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课之热：全民健康成为共同
追求

“儿童青少年的健康关系着家庭的
幸福、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但目前我国儿
童青少年健康形势不容乐观， 大力提高
全民特别是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非常

迫切和必要。 ”在 5 月 25 日进行的全国
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视频会议上，程红
委员建议， 将学生体育教育纳入教育现
代化评估指标，开足开齐体育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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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两会上，体育教育的话题被多
次提及，引发热议。 随着全民健康日益
成为政府和群众追求的共同目标，原本
被视为“鸡肋”的体育课近些年也越来
越受到重视。太原市实验中学体育老师
闫永帅对此深有体会：“过去体育老师
‘被生病’的现象比较常见，现在好了很
多，基本能保证体育课开足了。 ”

伴随体教融合的日益深入，人们对
体育课的价值有了更多元的理解与应

用。 “2 岁到 16 岁是人的运动敏感期，
也是成长的关键期。 ”山西省政协常委、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院长陈安平认为，体
育是培养青少年综合素质的基础，上好
中小学体育课不仅有利于学生的身体

健康和运动能力养成，而且对提升社交
能力、塑造拼搏精神、健全人格品质等
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

今年 4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
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 明确指出深
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要树

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推动青少年文
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加强学校
体育工作等。这让不少业内人士看到了
体育教育事业发展的新曙光。

“随着我们不断深耕体育教育厚
土，全民健康的目标也将越来越近。 ”全
国人大代表、山西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
院副院长双少敏说。

体育课之殇：培育高质量体育人口
任重道远

经过了漫长的假期，全国中小学校
近期陆续迎来复课，“学生体能下降”的
话题也随之而来。 “原本 800 米测试一
个班有十几人能得满分， 现在一个都没
有了。 ” 一位中学体育老师向记者透露，
“疫情期间学校每天都安排了在线体育
课，但由于缺少老师的现场监督，孩子们
锻炼积极性不高，到课率只有 60%左右。 ”

“只要离开学校， 许多学生主动参
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就会大打折扣，这
从侧面反映出我们的体育课仍不够完

善。 ”华舰体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赵晓春说，“目前中国的体育人口大
约只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意味着有
一大批接受过学校体育教育的人在毕

业后就再也不锻炼了。这种体育人口的
流失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学生没能在学

校里培养一项运动技能和爱好，导致他
们对体育的忠诚度不高。 ”

《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 提出，
到 2030 年全国城乡居民经常参加体育
锻炼的人数比例要达到 40%及以上。 不
少人将实现这一目标的希望聚焦于体

育课，然而随着大家对中小学体育课的
要求越来越高，其缺少项目支撑、专业
含金量较低等短板也日益暴露出来。

“据我观察， 目前大部分中小学校
的体育课还停留在单纯追求体育行为

的阶段，让学生跑跑跳跳、活动一下，就
算达到目的了，并不会针对某项体育技
能进行持续系统性地培训，这导致很多
孩子最终一无所获。 ”山西大学体育学
院教师孟林盛认为，“中小学体育课的
症结或许就在于此。当然这是一个很复
杂的问题，背后涉及对体育课的重视程
度、教师的专业水平、配套场地设施等
一系列难题。 ”

“培育高质量大基数的体育人口是
迈向体育强国的必要条件，而作为其中
关键一环的体育课仍然有待提质升级，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赵晓春说。

体育课之问：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体
育课？

走进太原市第十九中学，别具一格
的“象棋走廊”和“棋文化墙”令人感受
到浓浓的体育氛围。作为一所体育运动
传统项目学校，十九中把棋类课纳入教
学课程， 每班每周有一节棋类选修课，
学校每学期举行棋类比赛、体育节等活
动，引导学生钻研棋艺、爱上下棋。

近年来，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像太

原十九中一样积极探索体育课改革并

取得不俗效果的中小学校， 但 “星星之
火”尚未形成“燎原之势”。 尽管深化体教
融合已是大势所趋，但我们究竟需要什么
样的体育课？ 这个问题仍然值得探究。

“体育的本质是项目， 体育课应该
以培养运动技能为中心，建立分项目的
课程体系。 ”赵晓春提出，各地政府应统
筹教育资源，支持中小学校各自发展几
个特色体育项目，同时大力开展各类运
动的市级、区级、校级联赛，让学生在持
续学习和深度参与中真正爱上某项运

动，培养终身参与体育锻炼的习惯。
“我们应该更多挖掘体育的教育功

能，弘扬团结、拼搏、坚持等体育精神，促
进学生形成健全人格，帮助他们实现全面
发展。 ”陈安平建议，应在中小学体育课中
加入“体育精神”的专门内容，通过讲故
事、参与竞技等方式，让孩子真正感知和
理解体育精神，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未来的体育课应该是什么样的？
只能说目前我们仍在不断地摸索 ，我
们的体育课改革才刚刚起步， 还有诸
多现实困难尚待解决。 但我们也看到，
推进体教融合已是蓄势待发、 刻不容
缓。 ” 双少敏说，“随着群众对优质教
育、 健康生活和精神文化等领域需求
的不断提高，小小的体育课已经与大众
的民生福祉紧密相连，展现出越来越大
的意义与价值。 ” （据新华网）

从“鸡肋”到焦点
———时代变迁下，体育课改革蓄势待发

全国两会上，“为学生松绑”“体育入高考”等话题引起了社会广泛
关注。 随着建设健康中国的步伐日益加快，作为其中一环的体育课受
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甚至成为一些地方教育改革的重点。 通过透视
体育课在当代的发展现状，我们既能感受到“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的渐
入人心，也能发现在迈向体育强国的道路上仍需补齐的短板与差距。

（（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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