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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当前全市疫情防控形
势，从学生健康和安全角度出发，
2022年体育中考调整为合格性考
试……现场考试项目不变，考生完
成相应项目即为合格……”北京市
教委发布的这一消息，让许多北京
初三学生和家长喜忧参半。

2022年，由于全国部分地区新
冠肺炎疫情又起，有的省份取消了
体育中考，有的省份减少了体育中
考内容或项目，有的省份则如北京
一样，学生参加考试即为合格，但大
部分省份依然按照原定计划进行体
育中考。一场体育考试，背后体现
的是不同省情及其不同考量。

两省体育中考增至
100分，引发社会关注

云南省昆明市第一中学西山
学校校长高富英高兴地看到，虽然
两年多的疫情对学校教育教学产
生了较大影响，但学生的体育锻炼
热情丝毫未减，取得了令人满意的
成绩。“云南省教育厅发布的《关于
进一步深化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
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将体育中考分值提升
至100分之后，家长、学校、师生乃
至社会对体育的重视程度都有不
同程度的提高，大家对体育的理念
和认识也有了提升。”高富英说。

云南省体育职业学院副院长

聂真新作为云南省体育中考改革
的主要参与者，通过在昆明市开展
的调研，对两年多来云南省体育中
考现状做了进一步了解。“从昆明
市的调查情况看，体育中考考试分
值增加，强化了学校领导对体育课
质量的关注，各学校体育教学结合
《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和《意见》
逐步完善了课程计划。”聂真新说，
体育中考极大地调动了学校开展
各项体育活动和竞赛的积极性，

“班班有队伍、人人有项目、个个能
参赛”的良好局面已见雏形。“操场
上学生运动的身影更多了，笑声、
欢呼声、呐喊声成为课余时间的主
旋律，体育真正做到了为学生的健
康成长保驾护航。”

云南省“振臂一呼”，引来全国
各地纷纷效仿。许多省份不同程
度地提升了体育中考分值，2021
年成为名副其实的“体育中考年”。

河南省是第二个将体育中考
分数增加到100分的省份，体育中
考带来的“红利”显而易见。“体育
分值的提升，影响了家、校、社会对
待体育的态度，激发了考生参加体
育锻炼的积极性。”河南省教育厅
体卫艺处原处长郭蔚蔚表示，体育
中考分值不宜变化太大，更不能脱
离地方实际搞“一刀切”。郭蔚蔚
进一步解释说，河南省体育中考的
100分中有30分放在了过程性评
价中，初一和初二学期各占15分，
将分数分布在整个初中阶段，目的
在于让各学段学生都重视体育锻
炼和增强体质，养成终身体育锻炼
的良好习惯。

中国教育科学院体育卫生与
艺术教育研究所所长吴键指出，体

育考试是一种利用“考试指挥
棒”，以衡量体育教学质量、考
查学生体育核心素养、督促
学生主动参与体育锻炼为

目的的刚性评价制度。
“40余年的实践证明，到

目前为止，体育中考
是提高学生体能水
平、促进学生身
心发展最有效的

措施。”

加强价值引导，让体
育中考不再可有可无

针对2022年体育中考有的省
份取消考试，有的省份减少考试内
容，还有的省份采用参加考试即算
合格，网上议论纷纷：赞成取消考试
者，认为这是疫情之下对学生健康
负责的做法；反对者则愤愤不平：取
消在户外进行的体育考试，才是不
重视学生的体质健康……这个话题
的争论甚至一度冲上热搜。

体育中考看似只是一门普通
的考试，实际上却是体育学科的

“地位”之考。在我国，体育中考虽
然已开展40余年，但一直在“考”
与“不考”之间摇摆。总体而言，近
年来各地对体育中考越来越重视，
但疫情之下，为学生健康着想，多
地采取了取消考试或减少考试内
容等做法，这不免让人为体育中考
的未来发展感到担忧。

作为体育考试制度演变的见
证者，郭蔚蔚认为，体育中考是为
了遏制我国青少年学生体质连续
多年下降而采取的特殊手段，旨在
通过考试杠杆阻止青少年体质下
降。“就目前来看，青少年体质还处
于相对较差的状态，近视率居高不
下，肥胖率持续上升，加之身体素
质连年下降，必须通过特殊手段改
变这一现状，而体育中考无疑是最
为有效的手段之一。”

在北京教育学院体育与艺术教
育学院院长潘建芬看来，体育中考
之所以成为广大学生、家长和学校
关注的热点，与体育中考的功能、价
值和未来走向是分不开的。她认
为，正确理解体育中考的价值，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强化以素养为导向
的学校体育改革，对于理性认识体
育中考，改进和提高体育课堂教学，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和核心素养的培
育，具有重要且深远的意义。

长期以来，体育都是学校教育
中的短板。2022年不少地方取消
体育中考，固然有新冠肺炎疫情的

影响，但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在
一些地方和一些人的头脑中，体育
考试并不像说起来的那么重要。

有关专家指出，与其他考试制
度相比，当前体育中考尚处于初级
阶段，需要不断加强和改进，当务
之急是建立一套科学规范、运行有
效、公正严明且放到全国行之有效
的体育考试制度。同时，要积极探
索、建立和落实校内外各一小时体
育活动时间的长效机制，使体育真
正成为“主科”。

“现在的‘考’是为了将来的
‘不考’，一旦青少年身体素质和体
质得到切实增强，体育中考也就完
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不用再考啦。”
郭蔚蔚说。

“体育中考的初心是改善学生
体质健康状况，目的在于促进学生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而青少年
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意志坚强、充
满活力，是一个民族旺盛生命力的
体现，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
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方面，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
吴键强调，必须牢固树立健康第一
的教育理念，以体树人，立德树人，
让体育中考成为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的促进力量。

智能化为体育中考插
上翅膀

进考场采用人脸识别，执行
“双盲机制”：考生随机分组进入点
位测试，自行刷卡、确认成绩。裁
判员全程不得触碰学籍卡，且每天
进行组别轮换；所有项目全程录
像，成绩上传全程无纸化操作，避
免人为因素干扰考试结果……

前不久，云南省大理州鹤庆县
以“统一测试”和“预约测试”的方式，
采用清华同方的电子产品，严格按
照要求组织体育中考，全程电子化
操作规避了人工操作的风险，使考
生置身于公平、公开的考试环境中。

用智能化手段增强考试公正
性现已成为各科考试的首选。随
着教育信息化的迅猛发展，智能化
体育设备守护体育中考，在捍卫体
育中考公正的同时，也让体育中考

不公平的说法成为“过去时”。
大数据等智能化信息技术手段

是关乎云南省体育中考改革成败的
关键。聂真新说，云南省体育中考
100分里有60分是过程性评价，在
设计之初，就把智能化设备建设、大
数据分析等摆在重要的位置，“学校
从初一开始，一年两次考试，要付出
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没有智能化
设备和大数据支撑根本无法完成，
而智能化设备和大数据又极大地避
免了人为因素的干扰，让体育中考
在公平、公正的氛围下进行”。

在高富英看来，智能化设备和
大数据的介入让教师从繁重的工
作中解脱出来，而其具有的智能分
析、健康干预报告生成等功能，为
体育中考提供了科学的数据和支
撑，为学校体育工作和学生体质健
康工作插上了“智慧的翅膀”。

从 30分到 50分、70分、100
分，郭蔚蔚经历了河南省体育中考
从无到有、从受质疑到获得肯定的
过程，他认为，公正准确是体育中
考的生命线，智能化测试仪器是保
证生命线的重要基础，“随着智能
化测试仪器的不断升级、换代和运
用，对于体育中考的质疑之声也在
逐渐消失”。

2018年以来，郑州市经开区
先后投入近百万元，为11所学校
购置了体育智能化设备，这些设备
不但服务于体育中考、学生体质健
康等，而且开启了学校体育的新局
面。“体育智能化设备的投入使用，
不仅构建了学生健康数据库，还促
进了体育教学的科学化，增强了教
学和训练的安全性。”该区教体局
副局长戴红燕说。

吴键指出，随着信息技术的进
步，不少地方进行了新的体育中考
改革尝试，即把集中统一考试分散
到学生日常生活中，随时测、随时
考、随时计分。“这种建立在精准、
可信、权威基础上的测试，必须要
有可靠的技术手段作为支撑。这
是值得提倡的体育中考改革方
向。”吴键认为，智能化体育发展不
仅能助力体育中考，还可以赋能学
校未来的体育整体改革，有助于对
学生体质健康的数字化监测，对学
生成长周期进行全过程的健康管
理，构建面向全体学生的国家统一
健康信息数据平台。

2021年，深圳市
教育局下发文件要
求，从2021年起，中
考满分将由460分增
至610分，其中“体
育与健康”课程满分
由 30分增至 50分。
深圳市体育中考的评
分标准比《国家学生

体质健康标准》对初三
年级学生的要求更高，以
男生1000米、女生 800
米考试项目及格标准为
例：深圳市男生1000米
及格成绩为 4 分 05 秒，
国家为4分 55秒；女生
800米及格成绩，深圳市
也高出国家标准25秒。

以体质监测为重
心提升学生身心健康
水平

2021 年，深圳市罗
湖区颁布《基础教育高质
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21—2023）》，提出
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
念，做好体育中考工作顶
层设计，借助“指挥棒”
的力量，促进儿童青少年
体质健康发展。

罗湖区制定了加强中
小学体质健康管理的工作
计划，内容涉及：充分调
动学校积极性，加强业务
培训；引进第三方机构，
对学生体质健康管理内容
定期进行全面监测；建立
和完善以体质健康水平为
重点的“监测—评估—反
馈—干预—保障”闭环体
系等。

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技术，围绕体育课堂、
体育作业、体育考试、国
家体质监测等，罗湖区从
体育教学、体育成绩、条
件保障三个层面构建学生
体质健康发展蓝图，深挖
影响学生体质发展的原因，并提供个性化的运动建议，
从个体、班级、年级、学校等多维度出发，为教育行政
部门、学校各级领导、教师、学生家长提供包含体质监
测、运动技能、运动参与的学生体质健康档案，为学生
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以个性化课堂为核心提高学生运动基本素质

体育课程的合理设置是学生体质水平提升和个性发
展的基本前提。课程的多样性和内容的可选择性，可以
满足学生的不同发展需要，给学生的个性发展留出空
间。高质量的课堂教学是提升学生体质水平和个性发展
的关键。罗湖区聚焦“教会、勤练、常赛”课堂教学一
体化建构，逐步完善“健康知识+基本运动技能+专项
运动技能”的学校体育教学模式，使每一名学生都能熟
练掌握1至2项运动技能。

以学科教研和竞赛为抓手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在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促进教师专业成长方面，罗
湖区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注重体育教师运动技能的培养和提高，开展多
种形式的学科基本功竞赛活动。以学科竞赛为突破口发
现问题，以集体教研为主渠道分析问题，以体育课堂为
主阵地解决问题，促进体育教师专业技能持续提升。

二是针对师资队伍特点，制订全面培训计划。采取
点面结合的形式，将全员培训和市、区骨干培训结合起
来，将区域集中培训和跨校协同教研结合起来，努力提
升全区体育教师的专业技能。

三是增强人才吸引力，完善人才引进机制和招考政
策。允许各学校积极引入有资质且能提供人力资源服务
的社会机构，同时鼓励将优秀教练员、高水平退役运动
员、社会体育指导员、退伍军人等具有体育特长且具备
教师资质的人才纳入教师专家库。

以体育督导为手段落实刚性管理要求

罗湖区每学期定期开展体育专项督导，督导内容包
括：保证中小学生校内体育活动每天1小时，每天安排
30至40分钟大课间体育活动；严格落实国家体育与健
康课程标准中要求的课时量，小学一、二年级每周4课
时，三至六年级和初中每周3课时，高中阶段每周2课
时；学生每天做2次眼保健操，要求各学校确保学生总
体近视率逐年降低；组建学生体育兴趣小组、社团和俱
乐部，学校每年举办一次全员参与的运动会或体育节；
建立寒暑假学生体育家庭作业制度；查阅并对比学生体
质健康报告等。

通过督导反馈，让学校、家长、社会了解学校体育
教学和学生体育训练的真实情况，形成正确的督导舆论
导向。

家校协作，促进学生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罗湖区通过大数据统计与分析掌握青少年体质健康
状况和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发展曲线，家校协同实施青少
年体质健康干预。罗湖区把学生参加体育活动情况、学
生体质健康状况和运动技能情况等纳入初中、高中学业
水平考试，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对学生出勤、
课堂表现、健康知识、运动技能、体质健康、课外锻
炼、参与活动等进行全面评价，形成综合数据，促进学
校体育工作改革。同时，利用教育智慧云平台监测班级
学生各项目体育成绩变化，为教师提供身体健康变化异
常的学生名单及学生薄弱项目诊断，并将数据分享给家
长，家校协同，促进学生运动习惯养成和健康生活方式
形成，在潜移默化中促进了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和体育中
考成绩的整体提高。

（作者单位系深圳市罗湖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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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聚焦·体育中考

体育中考：

撬动学生全面发展
的杠杆

本报记者 李小伟

体能类项目是初中毕业升学
体育考试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
有力量、速度、耐力等项目。经过
多年实践，浙江省台州学院附属
中学基于“大健康、大课程、大体
育”理念，总结提炼出旨在增强学
生体质、发展学生素质、提升体育
中考成绩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在
帮助学生享受运动乐趣的同时，
培养了他们良好的运动行为和习
惯，学生体育中考成绩明显提高，
2022年学校体育中考引体向上
满分率达96.92%、长跑满分率为
78.92%。

树立健康第一理念，打造
健康活力校园

近年来，学校坚持健康第一
教育理念，把学生身心健康放在
第一位，积极推行“85120”健康
行动计划。

“8”是指每天睡足 8 小时
（高中生每天8小时，初中生每

天9小时）。学校严格按照教育部
有关规定，加强睡眠和作业管理，
要求学生每天睡足8小时（高中生
每天8小时，初中生每天9小时）。
家校联动严格控制作业量，晚上10
点家长有权让学生停止写作业并督
促其休息。

“5”是指每天吃5种以上新鲜
蔬果。学校发挥学生一日两次在校
进餐的优势，在加强学生营养的同
时开展食育，推行减脂餐，积极干预
超重、肥胖等现象。

“1”是指每天校内运动1小时、
节假日每天接触电子产品少于1小
时、坐姿保持1尺1拳1寸。从体育
锻炼、减少看屏幕的时间、控制不良
坐姿上，对学生体质及视力、身体形
态等方面进行干预。

“2”是指看近处20分钟后，远
眺20米外的地方20秒，每天坚持
数次。

“0”是指减少碳酸饮料摄入，
校园不许卖、不许带、不许饮用碳酸

饮料，积极做到校园零碳酸饮料。
在教学楼的每个楼层都安装有饮水
机，方便学生饮水。

围绕“教、练、赛”，构建校园
体育新样态

围绕教育部提出的“教会、勤
练、常赛”，学校重点在课堂教学、课
间活动、春秋季运动会等方面进行
了改革。

统筹安排体育课。在开齐开足
体育课的同时，每天上午统一安排
30分钟大课间活动，当天没有体育
课的班级，安排课外活动，确保校内
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一小时。

坚持体能素质“课课练”。把经
过改编的竞技体育训练手段运用到
课堂教学中，每节体育与健康课安
排10分钟左右的身体素质练习。

实施技能训练“走班制”。在篮
球、排球、足球教学中，学生可根据
自己的兴趣，选择一个项目学习训
练，一学年保持不变。

制定课程评价方案。着眼学生
体育习惯、健康水平和训练成效，制
定学校体育课程评价实施方案，内
容包括体能、技能与日常参与等。

推进全员运动会。学校将“少
数人干、多数人看”的运动会，改变
为人人参加的体育嘉年华，学生通
过参与体育嘉年华，找到了适合自
己的运动项目和角色，激发了体育
锻炼的积极性。

开展专项训练，实现学生体
质新提升

中考体育中一些与力量素质有
关的项目，如实心球、引体向上
等，一直是部分学生难以突破的瓶
颈，而肥胖和超重则是学生体质不
强的顽疾。为此，学校遵循体育运
动发展规律，将竞技体育训练方法
加以改编，科学运用到课堂教学
和课外活动中，全面地提升了学生
体质。

为提升学生引体向上成绩，学

校创新发明了“移动四面组合单
杠”，每次可同时供4名学生练习，
学生们边练边赛，既提高了练习效
率又增加了练习乐趣，效果明显。
由于器材移动方便，学生们在体育
与健康课“课课练”环节及大课间中
也可以随时练习，真正做到了“勤
练”。

为提升学生掷实心球水平，相
关教师将专项技术、力量、柔韧等要
素结合起来，采用身体多机能联动
训练的方法，调动学生多种感知器
官和多项机能共同参与练习，提高
了锻炼效率。

对于超重和肥胖学生，学校每
学期安排两次健康检测，并就超重
和肥胖带来的危害等问题与家长进
行沟通。在督促这些学生合理膳食
的同时，学校推出减脂餐，并从初二
年级开始每周增加一节体育课，让
他们充分运动起来。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台州学院
附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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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政

❶
仰
卧
起
坐
是
体
育
中
考
女
生
的
基
本
项
目
。

张
莉

摄

❷
智
能
化
设
备
助
力
学
生
引
体
向
上
。

屈
丽
娟

摄

❸
男
生
实
心
球
掷
远
项
目
是
个
﹃
力
气
活
﹄
。

张
莉

摄

1

2

3

❶

❷

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