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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课“出圈”各界都来支招
体育课与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成全国两会热议话题

有些学生上了十多年的体育课， 却没能熟练掌握一项
运动技能，问题出在哪里？ 在给中小学生减负的支招中，有
人提议要把体育列入中高考必考科目，这是为什么？ 还有人
说应当把“体育教育课”改为“健康教育课”，以避免概念“窄
化”……在正于北京召开的全国两会中，各年龄段体育课与
儿童青少年的体质健康成为了热度尤其高的话题。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状
我国目前儿童青少年健康形势不容乐观，体质健康主要指标连续20多

年下降，33%的儿童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健康隐患。“小眼镜”、“小胖
墩”、“小糖人”和心理卫生等问题较为突出，这大多与不良行为习惯、缺乏
体育运动、体检不到位等直接相关。深层次原因则在于我国尚缺乏科学系
统的健康教育、体质监测和干预体系。

建议增加体育成绩在考试和升学中的占比
在5月25日进行的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视频会议中，全国政协委

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程红代表民盟中央发言，认为健康中国从儿童青少
年健康开始。程红提到的增加体育成绩在考试和升学中的占比的建议，得
到了不少关注。
在与体育相关的部分，程红建议，切实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将学生体育

教育纳入教育现代化评估指标，逐步增加体育成绩在日常考试升学测试中
的占比，开足开全体育课程，增强体育教学的趣味性和锻炼的有效性。修订
中小学体育教师、场地和器材配备的基本标准，并加大相关财政经费投入。
对中小学体育教师与心理教师在编制待遇等方面有所倾斜，积极拓展退役
运动员等社会专才的准入途径，完善在校学生意外伤害责任认定评估和保
险机制，试行体育教学尽职减责免责，解除学校的后顾之忧。

从全国政协委员吴志明领衔提
交、已得到百余位委员联名的《关于
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为中小
学生松绑减负的提案》，将突破口直
接瞄向了体育，到各界专业人士都
对体育课投以关注，这种呼声很能
引起家长们的共鸣。但同时，为人
父母者也有后续操作变味的顾
虑———就怕课业负担没减轻，反倒
多了一份必须要去拼命的体育负
累。

不同的孩子，身体素质会有差
异，兴趣爱好也不同。中考考体育，
为的是让学校开足开齐体育课，但
在有些地区，体育课上的内容却因
明晃晃的达标线而变得应试。如此
一来的结果可能是，学生非但没有
因体育课而熟练掌握运动技能，反
倒在内心对非以兴趣为出发点的体
育教学产生了反感情绪。家长们的
忧虑是，如果未来高考中多出体育
科目，且占比与主课看齐的话，那对
运动能力天生不够强，或对应试项
目没有爱好的孩子来说，是否会成
为额外的压力？
于是，这又回到了一个老生常

谈处———如何让减负，让健康的体
育教育落到实处。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可能始于一个个提案与建议，
但在真正推进的过程中，还需付出
更多努力。

■家长顾虑

应当重视体育
就怕变味增负

以往，外界对体育课的关注大多
集中于中小学阶段，但在全国政协委
员、南开大学校长曹雪涛看来，大学体
育教育也有需要切实加强与改进之
处。本次全国两会，他就向大会提交了
《关于坚持“以体育人”切实加强改进
大学体育教育提升青年学生素质的提
案》。其中建议，将研究生纳入体质健
康测试范围，出台研究生体质测试标
准。

曹雪涛称，国家体育总局连续发
布《中国青少年体育发展报告》显示，
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下滑的趋势没有
得到根本遏制，在爆发力、耐力、力量
素质等多项体质检测中表现欠佳。

在反思了这一现象及其背后所承
载的大学体育教育后，曹雪涛认为以
下问题值得关注：一是国家开展学生
体质健康测试项目的标准逐渐降低。
开展体质健康测试的依据是《国家学
生体质健康标准》，近年来，这一标准
业经五次修订，每次修订较前一版标
准都有所降低，甚至很多必测项目都

下调了及格标准，但即便如此，体测结
果的合格率及优良率仍未达到预期。
此外，学生主动参加体育锻炼的

自觉性不强，部分学生沉迷网络、生活
作息不规律、饮食习惯不合理、缺乏健
康管理和科学健身习惯，透支了身体
健康；高校普遍存在健康教育体系不
健全问题，在提高学生对健康重要性
认识、科普健康知识、身心健康指导、
性格养成教育、合理指导营养膳食等
方面做得还不到位。
结合现存问题与工作实践，曹雪

涛提出了多项建议。
首先，回归体育本源，把强身健体

作为根本目标，研究修订《国家体育锻
炼标准》，建立以提高基本身体素质为
导向的指标体系，适当提高测试项目
及格标准，改进学生体质健康状况跟
踪指导和监测评价制度，根据测试结
果，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开展体育锻
炼，切实改善学生体质健康水平。
其次，转变体育教育观念，由侧重

知识和技能的传授转变为健康意识、

行为习惯和体育精神的培育，将健康
教育与体育教育紧密融合，教授学生
生理、心理、卫生保健、膳食营养等多
学科知识；鼓励其养成主动参加体育
锻炼、终身坚持体育锻炼的良好习惯，
特别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形
成健康生活方式、行为方式。
此外，强化“以体育人”理念，促进

“体”和“育”相统一并贯穿于人才培养
的全过程，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
展；挖掘竞技体育魅力，通过设置竞赛
学分、搭建师生共同参与的赛事平台，
鼓励学生主动参与竞技体育训练和赛
事。
最后，将研究生纳入体质健康测

试范围，出台研究生体质测试标准，鼓
励高校通过建立体质健康档案、在评
奖评优中设置体质健康线、为毕业生
颁发体质健康证书等措施，增强研究
生参加体育锻炼的自觉性。探索将研
究生体质健康评价结果纳入高校研究
生培养质量评价体系。

建议加强改进大学体育教育

建议适时推行高考体育政策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这

次递交了《关于在加强中考体育基础上适时推行高考体育政策的提案》，主
要内容涉及中考和高考两部分。
去年，上海已经对中考体育方案进行了完善和优化，增加了可供选择

的项目，新增了乒乓球、羽毛球、网球和武术。戴立益指出，这些改革措施也
有值得改进之处。例如，体育分值占比偏低，重体能、轻技能：“在中考中往
往出现大家都是高分的状况，没有区分度，有点送分的现象，希望能够完
善。”
戴立益指出，中考要考体育，所以初三年级学生体能最好。而高一高二

高三学生的体能会逐年下降，“原因就是高考不考体育”。因此，戴立益建
议：适时推出高考加试体育，成为第四门主课！

参加本次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
协委员、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姚明在接
受场外采访时，与大家分享了他关于
“体教融合”的观点。女儿姚沁蕾成为
了姚明分享故事中的主角。
1. 至少参加一个体育社团

“因为我本身就是家长，我对我们
家孩子是有些体育要求的。课余之外，
要求她参加至少一个学校里的体育社
团。我的初衷，第一是锻炼身体，第二
是融入环境，和不同的组合、不同的孩
子处在一块儿。”
2. 学业和安全都会考虑

“当然我也会考虑到几点。第一是
学业压力，需要合理布局。第二是相对
的安全性。体育比赛肯定有一定的伤
病可能性，我相信哪怕遭遇小伤小病，
对她也是一定的锻炼。不断有新的环
境可以提高她的适应能力。我们经常
说‘赛场就是一个小社会’，我希望家
长去支持孩子，让他们获得成就感，这
会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附属中
山医院心内科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
葛均波提出建议：将小学“体育教育
课”改为“健康教育课”，帮助孩子从小
树立正确的健康价值观，更重要的是，
使其从小就埋下健康知识理念，拥有
保持健康的能力。

葛均波指出，在我国，学校“体育
教育”与“健康教育”结合的教学模式
尚未成功建立，师资短缺，体育教师对
健康的概念认识不全，学校重视不足，
体育课“占课”现象时有发生。
他援引了一份杭州市全国学校体

育工作示范小学体育教师所具备的体
育健康知识途径的调查显示：大多数
体育教师获得健康教育知识的途径是
自学或根据日常经验总结得出，只有
小部分是通过进修渠道获得。
葛均波分析，“体育教育”是以身

体锻炼为主要手段，以增进中小学学
生的健康为主要目的的必修课程；“健
康教育”的途径范围不仅包括体育课，
还要通过教育手段向中小学生普及卫
生科学知识，让学生们塑造一种健康
与疾病自然、社会因素和保健的观念，
培养一种文明卫生的生活方式和习
惯。具体来说，比如每天应有多长时间
的睡眠，如何合理使用电子产品，健康
饮食习惯的培养，体育课的强度是多
少，如何进行急救等。
因此，“体育教育”的命名，窄化了

“健康教育”的意义，建议小学将“体育
教育”成为“健康教育”的一部分，以便
学校更好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
纲要》的指导要求。

改“体育教育课”
为“健康教育课”

姚明的
体育育儿经

姚沁蕾（右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