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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莉萍

前不久，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公

布了去年年底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的全省

小学生课余运动与体育综合素质评价调

研的结果。

“小学体育‘轰轰烈烈’，初中体育为

考分数，高中体育偃旗息鼓。”这是我省

一名基层体育教研员针对近年来的学校

体育工作开展现状编写的“体育课之旅”

顺口溜。

那么，到去年为止，被评价为“轰轰

烈烈”的小学体育工作开展情况如何？

“依然有超过四分之一的被调查学

生课后不参加任何体育运动。”省教科院

院长朱永祥认为，学校体育依然任重而

道远。

“会动”=“爱动”？体育应激发兴趣
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省教科院的

调查重点，是学生放学后参与体育运动

的情况。

调查显示：放学后，25.8%的学生不

会参加任何体育运动，38.2%的学生参

与运动的时间少于20分钟，只有15.9%

的学生运动时间会超过30分钟；周末及

寒暑假，参加体育运动的学生数有所增

加，但依然有17.1%的学生不参加任何

体育运动。

“这说明，有相当数量的学生未养成

日常锻炼的习惯，体育尚未真正成为学生

的健康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执行调研的

省教科院助理研究员严婷婷这样认为。

原因在哪？

省教科院在对家长的调查中发现，

96.4%的家长认为体育运动非常重要或比

较重要，90.5%的家长认为体育课程的最

主要目标应该是培养运动兴趣，仅1.3%

的家长认为最主要目标是升学（评优）。

调查还发现，喜爱运动有助于学生

养成锻炼习惯，而在这一方面，学校体育

发挥的作用差强人意。放学后会参与体

育运动的学生中，65.1%是基于兴趣爱

好而主动参与的；在89.7%的表示自己

有喜爱的一项及以上体育运动的学生

中，受家庭或同伴影响而形成运动爱好

的为47%，受学校体育课影响而形成的

只有42.1%。

“体能”=“健康”？评价需标准升级
数据显示，低年级段学生比高年级

段学生更喜欢体育课。换一种表述方式

就是，随着年级的递升，喜欢体育课的学

生越来越少。

省教科院由此专门收集了省内不同

地区10所小学的体育综合素质评价方

案及3个县（市、区）的体育学科评价标

准和意见，并对部分学校的体育教师进

行了实地访谈。

“从评价方案上看，虽然少数学校只

关注体能和技能的评价，但大部分被调

查学校已开始了基于‘健康第一’课程理

念的初步实践探索。”严婷婷介绍，从学

校提供的评价方案上看，不少学校已经

在“技能和体能”评价之外，增加了“情感

态度”“团队参与”“参与阳光体育活动表

现”等内容，一些学校将“运动参与”“心

理健康”和“社会适应”等方面的评价也

纳入其中，“甚至有学校开始关注学生之

间的个体差异，在评价中尊重并鼓励学

生的特长发展”。

而在学校的实际操作中——

“情感态度”在评价内容中的占比普

遍为10%，“体能与技能”占比基本在

80%以上；

而在“情感态度”评价中，体育教师

并未对每位学生进行过程性评价，只是

在期末根据印象打分或划等级，学生的

“健康生活习惯”和“日常锻炼行为”均无

法显现；

往往将“体能”评价片面地等同于

“健康”评价，认为“体能优秀的学生，就

是健康的”；

体质健康测试的重要性被不断强化；

……

调研中，省教科院还发现了这样的

“怪象”：由于学生体质健康抽测成绩与

学校教学质量挂钩，各地各校的考核标

准逐级“水涨船高”。如《国家学生体质

健康标准》中规定三年级跳绳项目满分

标准为男生126次/分，女生139次/分。

但在被调研的某区，评价标准则规定为

男生155次/分，女生166次/分。为保险

起见，该区部分学校甚至要求一年级学

生跳绳就要达到200次/分。

“结果显而易见，重复而枯燥的训练

让不少学生对体育锻炼失去信心和动

力，更别提有兴趣了！”严婷婷说。

“健康第一”，任重而道远
距离2011年教育部修订《义务教育

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已有8年，“健康

第一”的课程指导思想如何能在我省各

地各校真正“落地”？

省教科院该项目组给出了自己的

建议：

相关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在制定体育

教学质量考核标准时，应适当降低体质

健康测试考核的权重；

在区域教学质量考核中，应增加运

动项目考核的种类和权重，尤其是增加

团体类运动项目及考核权重；

在丰富的运动项目范围内，鼓励学

校每年自行申报学生选择的考核项目，

从而不断丰富课堂教学内容；

……

“此次调查发现，家长更关注的是学

生的运动参与和社会适应能力，而这两

项，正是达成‘增进学生健康，培养学生终

身体育意识和能力’目标的重要途径。”朱

永祥认为，要让体育课真正回归到“健康

第一”，因材施教，注重学生兴趣的激发、

帮助学生学会并爱上一到两个运动项目

显得尤为重要，“如调查发现女生的运动

积极性明显低于男生，这就需要体育教师

们用智慧来改变这一状况”。

□本报通讯员 孙行旭

从教16年，每次送走一

届毕业生，宁波市鄞州区华泰

小学教师张晓都会“惹哭”不

少学生和家长。

对这位老师，他们太不

舍了！

让教过的每位学生都健康
“要让教过的每一个学生

都健健康康的。”作为一名体

育教师，张晓心里最记挂的，

就是学生们的体育锻炼和身

体健康。

张晓不满足于仅仅上好规

定的体育课，她还把“课堂”延

伸到课外，花尽心思，让学生爱

上运动，养成锻炼的好习惯。

去年，她在班里开展“运动

打卡”活动，受到了学生和家长

的欢迎。这项活动，要求学生

每周至少4次完成“运动打卡”，

可以跳绳、仰卧起坐、跳远等，

而其中3公里耐力跑是必选项

目，每周至少要跑两次。

为了作示范，张晓每天锻

炼，并在群里晒出跑步公里

数，和学生和家长分享运动的

快乐。这项活动，效果非常

好，学生们不仅能完成规定的

打卡任务，不少人还自觉地天

天打卡。

体育锻炼带来的改变显

而易见。“一个学期下来，不仅

胖的孩子变瘦了，班级总体体质健康测试水平也

大幅上升。”张晓说。

她带的两个班，其中一个班在学校的趣味运

动会上，以前从来没拿过奖牌，去年这个班拿了团

体第一；另一个班以前体测水平全校倒数第一，去

年上升到中等偏上水平。

张晓说：“体育锻炼不只是对身体有好处，更

重要的是锻炼吃苦耐劳品质，培养团队精神，磨炼

意志力，遇到挫折不会退缩，这是一生受用的。”

“临时妈妈”一当6年
张晓既是体育教师，也是学校专职健美操教

练。7年前，张晓曾带过一名叫金烨雯的学生，这

对没有血缘关系、曾经素不相识的人，后来成了

“临时母女”。

那是2012年9月，在宁波市少体校就读的金

烨雯，准备转学到华泰小学读三年级。金烨雯4

岁开始练体操，是个体操好苗子。但是转学时金

烨雯遇到一大难题，她的父母在外地办厂，而学校

没有宿舍。为了留住这棵好苗子，张晓主动提出

由自己来照顾金烨雯。她把金烨雯带到自己家里

住，每天上下学同进同出，这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师

生就这样成了“临时母女”。

由于在体校落下很多文化课，刚到华泰小学

时，金烨雯成绩跟不上，任课教师纷纷来“告状”。

张晓一边鼓励她，一边找自己的朋友帮她补课。

在家里，张晓对这个“新女儿”疼爱有加，每天

早餐几乎不重样。天冷了就磨芝麻核桃粉给金烨

雯吃。难得的是，这种关爱一直在延续。张晓从

一接手一直管到了今年6月金烨雯初中毕业，两

人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母女”情。

其实，受过张晓帮助的学生远不止一两个。

每年寒暑假、双休日，华泰小学总有一部分学生

跟着她在训练房挥洒汗水。集训期间，很多学生

没有人接送，张晓就主动承担接送任务。在张晓

眼里，每个学生都是她的孩子，倾注着自己的

爱。她经常喊的不是学生名字，而是“大儿子”

“小儿子”“大妞”“小妞”等。学生们也格外喜欢

亲切的张老师。

凭借这样专业的素养、专注的精神和专一的

付出，张晓带领华泰小学健美操队一路跨越，拿到

全省甚至全国冠军。

体育教师操着文化课的心
在张晓的体操队里，有一份学习激励计划，文

化课优秀、进步大的队员，可以获得张晓的奖励，

“这样做，就是希望队员们能成为综合素质强的

人，这样才能走得更远，走得更好”。

4年前，队员应辰辰进入华泰小学。小姑娘

的文化课一直跟不上班里的进度，学习习惯也不

好。张晓便课里课外对应辰辰照顾有加，经常跟

她的任课教师沟通，和她的母亲协同努力，一起关

心她的学习和生活。4年后，应辰辰最终从一个

桀骜不驯的孩子，变成一个乖巧懂事的三好学

生。今年六年级毕业时，她被宁波外国语学校特

招录取。

“此时的心情，真有太多的不舍！感恩于张晓

教练的无私奉献，才让应辰辰阳光地走到今天！

说到这里，我眼里泪水在打转……”小学毕业前

夕，应辰辰妈妈在健美操队微信群里发出了这段

肺腑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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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纯纯

在校刊《金陵·范》的发刊词中，校

长朱焱曾这样发问：“在未来，当人们提

起‘金中河西’的学生时，最能让大家认

同的，是怎样的一种共同的气质？”

建校16年以来，从“年轻学校”到

“知名学校”，江苏省南京市金陵中学河

西分校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对美的珍

爱与念想，与之俱生的好奇心、创造

力。”这个答案，也将成为学生们“终生

的校服”。

舒展与空间
“校长经常来‘找麻烦’。”金陵中学

河西分校“创想空间”的负责教师常常

为朱焱的到来而紧张，但又期盼着他能

够多来。

这个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的课程

基地如同学校的“大脑”，既有“左

脑”——3D打印、仿生机器人、“太空种

子”种植项目、智能栽培和养殖技术等

“科技类”课程基地，也有“右脑”——创

意木工、西点烘焙、中餐制作等“艺术

类”教室。

从进门开始，朱炎对自己在“创想

空间”找的每一次“麻烦”都如数家珍。

“门口的这面墙是暗藏玄机的，本

来下雨天学生们的雨伞都乱扔，弄得大

厅湿滑。现在雨伞水可以通过这些管

道收集起来，浇灌这面墙上的植物，形

成废水再利用。”

“现在通过智能物联网，教师们可

以用手机远程控制灯的开关、窗帘的升

降，甚至是给植物浇水。”

“新技术必须和新型劳动实践结

合起来，在建设中的农耕文明长廊、种

子馆、农具馆中，学生们可以生动地感

受二十四节气和中国古代农业、科技

等的关系。”

……

就这样，校园里处处留下了朱焱找

“麻烦”的痕迹——

报告厅旁的储物空间变成了“书画

长廊”，成了学生举办个人书法展、摄影

展的文化空间。每年12月艺术节，在这

里还会举行书法笔会，师生一同谈画论

书，现场挥毫。

校史馆升级成为“西河雅集”。京

剧脸谱、雨花石、南京云锦、篆刻等展出

“粉墨登场”，成了学生接受传统文化和

地方文化熏陶的最佳课堂。

自由与规则
“舒展”是金陵中学河西分校里的

一棵樱花树。

因为移栽在角落里，又被大风吹断

了树枝，园丁将其修剪得光秃秃的。师

生们看了不忍心，便请求园丁不要再修

剪它，让它自由生长。没想到，来年这

棵樱花树开出了最多的樱花。

“植物要舒展开才能长得好，培养

人也是这样。”朱焱说。于是——

小学部的图书馆被“肢解”，教学楼

长廊上出现了10个不同主题、不同风格

的书吧。在这里，学生们趴着、躺着都

可以，甚至可以大声朗读讨论，喜欢的

书都可以带回家。

去年的15周年校庆上，由学校民乐

团演奏的民乐合奏《红楼序曲》惊艳了

现场观众。像民乐团这样聘请名家担

任指导教师和顾问的学生社团，金陵中

学河西分校还有20多个。小学、初中、

高中、国际四个学部各开设的近40门选

修课程中，轮滑、击剑、棒垒球、溜冰、网

球、游泳、武术、马术等已经成为学校特

色课程。

今年春分，全校近200个班级在行

政楼前的广场上均种下了一棵红枫。

近年来，成片粉红色的晚樱、金色的银

杏、爬满围墙的彩色蔷薇……学生们在

校园亲手种起了一片片小树林。“要让

每个学生在每个季节都有他（她）的期

待。”朱焱说。

“每个个体都是不一样的存在，只

有充分地了解自我、顺应天性，才能更

好地发展。”在给了学生最大舒展空间

和自由的同时，朱焱强调，“规则是对自

由的最大解放”。

“肢解图书馆”的卫生和设施要靠

学生自己来维护，喜欢的书带回家以

后，必须要换一本书带回来，每学期开

学也必须分享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并配

上分享文字；每门选修课和社团课都会

有严格的考核标准；小学生在毕业前必

须完成“六个一”任务——“穿过一座

城”“爬过一座山”“宿过一次营”“种过

一次地”“历过一次险”“开过一家店”；

种下一棵班级树所要花费的资金需要

每个班级学生自己想办法通过恰当、合

理的方式募捐集资。 （下转第2版）

以舒展之姿穿上“终生的校服”

家长的理念更先进？

家长理念和体育课程标准理念高度吻合，学生形成运动兴趣受家长及同伴影响

多于受学校教育影响——这样的调查结果，意味着什么？

曾经有一位杭州的家长这样抱怨：因为课间在走廊上有奔跑的行为，她的孩子

被班主任“禁足（所有课间不许出教室）”一周。不知何时起，上下课都“静悄悄”，成

了不少学校甚至“名校”的“得意之作”。“专职”采访校园10多年的笔者有着这样的印

象：乡村校园的课间大多是欢快的、沸腾的；城市校园的课间不少都“静悄悄”！

难道乡村教师甚至家长的教育理念都比城市教师先进？

在“健康第一”的体育课程指导思想发布8年、我省全面开展阳光体育运动12年

后的今天，积极促进青少年提高身体素养和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应该说在教师理念

层面上，毫无障碍。

说到底，依然是相关的管理及评价出了问题。

只有管理和评价对了，体育教师才能智慧地开发出更多适合不同年龄段、受学生

喜爱并受益终身的体育运动；班主任才能更多地从学生身心健康角度出发开展班级管

理及活动；学校才能积极开展更多可供学生自由选择甚至由学生“发明”的体育团体活

动，开发科学、丰富的健康生活课程；而各科任课教师嘛，也许都能从“不拖堂”把课间

还给学生去运动做起……

《纲要》要求把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纳入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考核体系

中。未来可期的是，科学促进青少年提高身体素养和养成健康生活方式等内容会在

评价改革中不断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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