测试内

容：立定跳远、50米跑、引体向上、1000 米跑、800 米跑）。 

（二）测试项目轮序 

第一轮的测试项目，按检录老师的安排进行测试，随后轮次测试

项目按照下列顺序进行轮换 

1：身高、体重 

2：肺活量 

3： 坐位体前屈 

4：一分钟仰卧起坐（男）、引体向上（女） 

5： 立定跳远 

6：50 米跑、1000米（男）、800米（女） 

六、测试要求 

（一）请各学院做好宣传、发动、组织工作。测试时务必身着运

动装、脚穿运动鞋。 

（二）对因身体缺陷、慢性病、心脏病、先天发育不良等疾病（如

心、肝、脾、肾、肺等主要脏器有疾病者，身体残缺、畸形者,急性

病患者可填写免测申请表、申请免测）或不适宜参加规定项目测试的

学生，经本人申请，持县级以上医院证明，经体育部批准后可以免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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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测试，免测申请表见附表 2。 

（三）测试时学生必须携带准考证和校园一卡通（或身份证）。

证件丢失请提前办理，无准考证、校园一卡通（或身份证）者不予测

试。 

（四）为杜绝因测试引发的各种安全事故，保证测试正常进行，

请各学院将免测的学生名单和免测申请表及相关证明（县级以上医院

证明粘贴在申请表后）在测试前交到体育部。 

（五）如学生因故（须有证明，否则不能补测）未能在指定时间

测试，由体育部另行安排测试时间，保证测试按时完成。 

七、部分项目测试方法、要求 

（一）50 米、1000(800)米 

起跑均采取站立式起跑，每人测试 1次。 

受试者至少两人一组进行测试，站立式起跑。当听到“跑”的口

令（或枪声）后开始起跑。计时员看到旗动（或枪烟）开表计时，当

受试者的躯干部到达终点线垂直面时停表。以分、秒为单位记录测试

成绩，不计小数。 

（二）身高、体重 

立正姿势站在测试器踏板上，上臂下垂，足跟并拢，足尖分开约

成 60度角，躯干自然挺直，头部保持正直。在测量身高的同时，体

重数据也被仪器自然读出。  

（三）肺活量 

共测两次，每次间隔 15秒，记录最大值作为测试结果。 

采用的是电子肺活量测试仪，使用一次性塑料吹嘴。测试同学深

呼一口气后，向吹嘴处慢慢呼出至不能再呼出为止。吹气完毕后，液

晶屏上最终显示的数字即为肺活量毫升值。  

（四）立定跳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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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脚自然分开站立，站在起跳线后，脚尖不得踩线。两脚原地同

时起跳，不得有垫步或连跳动作。丈量起跳线后缘至最近着地点后缘

的垂直距离。每位同学可试跳 2 次，取最好成绩。  

（五）一分钟仰卧起坐（女） 

受试者仰卧于垫上，两腿稍分开，屈膝呈 90 度角左右，两手指

交叉贴于脑后。另一同伴压住其踝关节，以固定下肢。受试者坐起时

两肘触及或超过双膝为完成一次。仰卧时两肩胛必须触垫。测试人员

发出“开始”口令的同时开表计时，记录 1 分钟内完成次数。1分钟

到时，受试者虽已坐起但肘关节未达到双膝者不计该次数，精确到个

位。  

注意：  

（1）如发现受试者借用肘部撑垫或臀部起落的力量起坐时，

该次不计数。   

（2）测试过程中，观测人员应向受试者报数。  

（3）受试者双脚必须放于垫上。  

（六）引体向上 

受试者双手正握杠，两手与肩同宽成直臂悬垂。静止后，两臂同

时用力引体，上拉到下颌超过横杠上缘为完成一次。记录引体次数。 

注意事项：两次引体向上的间隔时间超过 10 秒停止测试。  

（七）坐位体前屈 

测试两次，取最好成绩。 

受试者两腿伸直，两脚平蹬测试仪纵板坐在平地上，两脚分开约

10-15 厘米，上体前屈，两臂伸直前，用两手中指尖逐渐向前推动游

标，直到不能前推为止。 

要求：身体前屈两臂向前推游标时两腿不能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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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应 急 预 案 

 

为预防我校学生在测试中可能发生的意外事故，确保在第一时间

内做好抢救和消除隐患工作，保证学生体质测试安全，特制定本方案。

一、加强宣传教育 

由体育教师、负责各系的学生管理工作的教师对学生进行预防运

动疾病、运动创伤方法和体育道德风尚的宣传教育。 

二、组织机构 

 组长： 于少勇 

成员： 白光斌、刘建锋、吕晓峰、张超（大）、齐欣、张超（小）、

刘兰池、曹峰、王永刚、高鹏飞、韩永玺、陈洪波 

三、伤病预防 

做好 1000 米（男）、8000（女）米测试前的准备活动和运动创

伤和运动疾病的预防工作 

各学院学生管理部门及辅导员加强对有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疾病

及不能参与测试项目的学生做好测试前报告、筛查，预防工作，确系

不能参加 800 米、1000 米测试的同学，不要参加测试。 

四、安全会议 

测试前召开安全工作会议，加强安全教育，使参测全体教师高度

重视安全工作。 

五、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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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过程中领导小组成员进行不定期巡视。 

六、场地、器材维护 

由体育部具体落实对存在有安全隐患的场地、器材进行整治和

维修，消除安全隐患；测试过程中如有器材损坏，测试教师应及时报

修，确保测试的顺利进行。 

七、维护测试秩序 

体育部教师负责田径场内秩序及跑道秩序的维持，阻止拥挤、撞

伤人员等。 

八、发生伤病的应急办法 

1、在测试中，教师发现学生有异常症状，应立即停止测试，并

观察该学生的生理状况采取相应措施。 

2、发生严重损伤大量出血，或者出现昏迷休克、抽搐等症状，

首先与校医联系，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对伤员做及时诊断处理，同时

报告 120请求急救。并及时向校有关领导及领导小组组长汇报。 

3、校医院值班室电话：81891203（南校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