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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会正召开， 在此次与体育相关的提案和议案中，

从学龄前儿童到青少年这一经常被统称为“孩子”的群体再
度被聚焦。朱婷提出“体育教育‘关口’前移，启蒙应从学龄前
儿童开始”，杨扬倡议“加强社区儿童青少年体育设施规划和
建设”……而呼吁“把体育列入中高考必考科目”的发声无疑
最能牵动“有孩家庭”的关注。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2022年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杨扬
表示，今年她的提案主要关注社区内
儿童、青少年活动空间和设施不足以
及社区体育文化培养的问题。“往年精
力主要放在学校体育方面，现在觉得
社区体育必须要提了。全民健身上升
到国家战略，近几年国家也一直在这
方面做整体规划和建设，其中青少年
儿童的需求亟须关注。”

在之前一段学校停课、社会化培
训机构停业的特殊时期里，许多家长
与待在家中的孩子日日相对，由衷地
接受并认同了一个新词汇———“神
兽”。身为母亲的杨扬对此亦是深有
体会。“前不久，我参加了全国政协远
程协商会议，也听取了来自其他省市
十几位委员关于全民健身的发言，其
中一位委员提到了青少年体育，但也
集中在学校体育。我觉得青少年社区
体育在全民健身中的作用的确被忽
略了。尤其在这次疫情期间，孩子们
在家里待得时间久了，我们才注意到
家庭周边的社区体育设施是远远不
够的。”
杨扬表示，在社区体育活动空间

里，现有设施及标准更多倾向于成年
人甚至老年人使用，适合青少年尤其
是学龄前儿童的非常少。“使用成人体
育设施对小朋友来说有一定危险性。”

所以，确实有在社区里为儿童和青少
年提供合适运动设施的必要性。
前一段疫情期间，杨扬常带领着

自家孩子进行玩耍健身，但如果搁在
平时的话，她表示会更希望自己的孩
子能跟年龄相近的小朋友们玩在一
起，而且最好能玩得更专业。“学校体
育固然重要，但也不能把孩子所有的
课余活动都放在学校。希望社区成为
学校体育的强力补充，也希望有更多
的家长志愿者参与进来，形成一种社
区文化氛围。”
同时，她还建议要加强社区体育

文化的培育。“我觉得体育要上升到文
化层面才能有大的发展。体育的文化
和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不太一样，2008
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体育文化更多是用
书法、绘画的形式展示出来，实际上体
育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看体育
发达的国家，周末时基本都是家长们、
孩子们在各种球场上运动，这也是一
种生活方式，也能拉近亲子关系和邻
里关系。”
杨扬建议，将社区儿童青少年体

育纳入全民健身、社区发展等范畴；制
定儿童青少年体育设施的相关标准，
指导社区体育的规划、设施的建设和
使用等工作；营造以青少年儿童体育
活动为纽带的社区文化，培养儿童青
少年社区体育指导员志愿者队伍等。

这次，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女排队
长朱婷带来的议案是《体育教育“关
口”前移，启蒙从学龄前儿童抓起》。她
表示，之所以准备这个议案，与自己过
去两三年在国外职业联赛打球的经历
有关，通过观察、了解和对比，她深刻
体会到了国内外体育文化的差异。
朱婷举例说，她发现国外俱乐部

里的队友与她的成长经历完全不同，
“她们中很多都并不是像我这样，当年
因为个子比同龄人高才去打排球。她
们从小和爸爸妈妈一起玩球，因为喜
欢才选择投入到专业训练中。”后来，
朱婷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国内外少年儿
童参与体育运动的情况，关注他们的
家庭对待少年儿童参与体育的态度。
“我觉得国家现在非常重视体育

教育，正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
要》的指导下，有序推进提高全民族的
身体素质和健康状况。如何真正让体
育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所谓体育文
化的深度与广度，究竟从何而来？通过

思考和调研，我认为体育教育的‘关
口’应该前移到学龄前儿童，重视幼儿
体育启蒙，早早在小朋友心里种下参
与体育的种子，让运动成为伴随一生
的习惯。这关系到每一个孩子、每一个
家庭，也关系到我们全民族身体素质
的提高。”
“一些家庭体育氛围和运动理念

都有些缺乏，有的老人带孩子往往会
说‘孩子慢点跑、别摔着’，这其实并不
利于孩子的发育。”朱婷说，有调查显
示我国3至6岁儿童的体质不是很好、
眼睛多近视，这也源于儿童接触运动
项目较少、启蒙时间偏晚。
朱婷建议，要注重对孩子运动兴

趣的培养，幼儿园要完善相关师资力
量。“让儿童提前接触一些运动项目，
增强体质的同时还能增强玩的兴趣，
在玩的过程中可以提高自己，对于身
体发育、协调能力、智力发育，都有很
大的帮助。”

为中小学生减负的口号喊了多
年，但在中小学的校园里，书包越来越
重，近视率居高难下，甚至孩子们为写
作业而牺牲部分睡眠时间的情况也屡
见不鲜。为此，由全国政协委员吴志明
领衔提交、已得到百余位委员联名的
提案《关于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
为中小学生松绑减负》，已不再就教育
论教育———而是把突破口瞄向了体
育。

该提案建议重新疏理制定国家教
育评价体系，将体育列入中高考必考科
目，并给予语文、数学等主科一样的考
分权重，激发学校、家长、学生的内生动
力，真正实现为中小学生松绑减负。
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的《2019中

国青少年儿童睡眠指数白皮书》显示，
中国6到17周岁青少年儿童中，超六成
睡眠时间不足八小时，课业压力成为
影响孩子睡眠的第一因素。来自国家
卫健委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儿童
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学生肥胖
率已经超过10%的“安全临界点”，“小
眼镜”、“小胖墩”越来越多。
虽然国家和各地政府陆续出台了

一系列政策推进教育减负，但实际上

孩子们的负担还是“越减越重”。提案
分析，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涉及育才观念依然陈旧，现行基础
教育评价体系仍存在“唯分数、唯排
名、唯升学、唯文凭”的痼疾；校内课本
数量有增无减，校外辅导文山题海；以
及对体育科目的不够重视。
吴志明等委员提出，全社会应切

实转变育才观念。为此，建议要扭转各
行业招录人员唯名牌高校、唯文凭学
历倾向，重视考察求职者的综合素质，
包括身体素质，做到唯才是举。同时，
加强社会宣传和对家长的引导，将孩
子的身心健康排第一位，尊重教育的
规律和孩子成长的自由。
提案还建议，全面提高体育权重。

探索实施体育教育测试过程性评价，
将体育科目纳入中高考考试科目范
围，并设计与语文、数学等主科同等分
数，激发学生、家长、学校内生动力，主
动增加体育锻炼时间和师资投入。同
时，保证中小学校公用经费中有合理
的比例用于体育支出，提升学校体育
场地和设施；鼓励体育专业人士到学
校兼职开展体育教学，带动校园体育
活动的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女排队
员张常宁带来的议案是《关于进
一步加强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
建设》。
张常宁表示，作为学校体育

的重要一环，高校建设高水平运
动队，对带动学校体育事业健康
有序地发展和提升学生体质健康
水平，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高校
建设高水平运动队为投身体育的
青少年提供了升学渠道，为高校
营造体育氛围，同时为专业队运
动员解决了文化学习难题。
张常宁针对这一问题提了两

点具体建议：“一是加强政策引
导，进一步提高体育在学生的综
合评定和升学指标中的权重，把
政策要求转变成学校学生的重视
和加强体育的自觉行动。第二个
是提高招生比例，比如把高校运
动队的招生规模，由不超过本校
上一年度本科招生计划总数的
1%提高至10%，这样做能够进一
步激发青少年的体育锻炼热情，
带动更多青少年投身体育，从而
推动高校体育更好更快地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体育职
业学院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邹凯的
提案是《留住更多一线人才，让优
秀的运动员在退役后继续为国效
力》。
“主要是希望留住一线人才，

为竞技体育培养输入更多有实力
的运动员。”邹凯认为，退役的奥
运冠军和世界冠军留在一线的
话，能够继续发挥他们的专项特
长，并且将宝贵经验和优秀理念
传承给下一代运动，帮助后者提
高对技战术的认识和赛场上关键
时刻的应对能力，从而继续为中
国竞技体育争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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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界代表关注青少年成长
从全国两会提案、议案看体教融合

朱婷接受采访 杨扬在会议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