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2月12日 星期四
责编：戴轶民 美编：戴轶民11今视点

让孩子们“眼里有光更自信”
近几年，“小胖墩”“小眼镜”问题广

受关注，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备受各
方重视。教育部明确提出“保障中小学
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两小
时，每天保证一节体育课，另外课后再锻
炼一个小时”；深圳、天津、安徽等地根据
地区特色，相继出台相关文件及措施，为
青少年在校体育锻炼保驾护航。

还有一些地区的体育课以更加灵
活的形式呈现。“每周每个班级有3节
体育课、1节校本足球课程，同时每天安
排40分钟的大课间活动；学生还可结
合兴趣特长参与体育社团活动。”重庆
市沙坪坝区山洞小学校长乔丽介绍。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体育课被其
他课程占用、体育课安排自习、“阴阳
课表”等问题，如今已明显改善。多所
学校老师表示，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如
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学生、家长也不会
答应。

不少学校负责人表示，加强校园体
育锻炼，并非纯粹为了迎合考试“指挥
棒”。“我们鼓励学生3年掌握3项体育
技能，培养终身锻炼特长。”重庆凤鸣山

中学教育集团总校长邓仕民说，学校近
年大力实施特色体育项目进校园，开设
体育类选修课20余门。

“不少人认为体育锻炼会影响学习
成绩，但大部分孩子在增加运动后，考
试成绩不仅不会下降，反而会更出色。”
沈阳市浑南区第九小学校长侯明飞说，
他带过的学生中，有一个性格相对胆怯
的孩子，一直默默无闻；取得攀岩全校
第二的成绩后，整个人渐渐发生了变
化，“眼里有光了，课堂上也更自信了”。

校园体育如何量质齐升
与其他学科不同，体育课对天气、

场地有要求，且存在一定对抗性和风险
性。如何保障体育课数量与质量齐升？

——体育老师怎么安排？大连市
中心一所学校现有在校生近1500名，
而编制内体育老师不足十人，平均200
余名学生才配备一名体育老师。该校
一名体育老师说，自己每周有14个课
时，同时还承担大课间、学校足球队训
练等各种任务，“压力还是很大的”。

西部地区一位乡村学校校长告诉
记者，艺体学科师资全县都比较匮乏。

“现在学校一共有4名体育老师，但真
正体育专业出身的只有两名。”这位校
长坦言，他们学校“还算可以”，有的学
校连一个专业体育教师都没有，需找其
他科目老师兼任。

——运动空间够吗？记者在多所
城区和乡村学校了解到，受场地不足限
制，部分学校只能采取错峰排课、分区
上课、“借地”上课等方式安排体育课。

还有体育老师介绍，学校将体育
馆、操场和部分空地全部用于体育课，
勉强够用。有学校曾开设特色足球课，
但校内没有足球训练场地，只能步行10
分钟到附近的体育场馆；考虑到安全风
险，最终足球课被取消。

——安全问题怎么保障？“出于安
全考虑，很多学校体育课不会开展跳
高、长跑等强度大、有风险的项目。”一
名长期关注校园体育的教育工作者坦
言，课堂上学生如果发生伤害事故，体
育老师一般都需承担责任。

西部某地一小学负责人说，每年学
校平均要处置10余起运动意外伤害矛
盾，解决时间少则一周、多则几个月。
面对此种情况，一些教师不敢让孩子过
多进行激烈运动，部分学校的体育活动
以跳绳、羽毛球等“安全”项目居多。

让孩子们爱上体育运动
体育锻炼是增强少年儿童体质最

有效的手段。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
墩”“小眼镜”就少一些，其意义也在于
让孩子们养成良好运动习惯，在运动中
享受乐趣、磨炼意志。受访者认为，“每
天一节体育课”和安排大课间活动等看
似只是增加了课时，实际涉及方方面面
的改革与创新，配套举措应及时跟上。

为解决师资不足难题，多地积极探

索，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成都天府新区将退役运动员事业

转型发展与解决体育专业师资缺乏问
题相结合，探索实践教师共享机制；安
徽有小学盘活现有教师资源，专职引领
和全科培训相结合，打造专、兼职体育
授课教师队伍；今年又有千名左右体育
专业学子，奔赴全国多省区开展体育支
教……

湖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沈
可建议，支持学校与社会力量协同建设
和运营体育资源，实现场地、器材和设
施的共建共享，同时依托高校、体育协
会、俱乐部等打造复合型体育教师、教
练员培养体系。

“家庭应主动加强学生体育锻炼的
过程监督，充分利用城市社区现有的篮
球、乒乓球、羽毛球等场地，引导学生开
展课后体育活动。”邓仕民表示，家校社
应共同努力，以体育为载体协同育人。

近日，有学生在体育课上练习中考
体育项目时不慎摔倒受伤，法院判定学
校不担责。专家认为，针对此类事件，
应在法律层面进一步厘清学校的责任
边界，明确学校的教育管理职责，让老
师免去后顾之忧。

此外，业内人士建议，提高校方安
全责任险的标准，让保险覆盖面更广、
赔偿力度更大；形成学校与第三方机构
的风险共担机制，让学校回归更纯粹的
体育教育。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未来体育教
育应注重激发兴趣而非‘考什么练什么
’。应通过‘以赛促练’等方式激发学生
积极参与运动的内生动力，真正培养孩
子们对体育运动的热爱，达到终身锻炼
的目的。”大连市教育局安体卫处二级
调研员范向阳说。 （据新华社）

随着青少年体质问题越来
越受到社会关注，曾被认为是

“副科”的体育课越来越被重
视。在政策引导下，“每天一节
体育课”正成为中小学教育的大
趋势；还有地区通过延长课间、
设置大课间等方式增加体育运
动时间，鼓励学生参与锻炼。

孩子们走向户外“动起
来”有何新变化？记者在多
地进行了调查。

让孩子动起来！——“每天一节体育课”落地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