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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考体育”话题背后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全国学校体育联盟（教学改革）主

席毛振明表示，设计中考体育，主要是为了解决当时初三体
育课大量被文化课占用，学生体质普遍下滑严重的问题。
他坦言，“虽然是应试教育，但至少能提升体育课在学校的
地位，促使孩子们增加体育锻炼。”

2020年9月，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深
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将学校体育的重
要性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面对刻不容缓的改革之
势，一些业内专家认为，用应试的办法来解决应试的问题，
一定程度上能起到倒逼效果。

记者采访发现，随着体育中考分值不断提升，不仅学
校体育课日益受到重视，“体育老师被生病”现象日益减少。

毛振明认为，从目前的经验来看，中高考体育改革
一定能推动中学生体质状况改善，而从体育教育改革的
全局考虑，体育考试应是一个阶段性的策略，其目的在于
用应试教育的办法来解决应试教育造成的问题，而当素质
教育大行其道时，这种方式也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体育教育改革亟须“破冰”
针对体育考试存在的弊端，一些业内人士表达了担

忧。“分数不是教育的全部内容，更不是教育的根本目标。”
全国政协委员唐江澎说，“好的教育应该是培养终生运动
者、责任担当者、问题解决者和优雅生活者。”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副院长双
少敏认为，将原本象征快乐、自由的体育纳入考试范围，不
仅增加了家长的负担，而且让一些学生对体育产生了抵触
情绪，这某种程度上是对体育的“异化”。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形成
体育爱好和运动习惯是推进体教融合的终极目的，仅靠考
试显然无法达到，而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学校体育教育仍
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记者发现，体育教师短缺问题在一些地方仍十分突
出，特别是一些农村地区地域性和结构性的缺编问题严

重。在山西一所挂牌“足球特色学校”的农村小学里记者看
到，该校没有一名专职体育教师，足球教练是由美术老师和
另一位身兼多门课程的老师来担任的。

此外，体育教师专业素养不足、体育课质量较低等情
况也是有关专家普遍提及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跆
拳道协会和空手道协会主席管健民认为，“当前的普遍现象
是青少年喜欢体育，但不喜欢上体育课，运动项目化发展水
平不高是学校体育工作的明显短板。”

对症下药补齐短板，体教融合任重道远
面对体育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专家表示，中高考体

育改革只是体育教育改革的一个方面，推进体教融合不能
“一考了之”，而是要多措并举、对症下药。

“加大资源投入、完善资源配置是推进体育教育改革
的前提和基础。”双少敏建议，各地政府应加大体育教育投
入力度，增加体育教师编制，支持学校体育场馆建设和体育
设施购置，保障各中小学尤其是乡村学校配齐体育教师、开
足体育课程。他同时呼吁政府相关部门加强宣传引导力
度，让家庭、学校、社会各方加快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
念，真正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

“运动项目化是现代体育的本质特征之一。”管健民建
议，以运动项目为抓手，推动学校体育工作高质量发展，加
大中小学运动项目专项师资的培养、培训力度，同时教育部
门应与国家级体育单项协会加强沟通协作，就如何科学合
理地在中考体育测试内容、方式和计分办法中融入更多运
动项目元素，如何将运动项目教学、竞赛活动纳入中小学体
育课程内容与教学体系等展开合作与研究。

“高水平运动项目赛事应是未来学校体育的重要载体
之一。”毛振明提倡中小学体育课施行走班制教学，把全年
级的体育课安排在同一时间，打破班级，以项目分组，设置
排球班、足球班、舞蹈班等，学生自行挑选感兴趣的项目进
行学习，只要喜欢就可以坚持下去。同时每个班都是一支
运动队，体育课主要通过比赛的形式进行，每学期一开学赛
季就开始了，让学生在实战竞技中提高技术、获得成就感，
从而真正爱上某项运动。

健康中国
学校体育大有可为

新华社电 近年来，学校体育工
作愈加受到各界关注，部分全国人
大代表认为，在全面推进健康中国
建设过程中，学校体育大有可为。

“体育应该从青少年时期抓起，
让青少年养成一个良好的锻炼习
惯，提高身体素质，锤炼意志，到中
青年以后，才能有健康的身体，更好
地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全国人
大代表、华佗五禽戏第58代传人陈
静，一直很关注学校体育工作，在她
看来，抓好青少年体育工作是实现
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的基础。

陈静认为，让体育课和其他课
一样重要，是实现体教融合的重要
抓手，“一个人从少年到青年，大部
分时间都在学校里面度过，所以体
教融合是非常有必要的。”

作为来自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的冰球教练，全国人大代表胡江也
深有同感。他认为，在全面推进健
康中国建设的过程中，支持国内知
名大学创立冰球校队、举办赛事，同
时带动中小学冰球校队及赛事，是
我国冰球运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二马路
小学始建于1907年，是全国体育传
统项目示范校、黑龙江省冰球活动
基点校，学校先后为市冰球专业队
输送90余人，为冰球国家队培养队
员60多人，为冰球国少队培养队员
80多人。

二马路小学德育校长刘占军介
绍，从1957年到现在，学校每年坚
持冬季室外冰场的建设，冬季每个
班级每周有两到三节滑冰课，学校
还成立了校冰球队，在管理上对冰
球队员做到“四优先”，即：学习辅导
优先、训练时间优先、家访优先、评
比奖励优先。对品德、学习、球技兼
优的队员实施奖励，在优秀学生评
比等方面给予优先政策。

“体教不对立，是相互促进的。”
刘占军介绍，二马路小学在保证教
学的基础上，开展体育运动，学校的
冰球教练如果发现学生因冰球训练
和比赛而影响学习，会给予停训的
处理，待学习成绩好转方可恢复训
练。“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许多队员学习成绩在班级名列
前茅。”刘占军说。

陈静、胡江等代表建议，在开展
学校体育工作过程中，也要注意减
少运动损伤，引导学生对体育的兴
趣，并加强部分体育项目的校队组
建工作，打通小学、中学、大学校队
的人才输送途径，拓宽体育人才的
升学通道。

据新华社电 新冠肺炎疫情环境下，全世界的体育活动
均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体育产业也在一定范围内受到了
严重的打击。与此同时，以居家健身为代表的新兴业态也
在新环境下产生壮大，催生出体育产业许多新的模式。

国家体育总局经济司司长刘扶民介绍，“十三五”期间
体育产业总规模和增加值的增速都远远高于同期GDP（国
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凸显出巨大的市场潜力和空间。
在可预期的未来，随着科技水平的逐步提高，体育产业的发
展潜力被广为看好。

全国政协委员、泰山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卞
志良把关注点放在了科技创新方面。他表示，全民健身更
要依靠科技创新推动体育产业发展，为全民健身插上科技
的“翅膀”。他建议建设“国家体育技术创新中心”，发挥科
学技术在全民健身中的先导作用；设立“国家体育产业科技
创新基金”，为重点体育企业在新材料、芯片等领域的研发
创新，提供资金支持与科技服务。

全国人大代表、安踏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世忠建议大力
发展冰雪运动装备自主品牌，鼓励跨国并购。针对冰雪产
业科技创新制定专项激励政策，支持国内顶级研究机构的
创新研发立项，并与冰雪品牌企业进行战略合作，优势互
补；鼓励企业通过海外并购、合资合作、技术引进等方式获
取品牌、技术、人才等核心资源，加快提升我国冰雪运动装

备的国际竞争力。“冰雪运动要发展，人才是关键；装备制造
要提升，人才也是关键。”他说。

在冰雪产业人才发展方面，丁世忠建议，通过政府来
引导国内外相关专业院校与企业搭建合作模式，深化产学
研校企合作，创新冰雪产业人才的培养。鼓励有条件、有基
础的院校成立冰雪运动装备院系，重点培养研发、设计、营
销、管理等方面的人才，培育创新人才的土壤，在有条件的
地区将冰雪运动技能纳入学校体育课程。

全国政协委员杨扬目前在上海经营两个冰场，并承接
校外兴趣班和冰上项目如花滑、短道速滑、冰球等的培训。
她坦言，疫情对体育行业的影响很大。比如体育的赛事和
培训等。“我们去年停摆了大约半年的时间吧，而且还是有
一定的支出，因此对小企业的影响挺大的。”她说。

杨扬同时表示，疫情也带来了人们健康意识的提升。
“在疫情稍好些后，我们场馆开始开放，在暑期迎来了6年
来最高的人流量，说明疫情提升了大家的健身意识。”

对于体育产业发展的未来，杨扬依然非常看好。她
说：“中国体育产业现在总体向好，随着人们对健身意识的
提升，这当中肯定会产生各种消费，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
象。我们做具体培训行业，如今家长认识到孩子要养成运
动的习惯，要给孩子找一项体育运动并且长期坚持，那我们
就尽可能地为这些需求去提供服务。”

从考试100分到健康“100”分

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代表委员热议中高考体育改革

据新华社电 正在进行的全国两会上，有关中高考体育改革的话题再次引发热议。随着推进体教
融合的步伐不断加快，越来越多地方开始讨论、探索“中考体育100分”“体育入高考”的可能性。考试能
否成为解决当前体育教育问题的良药？推进体育课改革、实现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前路在何方？

疫情影响下，中国体育产业探索发展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