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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春季学期伊始，各地纷纷推出体
育新政，强调保障“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
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引发社会关注。这
是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以身心健康为突破点强化“五育”并
举的真招实招。

“2 小时”从哪里挤？师资短缺、场地不
足、安全风险等问题如何破解？近日，中国
教育科学研究院体育美育教育研究所所长吴
键为教育部门、学校、家庭支招。

“不能等到孩子处于难以挽回的身
心健康困境时再来保护”

落实“2小时”首先要解决认识问题

近视率不断走高、肥胖问题日益凸显、
脊柱侧弯呈现明显的低龄化趋势……当下，
学生群体的身体素质状况令人忧心。

身心健康是青少年全面发展的基石，体
育锻炼对身心健康好处良多。然而，吴键展
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一项调研数据显
示，学生放学后以及居家期间，其体育锻炼
时间很难保证。“所以，落实每天2小时，重
点还是在学校内。”

但学校方面也有担忧。“最新的数据显
示，与2023年相比，学生体育运动伤害事故
增加了50%以上，校方责任险中体育运动伤害
赔偿的比例不断增加，接近 60%。”吴键说，

“学生体育运动意外伤害保险制度不完善，不
能给每天2小时体育活动保驾护航，学校开展
体育活动有后顾之忧。”

家长怕受伤、学校怕出事，是“不敢让
孩子动”的根源。在吴键看来，学生体育运
动的安全风险防控救济机制的不健全，是当
前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要有效解决长期存在的学生体质健康突
出问题，帮助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不
能等到孩子处于难以挽回的身心健康困境时
再来保护。”吴键在谈及落实当前政策时，反
复强调一定要提高思想认识，“实施每天2小
时体育运动，不仅仅是学校体育的事，也不
仅仅是体育学科的事，而是教育改革的大
事，是学校教育整体性工作。”

要让政策、资源、监督、保障“四
轮驱动”

教育行政部门是落实“2小时”新
政的核心引擎

政策虽好，落地却非易事。各地如何系
统推进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
低于2小时”的要求落地？教育行政部门是核
心引擎。

吴键说：“教育部门要做的是出台政策、
推动实施、保障条件、监督评价。”

“基层学校操作到关键步骤或环节，需要
有政策依据、统一的政策以及能够落实落地
的符合实际的操作方案。”他认为，“政策规
划的重点是解决因为增加体育与健康课、增
加体育活动带来的挑战，具体来说，要解决
时间、空间、师资、组织方式四个难点问
题。”相关部门应统筹课内教学、课外训练与
竞赛活动。同时，针对部分学校场地“捉襟
见肘”、器材“超龄服役”的困境，既要加大
资金投入补足硬件缺口，更需通过分时段共
享、错峰使用等科学管理手段“盘活存量”。
破解师资短缺难题不能仅靠短期招聘，还需通过购买社
会服务、培养兼职教师等多元渠道进行“开源”。

当前，社会上有一些疑问——体育活动不低于 2 小
时，时间从哪里挤？会不会影响文化课的学习？在吴键
看来，片面追求文化课成绩和升学率的各种做法，已经
影响到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当下的重要任务，正是要打
破普遍存在的低效、无效的学习“疲劳战”局面，要促
进高效学习、高质量学习。“说到底还是要认识先行，认
识问题解决了，挤出时间不是难点。”

而从结果导向看，他认为，要将学生体质健康水平
列入政府、教育部门、学校绩效考核指标，对学生体质
健康连续下降的，要问责。

我们看到，各地陆续出台推进政策，提出了要求，
但是还没有具体的督导评价指标和方法。吴键透露：“目
前，教育部正在研制统一的指引性试点办法和评价方
法。相信随着政策施行，国家和地方层面都会有具体的
督导办法出台。”

落实“2小时”新政主要还得靠校内
学校要结合实际情况做到“四个落实”

“难点在落实，重点在学校。”学校是政策落实的主
阵地。吴键表示，中小学校要依据政策并结合学校实际
情况，把“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运动不低于2小时”落
实到学校教育教学工作中去。

他说，具体来讲是要做到“四个落实”——
落实每天1节体育与健康课。统筹国家课程、地方课

程、校本课程，确保每天开设1节体育与健康课。
落实每天两个体育大课间活动。中小学校每天上

午、下午各组织一次不少于30分钟的体育大课间。
落实延长课间休息时间。除大课间体育活动，中小

学其他课间休息时间延长至15—20分钟。
落实课后延时服务面向全体学生的体育锻炼。非面

向全体的课后延时体育训练、体育俱乐部（社团）、体育
比赛等不得计入综合体育活动时间。

“只要肯动脑，办法总比困难多。”记者了解到，北
京、上海、广东、重庆、江苏等地的绝大多数中小学校
都开展了“15分钟课间”，学生自制沙包、皮筋等游戏，
既活跃身心又化解场地限制。

当然，学生体育运动的任务不能全部推给学校，家
庭是培养运动习惯的“第一课堂”。吴键提出，对于家长
而言，一是要支持孩子积极参加各种体育锻炼，参与校
外体育活动，培养体育特长，丰富校外生活；二是要每
天安排并监督孩子居家锻炼，争取达到30分钟，养成体
育锻炼习惯；三是要高度关注孩子身心健康发展。

中国教育报

近日，市第一中学美术课堂上，学生们用彩笔在纸质“马勺”上
绘制脸谱，展现多样的中国民间艺术美。传统艺术在青少年手中焕发
青春，为培育文化自信注入源头活水。 丁小宁 摄

“小心脚下树根！前面同学注意保持队形！”
响亮的哨音划破山林寂静，一队小学生弓腰穿过
低垂的藤蔓。3月12日，参加营口市中小学素质
教育学校综合实践周活动的数百名学生，在位于
大石桥市蟠龙山的丛林中，开启了一场特殊的

“长征”。这支由站前区红旗小学教育集团数百名
五年级学生组成的“红军小分队”，正在体验综
合实践周的核心课程。

刚进丛林时，学生们还带着春游一样的雀
跃，不时驻足辨认周围的植物，争论树梢上掠过

的究竟是山雀还是黄莺。随着山径逐渐变成仅容
一人行走的羊肠小道，此起彼伏的喘息声逐渐沉
重。“看我的登山杖！”学生王宗钰捡起枯枝辅助
行走，这个创意很快在队伍中流行开来。

当正午的阳光穿透密林，完成20多分钟丛林
穿越的学生们回到集合点。接过午餐面包时，带
队老师适时讲起红军战士挖树根、煮皮带充饥的
故事，学生们咀嚼面包的动作突然变得郑重，往
常总剩半盒的酸奶被吮吸得一滴不剩。市中小学
素质教育学校书记彭永翻看实时数据时惊叹：当

天为学生们准备的简餐，实现了“零剩余”。
“在家总嫌弃饭菜不好，现在明白了，白面

馒头都是革命先辈的奢望。”一名学生将吃剩的
面包屑一一拈入口中，这种转变印证着彭书记的
观察，“当孩子们的双脚真实丈量过崎岖山径、
亲身体验过饥肠辘辘后，‘苦不苦，想想长征两
万五’才不再是空洞的口号，红色基因才能真正
扎根于青少年的精神血脉之中。”

本报记者 佟婷婷 文/摄

3月12日，在班主任的带领下，我们怀着兴
奋又激动的心情，参加了营口市中小学素质教育
学校组织的“重走长征路”活动。

来到起点，看着巨型“军令状”，我的心里
突然涌起了强烈的使命感。我快步向前，在上面
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

一开始，我脚步轻快得像只小鹿。可崎岖的
山路越来越难走，每一步都要格外小心，没一会

儿，我的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沉重，脸上汗水不停
地流，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我好几次都想退出，
可一想到红军战士们当年面对的困难与考验，我
又咬牙坚持下去。

登上山顶那一刻，自豪感油然而生。我忽然
明白：当年红军战士背着步枪粮袋、穿着草鞋过
雪山时，受的苦、流的汗肯定比我们多千倍万
倍。他们用脚步丈量的不只是土地，更是永不言

弃的信念。
这次活动，让我深刻体会到长征精神的伟

大。红军战士为了理想和信念不畏艰难、勇往直
前，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困难，更不能轻易
退缩，要像红军战士一样，用顽强的意志和不屈
的精神去战胜困难。

我会把这次经历铭记在心，带着长征精神勇
敢前行！

3月11日上午，站前区长征小学六年
二班数学课上，同学们三五人一组，把圆
柱体容器中的细沙倒入等高的圆锥体容器
内。“为什么还有三分二没倒完呢？”望着
圆柱体容器中剩余的细沙，同学们不禁提
出疑问。

“这说明什么呢？”金一文老师不答反问。
“圆锥体体积是圆柱体体积的三分之

一！”一名男生跳起来大喊。
“书上为什么说‘等底等高’才行？”

随着金老师继续追问，教室里响起此起彼

伏的争论，同学们开启了探索知识的大
门，也拉开了市教师进修学院小教处“落
实新课标、用好新教材、构筑新课堂”教
研活动的序幕。

自新课标实施以来，这种自主、讨论
式的学习场景在众多课堂上屡见不鲜。

“教师需要克制‘替代学生思考’的冲
动，让课堂真正成为学生的探索跑道。”
长征小学教师原婷婷告诉记者，课堂每一
分钟都是培养核心素养的赛道，教师要做
的是设置“问题加油站”，而非铺设固定

轨道。
市教师进修学院小教处的

研训员们深入不同学科的教
室，重点观察教师对教材重难
点的把握、教学方法的运用以
及学生课堂参与程度等情况。

“新课标不是推翻重来，而是
让教育回归本质。”市教师进
修学院小教处负责人李文婷
说。课后，研训员们围绕教学
目标达成、课堂环节优化等方
面，与授课教师展开研讨，提
出针对性改进建议，为“落实
新课标、用好新教材、构筑新
课堂”“把脉问诊”。

本报记者 佟婷婷 文/摄

为新课标落地“把脉问诊”

新学期伊始，西市区韶山小学教室里传来阵阵热烈掌声。
西市区法律援助中心负责人站在讲台前，用生动的语言和鲜活
的案例，为学生们带来一堂别开生面的法治教育课。

结合学生年龄特点，围绕“什么是法律援助”“什么是校园
欺凌”“被同学欺负了该怎么办”等问题，中心负责人通过直观
的视频和真实的案例，深入浅出讲解了相关法律知识，从家庭
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三个角度，引导学生们从欺凌者、
被欺凌者、旁观者三个视角，全面认识校园欺凌的危害。

“面对校园欺凌，我们不做受害者，不做欺凌者，也不做冷
眼旁观者！”这句话深深印在学生们心中，活动气氛热烈，学生
们踊跃参与互动，抢答法律知识问题。一名学生兴奋地说：“原
来法律离我们这么近！以后如果遇到问题，我知道该怎么保护
自己了。” 本报记者 佟婷婷 文/摄

法律援助进校园
安全护航助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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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艺术焕青春

““丛林课堂丛林课堂””续写长征精神续写长征精神

长征精神 助我前行
站前区红旗小学教育集团五年十一班 杨婧琪

行走的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