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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与幸福是人类追求

的永恒主题，体育教育在培

养青少年健康的身体与积极

的 心 态 方 面 发 挥 着 重 要 作

用。纵观世界各国，中小学

体育教育的具体侧重点有所

不同，但其最终目的都是为

促进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奠定

坚实基础。

中小学体育教育的核心

在于育人。各国中小学体育

课从育体、育智、育心 3 个层

面入手，达到综合育人的目

的。在育体层面，学校通过

体育课督促学生养成锻炼习

惯，让青少年增强体质；在育

智层面，运动能够有效激活

大脑活跃度、优化智力功能，

让学生提高学习效率；此外，

体育还有助于中小学生锤炼

意志，提高抗挫折能力，达到

育心的效果。在体育课上，

青少年享受运动的乐趣，感

悟 成 功 挑 战 体 能 极 限 的 喜

悦。在潜移默化中，青少年

在面对挑战时变得更加乐观

积极，人格也愈加完善。

中小学校的体育教育，

“会育”是关键。体育教育理

念、育人目标定位是否精准，

对于中小学体育课能否发挥

效能起着关键性作用。体育

教育要达到理想的效果，需

要多元育人主体形成合力，

“家校共育”尤为必要。在很多国家，青少年父母认可

体育运动在育人方面的重要作用，支持孩子参加体育

锻炼，有的父母还在课余时间经常带着孩子运动。

多国中小学校也将运动视为青少年未来生活的重

要内容，对体育教育倍加重视。俄罗斯教育部门认为，

通过体育教育促进学生身体健康，是实现教育现代化、

加快教育创新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芬兰设立了一套

立体的目标体系框架，将中小学体育教育分为健康生

活方式的养成和体育知识技能的获得两大核心目标，

以提高学生身体素质、促进人际交往、发展自我认知及

培养意志品质为目的进行体育课程设置。

很多国家强调在学生时代就要养成终生运动的习

惯。美国认为中小学体育教育的目标是让青少年培养

“一生的体育锻炼习惯”。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教育

部门认为终生参与有规律的体育活动是青少年健康成

长的重要基础，体育教育有利于提升个人自我认同感

和幸福感。

在我国，中小学生的体育核心素养培育聚焦在运

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方面，注重对学生身心健

康全面发展的促进。然而，仍有少数家长存在“紧学习

松体育”“重成绩轻健康”等现象。

在实际操作层面，让体育教育真正有效发挥综合

育人的作用并非易事。充分保障中小学体育课达到教

育目标，涉及各方观念的转变。多国学者一致认为，学

校教育应共同聚焦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保障和促进高

质量体育教育，有助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为青少年

健康和幸福的人生奠基。

（作者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体育卫生艺术教育

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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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橄榄球、篮球、棒球、冰球四大职业

体育联盟不仅在本国广受欢迎，在世界各国

也拥有众多爱好者。

在美国，大多数父母鼓励孩子积极参与

体育运动。

体育课是美国中小学校的一门主要课

程。2018 年，美卫生部编写《美国民众体育

锻炼指南》，指出 6 至 17 岁的学生每天应进

行 至 少 一 个 小 时 中 高 强 度 的 体 育 运 动 。

2014 年 ，美 国 健 康 和 体 育 教 育 协 会 制 定 了

《美国 K—12 体育教育的国家标准和年级水

平学习成果》，内容涵盖从幼儿园开始的各

年级体育课教学计划、课程内容设置等详尽

指南，为全国中小学体育教师开展教学提供

了重要参考。

美国中小学体育课程设置丰富多彩，着

力培养学生广泛的运动爱好。除常规的各式

球类和田径类运动外，中小学生还能选择潜

水、皮划艇、击剑、越野、马术、滑雪、瑜伽等特

色项目。学校根据不同季节的气候特点，设

计与之相适应的体育课内容。学生每学期可

选择 5 个不同的运动项目，每一项目学习时

长约为 3 周。一些中小学校还将健康和营养

学纳入体育课程当中，帮助学生从小形成科

学的饮食理念。

一些学校还积极创新体育教学方式。根

据美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的研究，运动与

学习成绩呈正相关的关系。进入 2000 年后，

伊利诺伊州内珀维尔中央高中率先实践“从

体育课开始”计划。在每天第一堂课前，学生

在教师带领下进行中高强度的体育锻炼。这

不仅减少了体重超重学生的比例，也部分提

升了学生的学习效率。此后，这一做法也逐

步推广到其他州。

在 体 育 课 上 表 现 优 异 的 学 生 有 机 会

选 拔 到 校 运 动 队 ，进 行 各 类 校 际 或 州 际 比

赛 。 这 些 比 赛 受 到 广 泛 重 视 ，是 美 国 挖 掘

和 培 养 体 育 人 才 的 重 要 平 台 。 在 升 学 时 ，

体 育 成 绩 也 是 美 国 高 校 考 察 学 生 的 重 要

指 标 。 美 国 大 学 对 学 生 运 动 员 青 睐 有

加。根据哈佛大学 2018 年的一份调查，在

拥 有 同 样 学 术 成 绩 的 情 况 下 ，学 生 运 动 员

被 录 取 的 几 率 是 83% ，非 运 动 员 学 生 则 为

16%。

由于校际比赛对学校声誉和学生升学都

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一些美国中学在培养“体

育尖子生”方面倾斜了大量资源。这一定程

度上造成普通学生在体育活动设施和教练资

源等方面难以得到很好保障，导致一些学生

运动不足，这已成为当前美国中小学体育教

育中一个较为明显的问题。据统计，与 20 世

纪 90 年代相比，27%的美国高中学生每天锻

炼少于 60 分钟，这是该国青少年肥胖率明显

上升的原因之一。

美国健康和体育教育协会强调，中小学

体育教育的目标应当是让学生培养“一生的

体育锻炼习惯”。洛杉矶联合学区体育顾问

查德·芬威克表示，当前，一些美国中小学校

也在逐步转变体育教学理念，不断完善面向

全体学生的标准化教学系统，注重提高所有

学生的健康水平。

（本报华盛顿电）

美国

着力培养学生广泛的运动爱好
本报驻美国记者 李志伟

运动对培养民众健康的身体和积极的心态具有重要作用。多国中小学将体育教育作为综合育人的重
要内容，严格师资要求，丰富课程设置，完善法规制度，多渠道发力，培养青少年贯穿终生的锻炼习惯，为健
康人生打下坚实基础

2020 年 10 月，法国国民教育和青年部部

长布朗盖宣布，自 2021—2022 学年开始，法

国高中学生可选择体育作为毕业会考的主科

目之一。这一调整进一步突出了体育课的重

要性，旨在为有志于在体育领域发展的中学

生尽早创造更多理论学习和实践的机会。

根据 2000 年颁布的《教育法令》，法国中

小学教育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各学区分

工管理，其中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制定全国适

用的总体政策及教学大纲，具体教学内容则

由各地方和学校自行规定。

2008 年，法国国民教育和青年部出台了

中小学各学科的课程标准，对体育课程的课

时要求、学习目标、基本技能等内容做出了标

准化规定。根据这一标准，小学每周应保证

5 个体育课时，让学生充分掌握最基本的体

育技巧；初中和高中每周的体育课时分别为

3 学时和 2 学时，着重加强学生的体能训练，

培养团结协作、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

亨利·马蒂斯中学位于法国巴黎大区伊

西莱穆利诺市。就职于该中学的体育教师桑

德里娜告诉记者，法国中小学校的体育课强

调均衡发展，既有需要团体协作的各式球类

运动，也有游泳、田径等单人竞技运动，健美

操、艺术体操等塑形运动也深受学生欢迎。

此外，学校还不定期组织外出攀岩、滑雪等项

目，让学生接触不同运动项目，培养对体育的

广泛爱好。

在法国现行教育标准下，中小学教师可

以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自行决定教学方式，

合理安排体育课程。据统计，目前该国有超

过 3 万名专职体育教师。要成为一名体育教

师，人们需要完成本科体育专业的 3 年学习

和 为 期 两 年 的 职 业 培 养 ，并 考 取 教 师 资 格

证。桑德里娜告诉记者，“体育教师既要设计

课程、指导学生参加竞赛，还要不断探索新的

教学方式。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专业运动水平

是胜任这项工作的必备条件，也是法国中小

学校体育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

为从制度层面保障中小学校体育课质量，

对课程项目设置和活动时长进行有效的指导

监督，法国设立了覆盖各个层级的体育联合

会。其中，法国国家中小学体育联合会主席由

布朗盖亲自担任，其他层级的联合会主席则由

相应的地方教育部门负责人兼任，中小学校校

长也同时兼任本校体育联合会主席。

对于不将体育选为毕业会考主科目的学

生而言，体育课平时成绩同样以一定的百分

比 计 入 毕 业 会 考 总 成 绩 。 根 据 新 规 ，从

2021—2022 学年起，作为公共基础科目，体

育占高中毕业会考成绩的 5%。体育课的考

试项目可从田径、体操、游泳三大类中选择，

最终成绩以高中第一学年和最后一学年的平

时成绩为主要依据，考查内容包括项目考试

成绩、出勤率等。如果学生曾在全国性运动

赛事上取得前三名的成绩，体育科目可直接

记满分。

（本报巴黎电）

法国

体育课成绩计入毕业会考总分
本报驻法国记者 刘玲玲

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的冬季，即使

艳阳高照，白天气温也在零摄氏度以下。在萨

瓦河畔的冰场，一群十几岁的青少年对刺骨的

寒意毫不畏惧，正在全速竞逐，脚下的冰刀在

冰面上划出一道道美丽的白色花纹。这群孩

子当中，一些人的“冰龄”已有 10年之久。

斯洛文尼亚民众热爱运动。据统计，约

有 50%—60%的民众每天进行专业训练或常

规锻炼。这与该国对中小学体育教育的重视

和引导有密切关系。

根据规定，斯洛文尼亚的中小学体育教师

必须在大学专攻体育教育、大众体育、竞技体

育等专业。此外，他们还须定期接受教育部门

的工作评估和在职培训。“体育课是全国中小

学生的必修课，重要程度不亚于文化学科。”在

卢布尔雅那工作的中学老师佐拉说道，“我们

认为，从长远来看，体育教育能培养身心健康、

充满活力、意志力坚强的孩子，有助于他们在

未来的社会生活中得到更好发展。”

斯洛文尼亚的体育教育从幼儿园阶段就

开始了。1994 年，该国推出“让我们来学习

游泳”计划，规定各家幼儿园都应聘请专业游

泳教练，从儿童 2 岁开始就设置游泳培训，并

定期对孩子进行考核。

进入中小学阶段，斯洛文尼亚教育科学

体育部规定，小学每周必须有 2 至 3 个体育课

时，中学体育课时则为每周 1 至 3 个。根据不

同年龄层学生的特点，中小学体育课采取循

序渐进的教学原则。以冰上运动为例，在小

学，孩子们通常先学习如何平稳地滑行；进入

中学阶段，学生开始接触花样滑冰、冰球等进

阶课程。

为准确掌握中小学生体质状况，1987 年，

斯洛文尼亚开始实施名为“SLOFIT”的青少年

运动和体质发育监测系统。该系统覆盖并记

录了该国约九成 6 至 19 岁学生的学校体能测

试及日常体育锻炼情况。这一系统至今仍在

运行。根据系统提供的数据分析，专业研究机

构可观察全国青少年的体育发展水平和趋势，

体育教师可对运动能力不足或强度不够的中

小学生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专业指导，学生父

母也得以了解孩子的身体发育和运动状况。

在义务教育体系之外，斯洛文尼亚也大

力提倡青少年参加课外体育活动。该国教育

部门鼓励各所学校在寒暑假期开放体育场

馆，组织团体比赛和趣味游戏。1969 年，该

国成立青年登山者运动社团。社团通过组织

假期登山活动普及安全登山常识、培养青少

年对该运动的兴趣，同时也引导年轻人亲近

自然，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政府倡导下，一些斯洛文尼亚中小学

校与高等体育院校达成了合作关系。卢布尔

雅那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卡罗尔·鲍勃表示，这

类合作让高等院校有机会将最新的体育教学

研究成果投入实践，让青少年掌握更加科学

的运动技能。

目前，斯洛文尼亚教育部门正在为学生

的课余体育锻炼制定一项名为 HEPA 的国家

项目。项目规定，在完成校内体育必修课的

基础上，中小学校可免费为每位学生每周提

供时长为 5 个小时的体育锻炼指导，学生可

根据兴趣自主选择项目和培训时间。目前，

该项目已涵盖该国 30%的中小学生。

（本报罗马电）

斯洛文尼亚

体育课的重要程度不亚于文化学科
本报驻意大利记者 韩 硕

中小学体育课—

培养贯穿终生的锻炼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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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一名法国体育老师正在带领小学生上体操课。

法国国民教育和青年部供图

图②：在美国华盛顿爱思德中学，两名学生正在学习棒球。

美国华盛顿爱思德中学供图

图③：一名斯洛文尼亚小学生正在学习游泳。 资料图片

图④：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学生正在进行篮球比赛。

美国威斯康星州白鱼湾高中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