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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育

2022 年 3 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
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的意见》，提出实施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
计划，让每个青少年较好掌握 1 项以上
运动技能，培育运动项目人口。开齐开
足上好体育课，鼓励基础教育阶段学校
每天开设 1 节体育课。支持体校、体育
俱乐部进入学校、青少年宫开设公益性
课后体育兴趣班。支持学校、青少年宫
和社会力量合作创建公益性体育俱乐
部。

日前，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体育与
健康课程标准（2022 年版）》，对义务教
育阶段“体育与健康”课程内容做出了详
细规定，其中专项运动技能包括球类运
动、田径类运动等常见项目，还包括冰雪
运动等新兴体育项目，给学生多样化的
选择空间，进一步提高学生参与体育运
动的热情。

江西省萍乡市麻田中心学校是一所
山区学校。学校组建了一支特色摔跤队
伍，多次参加国家级、省级锦标赛。学校
围绕摔跤项目制定了分层培养计划，将
摔跤纳入体育教学计划，落实到课程表
中，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到摔跤运动
中。学生历年体质健康测试均保持较高
的优秀率、及格率。

近日，江苏省体育局出台青少年（幼
儿）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管理办法，加强
学龄前、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体育
类校外培训机构的服务监管工作，明确
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需申请许可证，如
果要举办游泳、滑雪、潜水、攀岩等高危
险性体育项目的校外培训，还需申请高
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办法还明
确要求预收费必须使用监管专户，鼓励
采取“先培训后收费”“一课一消”等收费
模式，进一步对青少年校外体育培训做
出规范。

针对现有健身设施多为满足成年人
健身需求问题，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
化研究院高级研究专员李栋建议，应当
进一步挖掘城市潜在的活动空间，加强
青少年体育活动场所建设。他建议，可
以在城市公园绿地配套建设羽毛球场、
篮球场等小型趣味性运动场地，吸引青
少年开展体育活动；或充分利用街道或
社区的闲置场所，建设青少年活动设
施。同时，应拓展现有青少年体育活动
场所的服务功能，更加有针对性地举办
竞技体育比赛，组织体育知识竞赛、体育
文化节等丰富多样的体育文化活动。

（向子丰）
据《人民日报》

开展体育干预开展体育干预，，重视重视““体育疗法体育疗法”，”，解决青少年肥胖解决青少年肥胖、、近视等健康问题近视等健康问题

让青少年爱上体育享受运动让青少年爱上体育享受运动
日前，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了体育法修订草案二审稿，针对青少年近视、

肥胖等健康问题，提出应有效开展体育干预，重视“体育疗法”，并明确了教育行政部门、体育行政部
门、学校和家庭应当组织、引导青少年参加体育活动。

近年来，青少年肥胖、近视等健康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中国居
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显示，我国6—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已接近20%。国家
卫健委开展的近视专项调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2.7%，其中小学生
为 35.6%、初中生为 71.1%、高中生为 80.5%，近视问题十分突出。而户外活动、体育锻炼时间不
足，正是引发青少年健康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避免出现青少年健康问题、促进青
少年健康成长，学校体育教育发挥着重
要作用。然而许多读者、网友反映，学校
体育教育仍有不少薄弱环节，亟待加强。

“体育课常被取消、被占用，学生们
户外活动时间少，课后也大多是自习，或
者安排学习文化课内容。”河南省郑州市
读者王先生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留
言说，孩子们课业压力大，用眼习惯本就
不好，而学校课间又不允许室外活动，体
育课也在室内上，“很多时候就变成了自
习”，这不利于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对此，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政
府回应，防疫期间为了满足学生体育活
动需求，学校尝试着划分场地进行分区
活动，但是因为学校学生比较多，活动场

地有限，因此暂时安排学生在室内上体
育课，下一步将采取学生轮流进行体育
活动的措施，尽可能地满足学生体育活
动需求。

在一些学校，体育课仍然处于可有
可无的地位，经常被文化课占用，一遇到
天 气 不 好 等 因 素 ，往 往 直 接 改 为 自 习
课。这与一些学校对体育课重视不够有
关。有学校老师表示，尽管体育已经纳
入考试范畴，但体育考试评价标准不够
科学、体育考试压力不大的现状并未得
到根本改变。而有些学校出于学生安全
考虑，甚至取消了学生的课外活动时间，
孩子们只能一整天都坐在教室里。

除了日常的体育课和户外活动，体
育竞赛往往能激励学生参与体育运动，

但目前学校体育竞赛体系还存在薄弱环
节。

读者刘海龙反映，目前，面向中小学
的体育竞赛科目十分有限，“我所在的地
区好像只有小学足球赛，而且不是每所
小学都能参加，普通孩子很难有机会上
场”。

一些读者反映，现有学校体育竞赛
往往只有少数体育特长生可以参与，多
数学生一般没有机会参加。对此，读者
张玉苹建议，可以设立“运动积分”奖励
机制，规范各项运动系统培训和管理，丰
富运动形式。通过参与运动获得积分，
达到一定分数可以兑换奖励，让更多孩
子爱上运动，让体育竞赛不再成为少数
人参加的活动。

去年，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
（2021—2025年）》，提出实施青少年体育
活动促进计划，开展针对青少年近视、肥
胖等问题的体育干预。

全民健身计划催生了大量公共运动
场地，但也出现了场地与青少年情况不
适配等问题。甘肃省张掖市网友陈芸在
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反映，随着城市
规划和建设不断完善，居住地周边建起
了许多体育设施，但健身器材、健身步道
等大多只适合成年人，缺乏适合青少年
活动的场所，“希望能够建设一批篮球
场、足球场 等小型街头体育场地，满足
孩子们的运动需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读者李雪晴表
示，现在很多孩子体能跟不上，想锻炼却
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建议在广场、公园、
社区等公共区域配置适合青少年的运动
设施。

运动场地与青少年特点不适配，不
仅无法调动青少年参与运动的积极性，
还可能造成安全隐患。网友邱先生住在
一个规模较大的小区，据他反映，“每天
都有一群滑板少年在广场上玩滑板，喧
闹声给附近居民生活造成了较大困扰。
而且广场上没有安全设施，孩子们玩滑
板也不安全”。邱先生建议在规划设计
功能区域时，能开辟专门的青少年活动
区域，在保障运动安全的同时也不影响
附近居民的日常生活。

目前，面向青少年的体育类培训班
和运动俱乐部越来越多，但运营还需要
进一步规范。资质不全、虚假宣传、强制
收费、退费困难等问题频频出现，让不少
家长和学生望而却步。而且体育教育需
要较高的专业性，特别是攀岩、蹦床等专
业运动项目，如果指导不到位，会增加青
少年的安全风险。

对此，有网友建议，增加公益性的校
外体育培训，作为学校体育的补充，为学
生提供差异化体育培训。相关部门应面
向社会提供一些符合标准的校外体育培
训、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名单，出台规范促
进体育培训行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建立
服务监管工作机制。同时，加强对校外
体育培训的监管，坚决纠正资质不全、虚
假宣传等行为。

内蒙古自治区商都县读者鲍永福表
示，在有些年龄段，农村青少年肥胖率已
经超过城市，原因就是农村地区留守儿
童较多，在缺乏家长引导的情况下，容易
沉迷电视或手机，侵占了锻炼或户外玩
耍的时间。“而且，农村适合的运动区域
也比较少。建议有关部门考虑在农村多
建造一些因地制宜的小型体育场地，激
发孩子们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鲍永福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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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课常被取消或占用，学生户外活动时间偏少

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充分挖掘潜在活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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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适合青少年活动的场所，校外体育培训亟待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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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锻炼是增强体质最积极、
有效的方法之一，通过体育运动能
增强人体的身体机能，提高抗病能
力，体育运动有利于人体骨骼、肌肉
的生长，能增强心肺功能，有利于青
少年的生长发育。经常参加体育锻
炼，能促进大脑发育，增加大脑皮层
的厚度，可以提高青少年的记忆力

和注意力等，提高学习效率。
体育运动可以较好的调节人体

激素分泌，改善心理状态，提升抗压
能力，缓解学习读书的疲劳，能够带
来良好的情绪体验，是广大青少年
不良情绪、身心疲劳的一个良好的
出口。

体育运动可以提高学生坚韧、

不怕吃苦的优良品质。失败是很正
常的事情，没有谁是常胜冠军，通过
体育运动、体育比赛能够提高学生
抗挫折能力，能够帮助青少年在面
临失败时能积极调整心理状态。另
外，体育运动可以提高学生的配合、
团队协作能力，还可以很好的帮助
孩子建立自信心。

运动对青少年有什么好处？

据山东教育电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