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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棒”指挥了什么？

“体育进中考，不是要通过考分把孩子划分三六

九等，不是选拔运动员，而是以此让家长、孩子意识到

健康和运动的重要性。”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张爽说。

王宗平认为，其核心目标是“引导全社会重视体育，

重塑‘健康第一’的育人观”，因此“理念的转变最重要”。

体育中考就像“指挥棒”，正在撬动教育理念的转

变。过去因文化课压力，流行“体育老师总生病”的经

典段子；如今，体育老师不够用，安徽蚌埠等多地出现

“我的体育是数学老师教的”惊喜反转。

随着各地体育中考越来越强调过程性考核，校园

体育也迈入多元发展新阶段。北京今年春季学期发

布“体育八条”，明确中小学体育课要“量质齐升”；安

徽合肥中小学“阳光体育运动”涵盖24个项目，足球

实现班、校、区、市四级联赛贯通机制……

“指挥棒”的引领和溢出效应明显。不只是校园，

家校社协同发力的体育生态正在形成。

重庆各中小学推出“体育家庭作业”，明确家长履

行监督记录等职责，要求“大手拉小手”培养运动习

惯；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九原区还联合社区、体育俱

乐部等拓展校外体育活动空间。

引导孩子在义务教育阶段掌握一至两项运动技

能也成为改革方向。

2022年起，北京将中考体育现场考试项目从“8选

3”调整为“22选4”，评分标准设计为“达到良好即满

分”，进一步满足个性需求，弱化考试压力。北京市教

委表示，改革思路是要突破传统体能考核局限，形成多

维评价体系，突出运动技能和身心健康的实际获得。

同北京相似，不少省市体育中考都涵盖技能考

核，以“三大球”等球类项目选考一项最为典型。

“过去可能孩子上了快十年体育课，都只是枯燥

的‘跑跳投’。现在通过中考，能引导孩子学会至少一

项运动技能，找到伴随终生的爱好。”龙微说。

（据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记者 李春宇、岳冉
冉、赵旭）

体育中考改革观察（二）

近年来，各地体育中考改
革持续推进，牵动万千考生和
家长的心。

这项旨在扭转青少年体质
困境的改革，到底成效如何？
“小眼镜”“小胖墩”“小豆芽”
“小焦虑”等“四小”问题缓解了
吗？

首个“中考体育100分”啥效果？

2020年11月，《云南省初中学生体育考试方案》将

中考体育总分由原来的50分提高至100分。云南成

为全国首个把中考体育分值提高到100分的省份。

根据方案，云南体育中考由“三年一考”变为“一年

两考”，每学期均采用“随时考”和“定时考”相结合的方

式。学生最终成绩由初中六个学期考试总成绩和年度

参加各级体育竞赛加分综合确定。

谈及五年来的变化，云南省教育厅体卫艺处处长

龙微感慨：“以前体育课被挤占的情况常见，现在不仅学

校重视，家长也陪着孩子一起运动。改革的目的，就是

引导学生日常自主锻炼，充分发挥体育的育人功能。”

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4年，云南省每天安排大课间活动的学校比例为

93.2%，较2021年增加18.6个百分点。

龙微介绍，配合中考体育改革，云南还推行中小学

壮苗行动计划，孩子们“身上有汗、手脚有力、眼里有

光、脸上有笑”正成为校园日常。

体育中考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探索，起初分

值较低，但如今云南、河南、深圳等地已经陆续提升至

100分，各地中考分值中体育占比普遍提升。

云南大学体育学院院长王宗平说：“体育中考改革

是落实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重要举措，有

助于扭转长期以来弱化体育的教育倾向，发挥好校园

作为育人‘主阵地’的作用。”

“四小”问题缓解了吗？

在率先推出中考体育100分的云南省，儿

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还出

现不少“零近视”小学。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屏边苗族自治县的

湾塘小学以“零近视”成为全国典型，全校500

多名学生视力均为5.0或以上，其秘诀已广为人

知：每天三小时户外运动、在校不用电子产品

……校长孙付标表示，习惯的养成，让这些孩子

上中学后近视的也很少。

云南“零近视”小学还包括孟连县勐马镇腊

福小学和公信乡戈的小学等。

在江西南昌，体育中考改革充分调动了学

生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学校也乘势而上，通过进

一步丰富项目、开展联赛，营造全员参与的体育

文化。2024年，该市西湖区学生近视率同比下

降0.5%，肥胖率降低0.17%。

2021年底，北京市教委发布《北京市义务

教育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方案》，要求在四、六、

八年级开展体质健康考核，计入中考体育成绩，

落实以测促练。2024年又实现全市义务教育

学校“课间一刻钟”全覆盖，青少年近视率下降1

个百分点。

在北京市延庆区，香营学校自2021年起组

建“减肥超越班”，覆盖三至八年级。学校针对

减重学生建立“一生一档”，制定降低肥胖率工

作方案、科学饮食及体育锻炼计划。

“‘减肥超越班’每日进行90分钟定制训

练，每月监测体脂率，利用成长曲线图进行心理

赋能。”校长金岩介绍，“小胖墩”们瘦下来后，迎

接中考的状态更好、更有信心，而全校学生体质

健康优秀率也从2022年的22.7%跃升至2024

年的51.1%。

“小眼镜”“小胖墩”少了，“小焦虑”也少

了。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第四中学家长高淑云

不担心孩子成绩，却担忧心理，“现在通过体育

锻炼，孩子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笑容多了，干

什么都有劲儿。”

“小眼镜”“小胖墩”
少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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