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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已经“起床”
我们不能再“沉睡”

再次采访昔日的“小胖妞”浣祉
帆时，她稍显羞涩地告诉我，自己如
此卖力锻炼，在于爸爸施行的“铁血
政策”；家长周博感慨，孩子能有如
此大的毅力坚持锻炼十几年， 在于
他从小培养孩子的锻炼意识； 在升
学率的压力下， 长沙一中校长赵雅
茜仍多年来坚持： 孩子的身心健康
第一……

我不能说， 所有的孩子都像浣
祉帆一样幸运地拥有一个喜欢锻
炼、重视锻炼的好爸爸。所有的家长
也像周博一样， 对锻炼有如此重要
的感悟，懂得一个好习惯的养成，能
让孩子受益一生。但家庭和学校，是
培养孩子坚持锻炼好习惯的摇篮和
阵地。 家长和老师对孩子成长的影
响，不可估量。

中国青少年体质下滑， 是中国
在现代化进程中正在积极应对的难
题。提高青少年身体素质，更是需要
全社会动员起来的国家行动。 非战
争时期， 最能凝聚团结一个民族的
是体育， 最影响一个民族长远发展
的是青少年的健康问题。 十八届三
中全会在教育改革中提出，“强化体
育锻炼，课外锻炼”。 如此具体细致
的举措见诸事关中国未来的历史性
改革文献， 这充分体现了提高中国
青少年体质的战略性与紧迫性。不
久的将来， 一定还会有更多细化的
措施出台。

制度已经“起床”，我们不能再
“沉睡”。我渴望，有更多像赵雅茜这
样的一校之长， 真正将孩子的身心
健康放到第一位；有更多像浣建物、
周博这样的家长身体力行， 培养孩
子受益一生的好习惯。 这样的觉
醒，来自于我们对孩子真正的爱，对
生命最深刻的理解， 也来自于点滴
的行动： 和孩子一起打打球、 爬爬
山，让孩子真切地意识到，运动如此
美好。

体育高考提醒人们体育是
一个终身学科，体育锻炼是
终身事业。

12月17日， 依然飘着小
雨的长沙影响着人们的出行
和户外活动。 在河西大学城，
人们移步到湖南师范大学体
育馆里运动、训练。更多的学
生则用上网来打发课余时间。

按照教育部规定，高校学
生的体质状况也在今年的检
测之列。贺洪说，虽然上报给
教育部的数据还没有分析、整
理，但近年来大学生体质下滑
已是不争的事实。

近几年， 湖南省连续5次
对在校城乡男女生的体质进
行了随机抽样调查，结果发现

汉族男生19岁至22岁组别的
千米跑耐力素质全线下降，20
岁、21岁和22岁组别在2010
年检测的结果，分别比2005年
下降24.2�秒、28.7秒和24.3秒。

今年年初，教育部在两个
月内连续召开了三次加强学
校体育工作座谈会。教育部副
部长郝平指出，加强高校体育
工作、扭转学生体质与健康持
续下滑状况，已成为刻不容缓
的任务。从今年开始，各高校
要对学生每年进行体质健康
测试，并将测试数据上报国家
数据库， 同时向社会公告。各
校要把学校体育作为“一把手
工程” 纳入学校总体规划。对
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持续三年
下降的地区和学校，在教育工
作评估和评优评先中将实行
“一票否决”。

备受关注的高考改革方
案，也涉及了加强学校体育工
作的内容。教育部体卫艺司司
长王登峰今年11月对外表示，
改革包括对高中生体质和运
动能力的要求，以期引起人们
对体育锻炼的重视。 此前，北
京大学已经在2013年自主招
生中引入体能测试，2014年将
继续实行。2012年山东省开始
把体育成绩纳入高考，成为第

一个“吃螃蟹”的省份。
“体育高考可能是一个强

音的前奏，提醒人们体育是一
个终身学科，体育锻炼是终身
事业。” 接受采访的一位体育
专家认为，体育高考的实施必
将对高中体育教育产生深远
的影响。

“树立终身锻炼意识，‘挑战
21天’提供了一种很好的健
身理念。”

2012年， 保证中小学生
每 天 一 小 时 校 园 体 育 活
动———这项曾被教育部、国家
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等部门
多次强调的建议，首次被写入
政府工作报告。十八届三中全
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中也明确指出，要强化体
育课和课外锻炼，促进青少年
身心健康、体魄强健。

在长沙，越来越多的学生
尤其是高三学生，也开始意识
到体育锻炼不仅仅是升学考
试的“工具”，而是健康体魄的
不二法门。

在对长沙市各中小学的
调查走访中，很多老师和家长
都同意一个观点，即培养孩子

终身锻炼的意识是一个复杂
的系统工程， 学校、 家庭、社
区、 企业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学校体育课的有效锻炼时
间、家里面小孩的教育主要由
爸爸还是妈妈负责、公共体育
场馆离家里的远近程度等，都
影响着青少年的体育运动能
否坚持下去。”除了宏观政策，
贺洪也关注这些细节因素。

“更关键的还是孩子本
身，要对某一项锻炼产生持续
的兴趣。” 贺洪说， 通过连续
21天的锻炼和运动， 学生从
中体会到的快乐和坚持的意
义是最难得的。树立终身锻炼
意识，“挑战21天” 提供了一
种很好的健身理念。

12月21日， 浣祉帆的减
肥计划进行到了第39天，“很
苦很累”的俯卧撑做起来轻松
了很多，尽管这位小女孩还不
能完全理解“终身锻炼”的涵
义， 但她每一天的辛苦和汗
水，会慢慢沉淀成一种生命不
息、运动不止的健康理念和意
识。 这恰恰是挑战21天活动
的意义所在。

http:// hsb.vo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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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体质

2006年9月， 由国家体
育总局、教育部、卫生部等
10个部门联合进行的全国
第二次国民体质检测结果
对外公布。 结果显示，与
2000年的检测相比，青少年
各年龄组的肺活量、 爆发
力、耐力等素质水平进一步
下降。 这个结果引起了社
会各界的强烈关注。

此次挑战21天校园行，
挑选了十所中小学校参与，
也特别关注近年来长沙中
小学生的体质问题。据记者
调查，近年来随着阳光体育
运动和中考体育考试的实
施，长沙中小学生体质下降
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遏
制。但为了升学考试，学生
体育锻炼带有一定的功利
性， 身体素质跟着考试走，
没有得到全面发展。

“前两年出现的升旗时学生
晕倒的情况，现在没有了。”

12月16日下午，记者来到
长沙市实验中学。篮球场上，七
八名学生不顾寒冷在细雨中打
球，叫喊声在树林间回荡。

在教务处办公室里，教育
主任申安和拿出了学生体质
健康测试数据的资料。2013
年4月22日， 教育部下发了
《关于2013年<国家学生体质

健康标准>测试和上报工作
的通知》。 通知要求全国普通
小学、普通初中、普通高中、中
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等学校，
在10月31日前将本校全体学
生的体质健康测试数据上报
给“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数
据管理系统”。 经过几个月的
测试工作，实验中学按时上报
了数据，3213名学生的体质
情况， 汇总到这本48页的表
格里。

“这几年学生的体质情况
比以前有所改善。前两年出现
的升旗时学生晕倒的情况，现
在没有了。” 教务处一位体育
老师说。

中小学生体质下降，一度
是人们热议的话题。2006年9
月的全国第二次国民体质检
测结果引起各部门重视。结果
公布3个月后，教育部就联合
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共
同发布了《关于开展全国亿万
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的决定》。
决定明确指出：健康体魄是中
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学
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
指导思想，让青少年养成坚持
锻炼身体的良好习惯。一年之
后，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开
始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正式
实施，以期用3年时间，使85%
以上的学生能做到每天锻炼
一小时。

申安和对阳关体育运动
的开展记忆犹新。 过去几年，

他看着一届届学生在校园里
晨跑、 课间活动做大课间操，
重新拾起运动的乐趣。

长期关注中小学体质健
康问题的湖南师范大学副教
授贺洪也持相同的观点，“跑
操活动容易组织，相对来说安
全，使得中小学体质下滑的情
况在过去几年得到了一定的
遏制。”

警惕：部分学生一个引体向
上都做不了

在实验中学提供的这份
数据表里，学生的体质健康被
分解为肺活量、50米跑、立定
跳远、 坐位体前屈、800米跑
（女）、1000米跑（男）、一分钟
仰卧起坐（女） 和引体向上
（男）等几个指标。

实验中学体育老师汪世
宁介绍说， 与几年前相比，变
化最大的是肺活量，“这得益
于学校开展的晨跑活动”，另
一个原因，则和中考体育考试
有关。

2006年全国中小学体测
之后，为了增强学生体质，在实
施阳光体育活动的同时， 教育
部2007年在全国7所城市进行
体育中考考试改革试点， 长沙
市名列其中。从2008年开始，体
育成了长沙市中考必考科目。

事关考试和升学，之前被
有意无意忽视的体育锻炼，得
到了学生和家长的重视。中考

体育考试一定程度上成了学
生体育锻炼的“指挥棒”，考试
考什么， 学生就锻炼什么。查
阅2008年至今的历年中考体
考，可以发现考试内容与学生
体质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
2008年至今， 男子1000米跑
和女子800米跑是每年的必
考项目。其他几项，则在立定
跳远、仰卧起坐和三大球（篮
球、足球、排球）等中间选择。

从今年开始，长沙市初中
毕业升学体育考试项目又有
了新调整，男子引体向上和女
子仰卧起坐成必测项目，取代
之前的实心球项目。长沙市教
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调整旨
在通过对学生的力量训练，提
高身体素质。

按照考试要求，男生一次
做3个引体向上算及格，如果
要拿满分必须做够8个。但翻
阅实验中学学生的体测数据，
一些同学的次数在1、2之间，
部分同学一个都做不了。在不
少专家看来，孩子们整体的身
体素质在很多指标方面不容
乐观，体质下滑还没有得到根
本遏制。 “由于和升学相挂
钩，学生锻炼身体有时候是冲
着考试去的，带有一定的功利
性。”贺洪提出来的这一观点，
教育和体育部门也有发觉。汪
世宁透露，相关职能部门可能
会在中考体考上进行改革，以
更有利于学生身体综合素质
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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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锻炼

与中小学相比， 大学
生的体质状况也不容乐
观。 无论是高考改革增加
体育测试， 还是十八届三
中全会提出强化体育课和
课外锻炼， 促进青少年身
心健康、体魄强健，都是为
了树立终身锻炼的意识。
“挑战21天”活动为此提供
了一个理念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