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后语

温馨提示

1、有利于人体的生长发育，提高抗

病能力，增强有机体的适应能力。 是增

强体质的最积极和有效的手段之一。

2、减低儿童在成年后患上心脏病、

高血压、糖尿病的机会。

3、 可以减少过早进入衰老期的危

险。

4、改善神经系统的调节功能，提高

神经系统对人体活动时复杂变化的判

断能力，并及时做出协调、准确、迅速的

反应。

5、具有调节人体紧张情绪的作用，

能改善生理和心理状态，恢复体力和精

力。

6、舒展身心，有助安眠，使疲劳的

身体得到休息，使人精力充沛地投入学

习和工作中。

7、陶冶情操，保持健康的心态，充

分发挥个体的积极性、 创造性和主动

性，从而提高自信心和价值观。

8、 体育锻炼中的集体项目与竞赛

活动可以培养人的团结、协作及集体主

义精神。

青少年身体素质不尽如人意，校

园里小胖成群， 教室里近视眼成堆，

课间 10 分钟十分安静；踢毽子、荡秋

千、捉迷藏，成了大人们对童年的回

忆；本该洋溢青春气息的校园变得暮

气沉沉；春游秋游遥不可及……“乖

巧”的孩子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

只读教科书。 学生的体育活动时间被

剥夺，身体健康每况愈下。 学校体育

变得不伦不类，可有可无。 这不是一

所现代化学校至少不是一所合格学

校应有的景象。

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意志坚强，

充满活力，是一个民族生命力旺盛的

表现，也是社会文化进步的标志。 孩

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是教育的理

想。 理想的教育应是自然、 真实、健

康、享受。 作为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

学校来说，培养学生体育发展责无旁

贷：教育他们热爱体育运动，让体育

锻炼成为习惯， 而不是圈养起来，扼

杀孩子们的天性和快乐。

人们期待着，社会期待着……

体育锻炼的好处

还孩子一份快乐

1985 年以来，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

和卫生部等部门联手， 每 5 年举行一次全

国大规模、多民族的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

其结果显示：20 多年来， 我国青少年各年

龄组的肺活量水平、速度、爆发力、耐力等

指标均持续下降。 城市超重和肥胖青少年

的比例明显增加， 部分农村青少年严重营

养不良。无论同日韩还是欧美孩子相比，身

体素质都存在较大差距。 我国青少年体质

堪忧，根源在于长期缺乏体育锻炼。那么如

何拯救弱不经风的孩子？

熊倪说，此次把“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

小时校园体育活动”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不

仅是表明一种态度和政策上的重视， 更表

明国家改变现状的决心。 加强青少年体育

运动是一个长期和持久性工作， 不可能马

上就取得明显效果。 当务之急是在政策落

实上下功夫，真正实现问责制。

毛振明担忧的是，“保证中小学生每天

锻炼一小时” 的硬性规定在实际操作中会

不会变成口号？ 教育部门在落实时有何对

策？ 如果有学校执行不力，谁来监督检查？

会不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

他说，“阳光体育” 开展 4 年来能让人们记

住的就是“每天锻炼一小时”这句话。 对青

少年而言，这是一个倡导，引导和鼓励他们

将体育锻炼变成一种行为习惯和生活方

式。对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而言，这又

是规定、要求和标准。

易声庚表示，在“阳光体育”开展过程

中反映出我国教育多年来积淀下的一些问

题： 如学校运动场地及体育设施不足的现

象普遍存在。除了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外，更

关键的问题是一些政府主管领导对现代教

育的认识问题。在人们的传统思维里，没有

教室不能办学，但没有操场能办学吗？没有

语文、数学和外语教师不能办学，但没有体

育教师能办学吗？因此，各级政府在新建和

改造旧学校过程中， 配备足额的体育教师

和体育教学场地，应成为考虑的必要条件，

达不到则不能办学校。只有这样，才能逐步

形成调动学生内在动力和运动兴趣的体育

教育机制。

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

体育活动———这是温家宝总理在

《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出的明确要

求； 让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政

府有部署，群众有呼声。可真正落实

起来难上加难。 最近公布的一项调

查结果让人吃惊： 目前我国中小学

生中仅有 18%能做到每天一小时的

体育运动，40%的学生甚至达不到平

均每天半小时的锻炼时间。

近 10年来，我国青少年体质持

续下滑，肥胖率增长近 50%，近视率

从 20%增长到 31%。 体育教师编制

不足、学校体育设施匮乏、文化课程

负担重以及应试教育造成的对体育

忽视等问题， 造成只能让孩子们圈

养在室内， 而无法去操场活动活动

筋骨。 因此， 许多孩子变得弱不禁

风，输在了身体素质的起跑线上。

百年前梁启超曾言：少年强，则

中国强。 这声音今天听起来仍振聋

发聩。

在常人眼里，孩子天性爱玩，课

间和学后蹦蹦跳跳， 再加上体育课

保障，每天锻炼一小时轻而易举。其

实并非如此。

A

每天锻炼一小时

难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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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1958 年周恩来总理就提出“每天锻

炼一小时”的口号；2006 年，教育部又发出“每

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 50 年，幸福生活一

辈子”的号召；从高层到全社会对此重视的程

度可见一斑。

让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 这个要求并不

难，为什么做不到？ 到底是客观条件限制，还

是观念问题？ 学校和家长似乎对此都有各自

的苦衷：升学压力大，体育沦为边缘课程；课

业负担重，无暇兼顾日常健身；独生子女多，

减少活动以保安全；学校场地小，运动锻炼难

于开展……

全国青联副主席、奥运冠军杨扬表示：目

前国内体育教师的缺口超过 32 万人，这还只

是针对体育课，如果落实每天锻炼一小时，缺

口将会更大。 全国义务教育学校体育器材达

标情况：小学不到 50%，初中略高一些，合格的

中小学校只有半数左右。 很多学校体育活动

很难推进，更谈不上保证质量。“保证中小学

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 看似简单容易

执行，但真正落实起来却是困难重重。

湖南省体育局副局长、奥运冠军熊倪说，

体育和教育部门对于中小学生在校体育锻

炼，做了大量的工作，效果不理想主要是政策

落实过程中出了问题。 为了保证孩子的体育

锻炼时间，我省从 2002 年就对中小学生体育

课时进行了调整，2007 年始还开展了阳光体

育活动，再加上课间操和课余体育活动，孩子

每天一小时锻炼的目标本是可以实现的。 但

部分学校没有按照要求开齐开足体育课；而

农村学校条件艰苦体育设施简陋， 甚至有的

连操场都没有，课外体育活动名存实亡。

益阳市六中校长解正军认为， 目前学校

和体育老师对体育锻炼的认识不足、 落实不

力，体育课的形式比较单调枯燥，基本以跑跳

投为主，并没有让孩子养成体育锻炼的习惯。

而且当前的应试教育体系是一种人才筛选体

系， 文化课成绩与学生个人发展具有直接性

的利害关系， 这就造成部分学校随意更改体

育课程， 基本上是拿原本就有的课间休息时

间来冲抵这一小时， 效果很差， 等于没有落

实。 这种教育观念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

拯救

弱不经风的孩子

C

� 孩子天真的笑容，无拘无束的游戏，这是

我们希望看到的一幕。 游军�摄

� 益阳市赫山实验学校将《三字经》、《登鹳雀

楼》、《赋得古原草送别》、《游子吟》 四个经典篇章，

依运动节律融舞蹈元素自编课间经典操，让孩子们

在运动中感受经典文化。 肖小月�摄

B

重智轻体

观念何时转变

体质、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这是世界卫生

组织提供的青少年新健康标准 3个维度。 近年

来， 我国青少年体质持续下滑的问题日渐突出，

但学校重智育轻体育的现象依然屡见不鲜。青少

年体育锻炼为何难以摆脱“说起来重要，忙起来

不要”的尴尬处境？

北京师大体育学院院长毛振明分析， 在我

国，“依法办学、依法治教”的社会氛围还不浓厚，

虽然对学校体育锻炼各环节都制定出了比较详

细的规定， 但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却没有严格执

行。 根据目前国情，在很长时间内很难改变通过

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导致相当一部分学校负责

人重视文化课，对于体育不够重视甚至忽视。

益阳市赫山区副区长易继梅说，联合国早就

规定青少年有学习和游戏的权利。国家也一直提

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拥有健康强

壮的身体，是孩子今后成长成才的根本保障。 要

想使孩子多锻炼多运动，健康成长，应该建立青

少年体育工作考核标准和问责制， 做到有法可

依、执法必严，从根本上解决学生体育锻炼可做

可不做、不做没惩罚的问题。同时，政府相关部门

应该积极配合教育部门解决人事编制和校园规

划等问题。

怀化市洪江区教育局局长易声庚认为，让

“中小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从现在的实际情况

来看，依然是句口号。他说，最核心的问题是思想

认识问题。 学校体育是一项长期工程，中央文件

政策的出台，需要层层的落实和行动，要让相关

行政主管部门领导和学校领导真正重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