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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项管理”来了·体质

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每位学生掌握1-2项运动技能……

逐步提高体育分值，增加测试项目
中小学生体质

健康问题是一个老
生常谈的问题。每一
年，伴随着学生体质
健康抽测数据的发
布，总会引起一阵热
议。体重超重、视力
不良、速度不够、力
量不足……每一个
话题都引人深思。如
何让学生动起来，提
高自身身体素质，养
成终身运动的习惯，
事关学生的长远发
展，也关系到国家的
未来。而在当下，则
事关教育部门 、学
校、家庭、社会多方
责任。

近日，宁波出台
《关于加强全市中小
学“五项管理”工作
的通知》，就加强体
质管理做出具体要
求，包括严格落实教
育部体育课程规定、
落实每天一小时校
园体育活动时间、让
每位学生真正掌握
1-2 项运动技能、扎
实做好学生近视防
控工作等。

这个周末，记者采访了几
名小学生和初中生的家长，发
现不同孩子在家里的运动锻
炼时间差距也比较大。

徐女士的女儿小学五年
级，平时做完作业基本上以看
书看电视为主，或者去楼下玩
耍，双休日有时候会去外面运
动一下，但整体来说，运动时
间不规律，也不多。徐女士也
不是多爱运动的人，所以就想
起来的时候动一动。王女士的
儿子小学三年级，每天晚饭后
跟着爸爸散步半小时，周末天
气不错的话，一家人经常会去
爬爬山走走游步道。王女士
说，这已经成了一种生活习
惯。

初二的女生小熊在家也
没有主动运动的习惯，周一到
周四作业做完就挺晚了，周末
有时间的话更喜欢刷手机，母
亲为了让她动一下，给孩子报
了一个运动课程，每周五晚上
一个半小时。同样初二的男生
小宇因为喜欢打篮球，总是会
抽时间去小区里的篮球场运
动一下，周末不用说，每天打
个半小时以上，非周末也总会
抽一两天时间饭前动一动。

“养成一种运动的习惯和
技能很重要，这和学校有关，
也和家庭氛围有关。”宁波市
体育名师王亚达分析说，我们
可以从《中国家庭孩子身体素
质洞察大数据报告》统计中了
解到，有超过48%参与调查的
家长给孩子报了课外体育培
训班，其中一二线城市、家长
学历高、家庭年收入较高的占
了大多数。王老师说，他身边
很多同事、朋友以及学生家长
都给自家孩子报了各类体育
培训班，应该说，目前宁波家
长的培养理念还是很全面合
理的。

王老师同时认为三线及以
下城市家长则更倾向于给孩子
做定期检查、购买营养品来辅
助提高孩子身体素质，这点也
与家庭收入支出关联度紧密，
三线城市的体育培训供需市场
也相对薄弱。当然，体育教师的
引导也是一方面，尤其2020年
疫情期间，体育网课、体育作业
逐步扩展，让学生和家长更懂
得健康的重要性。

为了进一步加强学生体质
健康管理，市教育局《关于加强
全市中小学“五项管理”工作的
通知》（以下简称“五项管理”通
知）提出：小学一二年级每周4
课时，三至六年级、初中学校每
周开设3课时体育课，高中段学
校每周开设2课时体育课。学校
每学年要举办综合性运动会，运
动会项目要覆盖教学内容，参与
学生数要达到60%以上。要对每
位学生进行专项运动技能评估，
评估结果列入体育课成绩，让每
位学生真正掌握1-2项运动技
能。要落实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
活动时。要逐步提高中考集中测
试的分值，增加测试项目，通过
中考改革进一步引导学校和家
长重视体育运动。

体质管理中还有一项重要
工作是扎实做好学生近视防控
工作。为此，市教育局“五项管
理”通知中还提出，要大力实施
硬件配置计划、资源整合计划、
特色支撑计划和科普宣传计划，
严格落实市级灯光增亮工程、课
桌椅优化工程、医校共建近视防
控圈、专家定期会诊行动、近视
防控特色学校创建、卫生健康副
校长特聘计划、学生“明眸亮睛”
形象大使评选等十二项行动。以
考核工作为导向，着力实现全市
学生总体近视率每年下降1个百
分点以上工作要求，实现全市儿
童青少年视觉健康水平显著提
升。

6月 6日上午，由宁波市教
育局、宁波市卫健委联手打造的
宁波市医校共建近视防控圈项
目经验交流会在宁波市眼科医
院召开。记者从会议上了解到，
2020年，宁波启动医校共建近
视防控圈，通过多方通力合作，
科学爱眼，宁波市中小学近视率
较上一年下降了 1.3%，朝着群
防群治的目标迈出了第一步。但
是，形势依然严峻，宁波市眼科
医院的数据现实，近视出现的年
龄越来越小，近视防控的关口已
经前移到幼儿园。接下来，市教
育局、市卫健委将继续联动，推
动全市医校近视防控圈建设。与
此同时，学校和家长也需要足够
重视近视防控工作，共同推进此
项工作。

□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王伟

通讯员 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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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教育部一项
针对115万多名在校学生
体质健康的抽测数据显
示，尽管全国学生体质健
康不及格率呈下降趋势，
但视力、肥胖相关数据依
然在上升中。

记者从市教育局安体
处了解到，近年来，市教育
局跟踪分析教育部中国学
生体质健康网站上的数据
发现，宁波学生体质整体
的优良率、合格率都在提
升。从省教育厅公布的全
省高校大一新生（浙江籍
高中毕业生）体质健康测
试数据看，最近一次的宁
波生源地学生排名位列全
省第二，而在五年前，这个
数据是全省第八，这说明
宁波高中毕业生的体质状
况也在逐年提升。

以2019年省教育厅公
布的全省高校大一新生体
质健康测试数据情况而
言，排名全省前50的普高
宁波有 14 所，排名全省
500名以后的普高宁波也
有5所。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是，学校的文化成绩整体
上与学生体质成绩呈正比
状态，学霸多的学校，学生
体质也好。

还有一个现状是，来自
教育部的学生体质数据显
示，从初一到初三，我国学
生的健康体质状况是提升
的。到了高中阶段，学生的
体质健康水平在高一时最
好，但从高一到大学，各个
年级的健康水平在逐年下
滑。

这体现了两方面的问
题，一是学生没有养成良
好的健康生活方式和锻炼
习惯，二是考试的引导作
用比较明显，中考有体育
考试，所以初中阶段大家
比较重视，高考没有体育
考试，高中阶段的学业负
担又过重，这些都影响了
进入高中以后学生锻炼的
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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