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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青岛市一体育教师
担任班主任引发家长抗议的事
件迅速走红网络，让近年来在中
小学长期缺位的体育课教学再
次引发人们关注。

近几年来，不少学校体育
课被各种课程以各种理由取
代，春游、秋游和社会实践从
来没有过，篮球、足球等对抗性
强的运动就更别想了。甚至还
有一些学校以“安全”为由，以

“高考不考”为借口，干脆取消
了体育课！孩子们只能透过教
室的窗户，憧憬着外边的操场
和阳光。

义务教育阶段体育课缺失
的背后，一方面是应试教育带
给我们片面重视文化课的现实
尴尬；另一个方面是孩子们整体
身体素质逐年下降带来的长远
忧虑。

难道上好体育课就会影响
孩子成绩？近日，中国城市报记
者走进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实
地采访，探寻这个人口不到全区
五分之一，高考录取人数却占全
区四分之一以上的草原新城教
育强市的成功秘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教育
局局长赵志刚告诉记者：“磨刀
不误砍柴工，正是体育课，给了
孩子们好身体，也练就了他们的
好品质，是我们赤峰教育能有今
天成就的秘诀之一。”

体育是教育成功的“本钱”

在赤峰市教育局基础教育
科科长刘学民看来，学校体育作
为一种学生广泛参与的课程和
活动，不仅可以增强孩子们的体
质，有助于培养他们勇敢顽强的
性格、超越自我的品质、迎接挑

战的意志和承担风险的能力，也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协
作精神和公平观念。“一节体育
课的意义不仅仅是让孩子们出
出汗，而是要让他们懂得任何一
件事情都是离不开团队的配合，
对于这代独生子女的意义尤为
重要。”刘学民坦言，如今体育课
既是孩子们体质提升的“加油
站”，又是孩子们缓解课堂学习
压力的“轻松舱”。

“凡是班级体育活跃的同
学，看似‘玩’的时间长，但是一
点都不影响学习质量。相反，那
些体育课不积极参加的同学，
那些总是趴在桌子上‘刷卷子’
却没有运动习惯的同学，高考
的冲击能力普遍不强。”在赤峰
市敖汉旗新惠中学资深班主任
付玉洁看来，体育锻炼让学生
能持久保持注意力、提升记忆
力的速度反应的时间、培养开
放创造性思维等等，从而间接
推动学习成绩的提升。

作为教育强市，赤峰市教
育局将重视体育的传统一直保
留了下来。刘学民介绍，自
2014年赤峰市高中升学考试实
施统考以来，体育学科中考分数
设定为50分，比其他盟市高20
分，还特别为有体育特长的孩子
专门设置了中考体育特长生录
取通道。

“这些政策的出台，激发了
学校、家长、学生各方的体育锻
炼热情。”刘学民打了一个形象
的比喻：“如今体育锻炼就像存
钱，利息高了，大家存款的积极
性就高了，本钱越攒越多。”

让体育为多彩
人生“打底”

在巴林右旗第
一中学的操场上，最新编排的蒙
古舞成了学生们最爱的课间活
动。伴随着悠扬的长调，一群少
年正跳着欢快的蒙古特色舞蹈，
如果不是他们身上穿着的校服
提醒，记者还以为走错了地
方。“孩子们对新奇的东西学
习能力很强，几天就学会了，锻
炼的积极性高了，未来我们将继
续创新编排，给同学们带去更多
好玩的锻炼项目。”体育老师孟
根花说。

在赤峰二中，体育分组选
项教学已经开展20多年，学生
除了常规的运动项目外，还可以
选择围棋、桥牌等智力运动，甚
至连时下最为流行的鬼步舞都
在可选之列。丰富的体育项目，
不仅没有拖他们的后腿，这所学
校每年的高考录取率都排在自
治区前列。

体育，在这里结出了累累
硕果。宁城县八里罕中学的橄
榄球在自治区锦标赛中5次夺
冠，先后有93人获得国家一级
运动员证书，118人获得国家二
级运动员证书，3人获得国家健
将证书；赤峰第二实验中学是国
家中学生网球训练基地，学校先
后培养出国家一级运动员3人，
国家二级运动员126人，体育特
长生参加各级体育竞赛获得上

百项奖励；敖汉旗箭桥中学每年
都有体育老师担任班主任，体育
特长生高考成绩显著；足球名校

天山一中更是成绩耀眼，近六年

来培养出国家一级运动员64

人，国家二级运动员116人，共

有36名队员被大学运动训练专
业和高水平运动队单招录取。

在进入天山一中前，鲍思
雨因文化课成绩不理想面临较
大的升学压力，变成了一个叛逆
的问题少女。入选学校女子足
球队后，通过系统体育训练让她
实现了人生的蜕变，不仅如愿考
入大学，更因为表现优异被内蒙
古师范大学保送读研。“体育改
变了很多孩子的命运，让他们变

得更加坚强，也让他们的人生更

加充满了无限可能。”天山一中

校长于景力自豪地说。

2020年8月31日，国家体

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印发《体育

总局教育部关于印发深化体教

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意

见的通知》。该通知指出，要加

强学校体育工作，将体育科目纳

入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范围，

纳入中考计分科目，科学确定并
逐步提高分值，启动体育素养在
高校招生中的使用研究。

对于赵志刚来讲，这份通
知无疑让其坚定了进一步强化

体育课业的信心，“云南省将体
育中考成绩已经提到了100分，
我们现在才50分，下一步肯定
要逐步提上去，让体育课和其它
学科平起平坐。”

“重学轻体”体育改革势在必行

如何上好这堂体育课，里
面的学问并不简单。面对长期
以来“重学轻体”的现实状况，体
育改革势在必行。赤峰市教育
局副局长许军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下一步赤峰的体育教学
改革必须以“教会学生健康知
识，基本运动技能和专项运动技
能”为中心，必须组织学生掌握
专项运动技能，必须组织学生参
加全员参与的竞赛活动。

在赤峰市教育局体卫艺科
科长李宏军看来，随着国家层面
对体育教学的重视，相关体育课
标准和教材的编制也即将启动，
体育教学将迎来新的发展高峰，
人才需求成了头等大事，“但就
目前来讲，体育教师总体数量较
少，尤其是‘能文能武’适合当
班主任的更少，人才选拔和培养
迫在眉睫。”

如何上好这堂体育课，体
育老师也有话要说。“体育课的
重要性大家都心里清楚，但积极
性普遍不高，一方面是由于文化
课学习任务太重，另一方面是由
于家长过于溺爱，不愿意让孩子
承受体育锻炼之苦。”一位体育
老师在接受采访时讲出了自己
的担心：“有些体育项目如短跑，
属于激烈运动，如果孩子存在身
体隐患，有可能就会引发风险，
老师就要承担后果，所以大家都
非常顾忌，不敢放开训练。”

“老师的担心不无道理，要
想让老师彻底放下包袱，需要政
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国际
精英教育学院院长于含冰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建议，国家应将中
小学生体检纳入计划，摸清每个
孩子的身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制
定体育活动方案；另外，家长也
应积极参与进来，为孩子创造好
的锻炼条件，为孩子未来的发展
储存更多的“本钱”。

“看似简单的一堂体育课，
其实并不简单，孩子是国家的未
来，一定要把他们的基础打好。”
赵志刚表示，赤峰市教育局未来
将在如何科学上好这堂体育课上
下功夫，“不仅要让孩子们爱上体
育课，更要让他们终生受益。”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草原新城为教育强市注入草原新城为教育强市注入““体育元素体育元素””
▶参加

校园足球比
赛的八里罕
中学学生。

▼家长参与到孩子的趣味运动会中。

▶ 参 与
射箭比赛的
蒙古族队员。

▶学生
们积极参加
篮球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