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北京 6 月 6 日电 （记者陶

相安）北京时间 6 月 6 日，2022 年国

际体联艺术体操世界杯意大利站落

幕 。 在 当 日 进 行 的 集 体 单 项 决 赛

中，中国队获得 5 圈项目银牌和 3 带

2 球 项 目 第 四 名 。 在 5 日 结 束 的 集

体 全 能 项 目 中 ，由 郭 崎 琪 、黄 张 嘉

洋、郝婷、王澜静、蒲彦竹组成的中

国 队 以 总 分 60.650 分 获 得 第 三 名 ，

收获中国艺术体操队新奥运周期的

首枚奖牌。

进入巴黎奥运周期，艺术体操集

体项目评分规则发生变化。中国队

积极应对，根据比赛项目的改变创编

全新成套动作，同时对人员进行调

整，引入王澜静、蒲彦竹 2 名年轻队

员，组成新阵容。

意大利站是中国队集体项目在

巴黎奥运周期的国际赛场首秀，进行

5 圈和 3 带 2 球两个集体单项和集体

全能项目的比拼。中国队教练组编

排了两套全新节目。

5 日，在 5 圈项目比赛中，中国队

成套节目音乐选自《破阵乐》和《水龙

吟》，这套富有中国风的动作帮助队

伍最终拿到 31.550 分，排在第五并进

入集体单项决赛。在此后的 3 带 2 球

项目比赛中，中国队配乐又呈现国际

化风格，音乐节选自电影《哈利·波

特》，队伍得到 29.100 分，排名第四并

进入集体单项决赛。最终，中国队以

总分 60.650 分排名集体全能第三，获

得铜牌，意大利队与保加利亚队分获

前两名。

在 6 日的集体单项决赛中，中国

队延续了前一天的好状态。在 5 圈

项目上以 31.750 分收获银牌，在 3 带

2 球决赛中以 27.900 分排名第四。

艺术体操世界杯意大利站

中国队新周期首秀收获一银一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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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各地陆续开展中考体育考试

（以下简称体育中考），引起社会广泛关

注。自上世纪 90 年代起中考加试体育，

30 余年来，这项学校体育评价机制的严

肃性、科学性和权威性在调整和改进中

不断提升，对于青少年体质健康和全面

发展的指引作用越发显著。

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

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提出

“推进学校体育评价改革”，要求“改进中考

体育测试内容、方式和计分办法，科学确定

并逐步提高分值”，为今后加强和改进相

关工作指明方向。本报记者近日走访考

场、校园并采访业内人士，就如何进一步

用好体育中考这根“指挥棒”进行探讨。

广州，足球成为考
生热门选考项目

“颠球、绕杆跑、传接球、射门，45秒完

成。”广州市五中滨江学校初三学生李慧，

在今年体育中考中选考足球，拿到满分 15
分。介绍经验时，她归功于日常锻炼：“每

天上学会安排约 30 分钟的锻炼时间，放

学后跑 800米，周末抽 2小时练足球。”

5 月，广州市体育中考顺利开考。今

年是“三大球”作为二类选考项目的第二

年，选择足球的考生占大多数。数据显

示，全市今年共 111464 人参加体育中考，

98547 人选考足球，与此对应的是，该项

目去年有 56892 人选考。据介绍，足球项

目 主 要 考 核 学 生 的 基 本 球 性 和 基 本 技

能，满分标准为男生在 47.3 秒内完成，女

生在 49.3 秒内完成。

“很多学生在小学就接触了足球，到

了初中也会优先考虑从事该项目。”广州

市 黄 花 小 学 体 育 老 师 何 国 生 说 。 据 介

绍，今年广州市体育中考分两部分，一类

项目为长跑、游泳二选一，二类项目为

跳、投、球 3 类 8 项选 2 项进行考核，加上

初中 3 年的体育素质综合评价，共计 70
分。很多考生长期参与足球运动，选择

其作为考试项目的人数也就居高不下。

“广州市作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

改革试验区，有深厚的足球底蕴和浓郁

的足球氛围。”广州市真光中学体育老师

查锋认为，足球考生的高比例，源自近年

来全市在校园足球的师资、场地、教学上

下的功夫。据统计，广州市 1576 所中小

学校中，已创建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236 所、省级校园足球推广学校 270 所、

市级校园足球推广学校 1020 所。

“设置‘三大球’考核项目，有利于学

生掌握专项运动技能，培养团队意识、规

则意识。”广州市教育局体育卫生与艺术

教育处处长林海英说，足球考核是一套

连贯动作，“这样可以避免为应考而练习

单一动作的情况，也能让学生了解技术

动作之间的联系，全面学习掌握这个项

目，体会运动乐趣”。

曲靖，循序渐进提
升体育中考满分

云南省 2023 年将迎来体育中考满分

提至 100 分的第一届考生。近年来，学校

体育教育和考试内容颇受关注。

2019 年，云南省教育厅对体育中考

总分、项目、计算方法等进行调整：2023
年开始，中考体育满分由 50 分增至 100

分 ；七 至 九 年 级 体 育 测 试 成 绩 按 20% 、

40%、40%计入总成绩；考试内容分为基

础体能测试、专项技能测试、体质健康监

测 3 个部分以及竞赛加分项。

曲靖市麒麟区第七中学初二学生吴

思怡，小升初第一年就赶上了体育中考

改 革 。 每 学 年 的 体 育 测 试 要 计 入 总 成

绩，还增加了大量专业运动项目选修课，

可小姑娘没觉得“增负”，反而在篮球项

目上得到更多运动乐趣。

“现在陪我打球的女同学越来越多

了。”吴思怡从小喜欢篮球，但几乎找不

到同龄女孩一起打球。在篮球成为体育

中考选考项目后，不少同学开始接触并

喜欢上这项运动，吴思怡多了“球友”，课

余能时不时地约上一场球。

学生玩得开心，却忙坏了麒麟区第

七中学音体美教研组组长余强佑。讲起

近些年体育教育的变化，他最直观的感

受就是课时增多、类别丰富：课上组织学

生练完中长跑，休息间隙，排球就分到了

学生手里，还要逐一指导抛、颠、传等动

作；下节体育课，则是篮球和羽毛球教

学；大课间，学校还集中安排了坐位体前

屈、立定跳远等训练项目。“总体来说，相

比改革前，学生掌握的体育项目更多了，

熟练程度也有所提升。”余强佑说。

“以前存在初三考前突击练体育的

情况，现在考试实际上从初一就开始，有

助于引导学生尽早养成运动习惯。”曲靖

市教育体育局竞管和青少年体育科科长

李如华说，“不过，目前城乡、校际办学条

件还有差异，有的学校体育师资力量不

足，有的学校短期内缺乏相关硬件条件，

后续还要进一步补齐短板，循序渐进推

进体育中考改革。”

改革，要突出健康
第一的教育理念

在业内人士看来，“推进学校体育评

价改革”，发力方向主要在考核内容和评

分机制两个方面，而改革的目的，还是要

践行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

体育中考的初衷是促进学生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考核内容应从孩子的兴

趣出发。据 中 国 教 科 院 体 育 卫 生 艺 术

教育研究所所长吴键观察，近 10 年来，

越来越多地方将“三大球”等集体类运

动项目列入体育中考选考项目，有的还

被列为必考项目，“这是一种好的现象，

毕竟集体类项目锻炼价值较高，也更受

学生欢迎”。

广东省学校体育创新发展研究中心

执行主任庄弼介绍，广州体育中考足球

成为热门选考项目，一方面与近年来足

球改革深入开展，校园足球被置于重要

地位有关；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各地对球

类项目的师资和场地等条件建设较为重

视。这也提醒各地，“要全面加强和改进

学校体育工作，要继续在师资培养、教学

资源等方面发力”。

通过加强、改进体育中考，完善、健

全这一评价制度，能引导学生更为主动

地参与体育锻炼。在吴键看来，云南推

出满分 100 分的体育中考是一个大胆而

有益的尝试，“这大大强化了体育学科的

重要性，与新时代课程改革目的是一致

的”，但也应注意，“相比考试分值多少，

更重要的是把握体育成绩的总分占比”。

首都体育学院教授钟秉枢参与了教

育部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修订

工作。在他看来，“云南体育中考满分调

到 100 分，是一种提高体育中考影响力和

重视程度的尝试，值得借鉴参考。”据介

绍，和云南一样，陕西、北京等地体育中

考都由两部分构成，平时的过程性考试

和现场统一考试，现场统考又包含体能

测试和技能测试两个方面。未来要科学

确定并逐步提高分值，“应该把体育中考

纳入综合素质评价、学业水平评价，还要

科 学 均 衡 这 两 部 分 、两 方 面 成 绩 的 占

比。”钟秉枢说。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

到 2030 年要实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

准达标优秀率 25%以上”。对此，庄弼建

议，今后还要更加重视体育教育的教学

内容与考核内容的衔接，“‘新课标’颁布

后，希望能引导学校体育从‘考什么就练

什么’转向‘教什么就考什么’。让体育

中考成为实现目标的重要手段。”

用好体育中考“指挥棒”
本报记者 陶相安 姜晓丹 杨文明 李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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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女排联赛开赛以

来，由年轻队员担纲主力

的 中 国 女 排 总 体 表 现 不

俗。与此同时，队中年龄

最大、担任替补二传的丁

霞受到不少关注。在有限

的上场时间里，这位曾经

的世界杯最佳二传屡有关

键表现，拼搏精神一如既

往，频频帮助球队稳定军

心。“还得是丁霞”成为网

友热门话题，体现了球迷

对她的尊重和喜爱。

近来，体坛老将发光

发热的消息引人关注。5
月初，在西班牙举行的世

界铁人三项赛上，中国选

手 苗 浩 以 8 小 时 29 分 56
秒的成绩获得季军，并创

造新的亚洲大铁最快完赛

时间纪录。拿过全国铁三

冠军的苗浩 2018 年从专业队退役，

但因为热爱还是选择留在赛场，转

型成为职业选手。此外，东京奥运

会男子跳水十米台亚军杨健近日宣

布回归国家队；新近递补东京奥运

会男子百米接力铜牌后，苏炳添也

确认继续留在赛场，令人欣喜。

在竞技体育领域，经验的价值和

作用不可忽视：不论什么项目，经验

总是最好的老师；越是经验丰富的选

手，越能在队伍中起到传帮带的作

用；体育项目或者运动队伍，也正是

在新老传承中向前发展。

纵 观 近 年 来 的 世 界

体坛，运动员体育生涯的

巅 峰 期 延 长 成 为 一 种 趋

势 。 在 刚 刚 落 幕 的 法 网

男单决赛中，36 岁的纳达

尔 拿 到 了 自 己 的 第 十 四

个“火枪手杯”，职业生涯

大 满 贯 奖 杯 总 数 已 有 22
个 ，位 列 男 单 历 史 第 一 ；

在北京时间 6 日凌晨进行

的欧洲国家联赛中，克里

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 4
分钟内连入两球，不仅帮

助葡萄牙队取胜，更延续

着 自 己 保 持 的 欧 洲 国 家

队出场纪录。

这种坚守的背后，除了

运动员的自律和付出，也受

益于当今体坛各项保障能

力持续提升。随着科学进

步和技术转化，运动员的训

练条件和营养条件有着大

幅度提高。科学训练和备

赛的水平也逐渐成为队伍

和选手较量的关键。运动

员提升和维持竞技状态的

能力不断增强，体坛“常青

树”也自然越来越多。

当然，没有人能随随

便 便 成 功 。 苗 浩 转 入 职

业后更强调训练强度，一次蹬台训

练超过 7 小时，甚至可以闻到器械

的“一股焦味”；杨健一度遭遇伤病

困扰，无法完成基本动作，重回跳台

的难度亦可想而知。但也正是在延

伸的运动生涯中，选手用自己丰富

的经验打磨出更加成熟的魅力，用

坚持和拼搏激励着体育观众，赢得

了喝彩与掌声。

为
坚
持
和
拼
搏
喝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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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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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5 日晚，2022 赛季中超联赛首轮

比赛全部结束。首轮最后一场比赛在梅

州赛区进行，沧州雄狮队以 2∶1 击败北京

国安队，布格拉汗为雄狮队首开纪录，成

为新赛季取得进球的第三位 00 后球员，

其余两位得分的 00 后球员分别是上海申

花队后卫朱辰杰和广州城队的伍承儒。

能有更多年轻球员凭借自身实力站上中

超舞台，是球迷喜闻乐见的景象，也是中

超联赛未来的希望。

本赛季中超联赛 6 月 3 日在海口赛

区 五 源 河 体 育 场 举 行 开 幕 式 。 首 轮 比

赛，18 支球队在 3 个赛区进行了 9 场比

赛，总计收获 23 个进球，场均进球约 2.6
个。其中，本土球员收获 12 个进球，超过

外援，为过往联赛所罕见。如此数据，一

方面得益于本土射手的爆发，长春亚泰

队球员谭龙上演“帽子戏法”，大连人队

球员林良铭独中两元，都展现出上佳的

竞技状态；另一方面，各队引进外援的质

与量相比以往有所降低，一些球队的外

援尚未与球队会合，都会对进攻效率产

生影响。

在本土球员成为赛场主角的同时，8
位本土教练在首轮取得了 4 胜 2 平 2 负的

战绩，交出了不错的成绩单。值得一提

的是，谢晖执教的大连人队是在重庆队

退出之后递补获得的中超参赛资格，球

队中无一名外援，却踢出了颇具压迫性

的进攻，与河南嵩山龙门队以 2∶2 战平，

堪称首轮最令人刮目相看的球队。

首轮还有一个数字让人颇感欣慰，山

东泰山队与浙江队的中超揭幕战，共有

10865名球迷涌入海口五源河体育场。现

场球迷的热情与呐喊，让一波三折才最终

开赛的中超有了久违的人气。球迷的坚

定支持，也正是联赛前行的动力。

本赛季，中超共有 4 支“升班马”球

队，首轮收获了 1 胜 1 平 2 负的成绩。武

汉三镇队以 4∶0 大胜河北队，获得了球队

的中超首胜；梅州客家队以 1∶1 战平天津

津门虎队，全场攻势占优，结果略有遗

憾；浙江队和成都蓉城队分别不敌山东

泰山队和深圳队。

此外，中超首轮共出现了 4 张红牌，

其中山东泰山队的郑铮、上海海港队的

徐新和北京国安队的张呈栋均被主裁判

出示红牌直接罚下，沧州雄狮队的郭皓

则是两黄变一红被罚离场。4 张红牌，有

因战术犯规所得，也有出现伤人动作受

罚，但不管怎样，首轮就有如此高的红牌

数据，值得警惕。火爆与暴力只在一线

之间，合理运用技术，控制住情绪，应成

为每一位球员的必修课。

中超联赛首轮

本土射手进球过半 年轻球员走上舞台
本报记者 陈晨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

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加强学

校体育工作，推动青少年文化学

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落实

这一重要要求，需要不断深化

教学改革、全面改善办学条件、

积极完善评价机制、切实加强

组织保障，发挥以体育人功能，

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

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

意志。临近暑假，各地各部门

在加强、改进学校体育教育和

青少年体育锻炼等方面多有尝

试，本版为此推出“校园体育观

察”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编 者

■校园体育观察R

当地时间 6 月 5 日，刚度过 36 岁

生日的西班牙名将纳达尔成为法网

历史上最年长的男单冠军，这也是纳

达尔职业生涯的第十四座法网冠军

奖杯和第二十二个大满贯。在此前

的女单决赛中，21 岁的波兰选手斯

瓦泰克获得胜利，继 2020 年法网夺

冠之后再度与纳达尔一同捧杯。

在与首次闯入大满贯决赛的 23
岁挪威选手鲁德的较量中，纳达尔以

6∶3、6∶3、6∶0 获得胜利。这样的成

绩 是 他 在 左 脚 重 伤 的 情 况 下 拼 得

的。“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我

会继续战斗，继续前进！”纳达尔的获

奖感言，赢得了现场观众的欢呼声。

本次法网，纳达尔的签表看起来

非常艰难。1/8 决赛，他与加拿大小

将阿利亚西姆鏖战 4 小时 23 分钟，苦

战 5 盘才艰难晋级；1/4 决赛第四局，

面对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 5∶2 领

先的局面，他连续挽救盘点，最终在

抢七局赢下比赛；半决赛对阵德国选

手兹维列夫，首盘抢七他挽救 4 个盘

点赢下首盘，在兹维列夫第二盘末端

因伤退赛时，两人比赛时间已经超过

3 小时。在赢下决赛后，他在法网的

职业生涯总战绩达到了 112胜 3负。

从 2005 年打出名堂，到如今依

靠意志顽强夺冠，纳达尔身上的韧劲

和拼劲始终不变，也激励着众多青少

年成长为职业球员。本届法网女单

冠军斯瓦泰克就是纳达尔的忠实球

迷 。 在 战 胜 18 岁 的 美 国 小 将 高 芙

后，斯瓦泰克捧起了自己的第二座法

网冠军奖杯。 2020 年夺冠时，斯瓦

泰克的世界排名只是第五十四位，如

今她已成为女单世界第一，并用 35
连胜的成绩与偶像纳达尔一同捧杯。

斯瓦泰克在本届法网唯一输掉

的一盘比赛，发生在对阵中国小将郑

钦文的女单 1/8 决赛中。19 岁的郑

钦文在首盘落后的不利局面下奋起

直追，不但将比分追至抢七，还在抢

七落后的情况下连赢 5 分，以 7∶6（5）
先下一盘。这盘比赛郑钦文先后挽

救了 5 个盘点，还在自己的第一个盘

点就把握住了机会。虽然后两盘因

身体状况不佳遗憾失利，但郑钦文通

过这一盘比赛让世界记住了她的名

字。决胜盘开局，她拆掉限制跑动的

腿部绷带，放手一搏，也收获了全场

观众热烈的掌声。

本届法网，第二轮战胜前赛会冠

军哈勒普，又在与新科冠军斯瓦泰克

的交手中展现潜力，让人不由得对郑

钦文寄予更多期待。首次参加法网

正赛就晋级十六强，也让她的世界排

名上升 20 位，来到职业生涯最高的

第五十四位。法网官网评出 4 名最

令人惊喜的球员，郑钦文位列其中。

本届法网的女双赛场，徐一璠/杨
钊煊闯入八强，而张帅组合虽然止步

十六强，但张帅的双打世界排名继续

提升，来到职业生涯最高的第四位。

纳达尔、斯瓦泰克法网再度同捧杯
中国小将郑钦文世界排名取得突破

本报记者 李 硕

浙江省东阳市体育中考日前进行，约 9800 名考生参加了必考和选考的 3 个项

目运动技能测试。图为东阳市中学生在考试中。 包康轩摄（影像中国）

6 月 5 日，甘肃省酒泉

市，小朋友在进行平衡车

比赛。孩子们争先恐后越

过波浪谷、碗形弯等障碍，

颇有运动员风范。比赛所

用的两轮无脚踏平衡车，

通 过 脚 蹬 地 提 供 滑 行 动

力，是幼儿的一种运动和

娱乐工具。通过参赛，孩

子们能锻炼身体平衡性、

协调性，在潜移默化中培

养运动习惯。

侯崇慧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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