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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锻炼一小时，身心健康一辈子

� � � � 2013

年
6

月， 省教育厅、 省发展改革
委、省财政厅、省体育局就进一步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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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神，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体育锻炼是提高学生健康素质的有效
途径，对青少年思想品德培养、智力发育、审
美素养和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增强学生体
质，对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实现教育现代化、

建设人力资源强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
战略意义。 ”谈到《意见》，王广宇深有感触地
对记者说。

《意见》指出，体育课程和中小学生每天
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不能得到有效保证，中
小学体育教师配备不足，体育场地设施和器
材缺乏等问题，都严重影响了学生体质健康
水平的提升。

另外，根据《意见》要求，再结合学校开

展体育锻炼的实情情况，我市也提出了一系
列更人性化的要求，如小学

1~2

年级每周
4

课时体育课，小学
3~6

年级和初中每周
3

课
时体育课，高中每周

2

课时体育课。 各级各
类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削减、挤占体育课时
间。同时，切实加强体育教师队伍建设，要加
快教师结构调整，制定并落实配齐专职体育
教师计划，根据开设体育课程和开展每天一
小时校园体育活动的需要，用

3

年时间初步
配齐体育教师。小学根据每周

16~18

学时教
学工作量配备

1

名体育教师，中学根据每周
12~14

学时教学工作量配备
1

名体育教师。

体育教师教学工作量的计算应与其他任课
教师同等对待，组织大课间体育活动、课余
训练、体育竞赛和进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
标准》测试等要计入工作量。 用

3

年时间对
现有中小学体育教师进行一轮全员培训。完
善农村学校教师特岗计划补充体育教师机
制，在招聘教师时向体育学科倾斜。

“通过检查发现，目前，阳光体育大课间
活动成为学生开展体育锻炼的主阵地。我市

各学校基本上做到阳光体育运动与体育课
程教学、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
有机结合。 小学阶段以‘曙光’体育活动、中
学阶段以‘晨光’体育活动为主要载体，切实
做到人人有体育项目、 班班有体育活动、校
校有体育特色。同时，各学校每年还召开春、

秋季运动会，因地制宜地经常开展以班级为
单位的学生体育活动和竞赛。 ”王广宇说。

王广宇说，目前我市不断强化学校体育
工作的督导检查， 坚持督政与督学相结合，

健全目标考核机制，建立学校体育工作专项
督导制度，定期联合有关部门开展学校体育
工作专项督导，并将督导结果及时向社会公
告。 同时，把学校体育和学生体质健康水
平纳入工作考核指标体系，对学校体育工
作成绩突出的学校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对
学校体育基本条件不达标的， 要限期整改，

对整改后仍不合格者，要追究责任。 对学生
体质健康水平持续三年下降的地方和学校

,

在教育工作评估和评优评先中实行“一票否
决”。

阳光体育，让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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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开展阳光体育
运动， 更好地落实中小学
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
动的规定，从

2013

年秋季
开始，全省统一建立“每天
两个大课间体育活动”制
度， 实施大课间阳光体育
工程，即每天上、下午各安
排一次大课间体育活动，

每次时间为
30

分钟。 省教
育厅要求各学校要将大课
间体育活动纳入学校课
程，列入学校总课程表，实
行课程化管理， 确保活动
时间， 让阳光体育工程真
正发挥促进中小学生健康
成长的作用。

大课间体育活动制度
实施一年多以来， 我市各
学校落实的情况究竟如
何，记者近日进行了采访。

市第三实验小学的师生正在做大课间活动。

多种因素制约中小学校开展体育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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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受多种因素影响，学校的体育课
虽然开设了，但学生体育锻炼的效果有限。 ”

11

月
26

日，记者在中心城区部分学校采访
时，一些体育老师向记者坦言。

那么， 哪些是制约体育锻炼的因素呢？

通过采访记者得知，目前在校人数、体育教
师、场地、安全、教育观念等成为学生开展体
育锻炼的瓶颈。

“按照国家规定，小学一、二年级，每周
须上

4

节体育课；三至六年级，每周须上
3

节体育课。 初中生每周须上
3

节体育课，高
中生每周须上

2

节体育课。这是根据中小学
生文化课程数量的多少来统筹安排的。 但
是，目前，我市城区中小学校在校学生数量
较多，同时一些学校的场地有限，开足开全
体育课确实难以保证。 ”市教育局体卫艺科
科长王广宇对记者说。

王广宇说，目前，一些学校专业体育教
师缺乏， 体育课大多由非专业老师担任，难
以保证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 “与市

区一些学校相比，农村学校专业体育教师更
为缺乏，体育课的开展更是难以为继。 ”

今年
42

岁的市民王先生向记者回忆起
他中学时期上体育课的场景，“那时学校的
体育课开设得很正规，老师上体育课时都穿
着运动服，手里拿着教案，操场上单双杠、吊
环、鞍马、平衡木、铅球、铁饼、标枪等运动器
材应有尽有。 体育课既锻炼了我们的身体，

又陶冶了我们的情操。 ”

王先生不无惋惜地对记者说，近几年经
常出现学生因为体质差上体育课时发生伤
亡事故的事件，痛心地建议家庭、学校和社
会，要高度重视孩子的体育锻炼，利于孩子
的健康成长。

相对于过去， 现在的教育资源丰富起
来，但是，记者在采访时发现，现在学校的
体育课却内容单一。 “主要是怕安全出问
题，学校的体育器材齐全，但不敢拿出来给
学生使用，如果在使用过程中，有的学生不
小心受到伤害， 学校承担不起这个责任呀。

所以，宁愿不进行器材训练，也不愿出现安
全问题。 ”我市中心城区一所小学的体育老
师告诉记者。

“现在小学的体育课开设得相对好一
些，到了初中、高中，由于有升学压力，体育
课就明显薄弱了许多。 再者，一些家长重智
育轻体育，造成学生的身体素质明显下降。 ”

王广宇说。

王广宇说，考虑到上述因素，为确保在
校学生体质不下滑，国家要求各学校要开展
阳光体育大课间活动。 “从

11

月
1

日开始
为期一个月， 市教育局组织各县区教体
局对各学校开展大课间活动的落实情况
进行检测， 一旦发现落实不到位的学校，将
予以通报。 ”

11

月
28

日上午，记者在信阳市第三实
验小学采访时发现，该校两节课后的大课间
活动丰富多彩，跳绳、踢毽子、打篮球、打乒
乓球等运动，给老师和学生们带来身心的愉
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