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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体育进高考，锻炼渐“吃香”

体育课上“不舒服”的少了

济南中学高三体育老师
孔凡国表示，由于详细的体育
高考方案还没出台，考试规则
和标准都是未知数。孔凡国坦
言，在日常的体育课练习中，
他们只好参照体育达标测试
标准和正常的比赛规则。

山师附中艺体组组长、体
育教师曲国勇表示，原来高三
体育课由几名体育老师轮流
教学，现在针对高考政策的变
化，学校专门安排了三名体育
老师专职负责。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体
育高考方案至今尚未出台给
不少学校的准备工作带来了
一定的难度。山东省实验中学
教导处副主任、高三级部主任
马宗民表示，虽然从学校到学
生都在积极应对，但多少有些
盲目，如果有了方案，准备起
来会更有针对性、更充分。

本报记者 李飞

采访中，多名体育老师对
于体育进高考表示欢迎。他们
认为中学生的体质亟待加强，
体育成绩计入高考总分可以引
导学生平日加强锻炼，但不能
让高中体育课变成应试体育。

“主要作用是引导，但不
能导致以后的体育课只练习
考试项目，忽略了其他项目。”
山师附中艺体组组长、体育教
师曲国勇说。

“分值多少暂且不论，但引
导的方向是对的。”济南中学高
三体育老师孔凡国说，虽然以
往高三的体育课没有减少，但
有些学生从心里排斥，只重视
文化课学习，体质很差。

山师附中艺体组组长、体
育教师曲国勇也担忧体育进
高考后，一旦确定了考试范
围，各高中都按照几个考试项
目练习，那就失去了体育课的
意义。

日前，在全省推进教育规
划纲要落实工作会议上，有关
人士曾表示，体育进高考目的
是为学生全面发展，推进素质
教育。

本报记者 李飞

本报济南 11月 23日讯
（记者 李飞）2012年我省
将体育成绩计入高考总分，
记者从省城多所高中了解
到，很多学生已开始有目的
性地加强体育锻炼，以往令
一些学生感觉头疼的体育
课如今开始“吃香”，甚至有
不少学生放学后主动加练。

22日上午11点，济南中
学的操场上，体育课自由活
动时间，高三·十六班的几
名女生正在一遍遍地练习
掷实心球，每个人手上都脏
兮兮的。李梦真同学告诉记
者，体育课上除了女子800
米跑，她们刚刚练习完立定
跳远。

“放学后，操场上跑步
的同学明显多了。”济南中
学高三体育老师孔凡国告
诉记者，体育纳入高考，学
生的变化还是很明显的，以
往对体育锻炼不感兴趣的
同学，现在也开始积极锻炼
了。比如中长跑，由于是耐
力项目，比较枯燥，以前学
生不愿意跑，偷懒，跑弯道
时故意往里切一下，现在学
生能主动跑完全程。

正在操场上练习掷实
心球的路璟瑶说，由于自己
身体不好，一直不喜欢体育
课，但听说体育成绩要纳入
高考总分后，从暑假里就开
始锻炼，每天跑800米，还打

羽毛球。“以前体育课到自
由活动时间经常坐着休息，
现在不敢了，抓紧加强锻
炼。”

学生的变化不是个例。
山师附中艺体组组长、体育
教师曲国勇告诉记者，以前
上体育课，很多女生会打报
告说今天不舒服需要休息，
现在上课打报告的女生基
本上没有了。山东省实验中
学教导处副主任、高三级部
主任马宗民表示，无论是体
育课还是课外活动，参加锻
炼的学生多了，“原来不怎
么喜欢锻炼的，现在对体育
课、课间操和课外活动都非
常重视。”

“学生拿着书上体育课，课上
背单词很常见。”省城一位高中体
育老师说，过去很多学生不重视体
育课，现在很多人都开始主动加练
了。

正方：

体育课的地位将提高

体育课长期处于边缘化地位
是一些学校体育老师的深刻感受。

“有时候文化课老师打个招呼体育
课就被占了，这在以前特别是学生
到了高三时经常发生。”

“这几乎是每个学校长期以来
存在的问题。”历城二中体育组组
长王春亮说，体育的本质是游戏，
没有青少年不喜欢，但在目前的高
考压力下，难免会对体育课不重
视。他认为，体育进高考在重视程
度上救得了体育课。

“对于每个家长来说，虽然也
希望孩子身体好，但对于考试的焦
虑远远大于对身体健康问题的焦
虑。”济南一中体育组组长岳野说，
三年前体育测试走进济南学考，并
占实实在在的分数，通过体育学考
以及阳光体育大课间、冬季长跑活
动，他能够感觉到，学生在长跑中
表现出的耐力明显强了。

“考什么重视什么，这是人之
常情，现在也没有谁能改变。体育
进高考如果能引起所有人对体育
的重视并促进学生体质的改善，就
是值得举双手赞成的。”针对体育
高考或会带来体育应试的说法，岳
野认为，即使导致体育应试，至少
也会对改善学生体质起一些作用。

这个学期，体育高考带给高三
体育课堂的诸多改变也是显而易

见的，山师附中增加了排球、篮球
等选修模块的开设频率，如今，高
三体育老师教哪个班级已基本固
定下来，便于更细致地掌握学生训
练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

反方：

体育课的丰富性会受影响

23日，济南气温骤降，阳光明
媚的操场上，在某高中体育课上，
做完仰卧起坐的女生们集体坐在

垫子上休息，少数学生利用体育课
休息间隙掏出随身带着的课本背
起英语单词来。“这很正常啊，老师
也不能硬拉着去跑步，爱学习有啥
错啊？”一名高二学生说。

“体育高考？还早呢，到时候再
说吧！”体育进高考，目前还没有让
高一、高二的学生感觉到危机。“锻
炼身体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得坚
持练，要不高考就危险了！”不远
处，一位体育老师对全班同学强
调，流露出焦急的情绪。

如同我省高考已考了多年的

基本能力测试一样，有的老师反
映，音乐、美术课成了为基本能力
测试服务的“备考课”。“美术课上
不教学生画画了，欣赏就可以了。”
一位基层美术老师如是说。

体育高考或会导致体育应试，
这是从“体育高考”的说法提出伊
始就有的声音，甚至有人认为，体
育高考会毁了之前丰富多彩的体
育课堂，“考什么练什么，学生和老
师的关注点会不会就集中在少数
高考体育项目上？”一位体育老师
说。

高三师生盼

具体方案早出台

格业内观点

别让高中体育

成“应试体育”

课程常被挤占，体育老师边缘化

体育进高考能否“救活”体育课
本报记者 徐洁

23日，在济南中学操场上，高三·十四班的学生正在练习立定跳远。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格延伸阅读

省城一高中一个班进行学生体质健康测试

过半男生一个引体向上做不了
本报济南11月23日讯（记者

徐洁）目前，新一轮的国家学生体
质健康测试在各个学校开展，23
日，记者在省城某高中学校看到令
人忧心的一幕：高一一个班级近30
名男生，16名男生1个引体向上也
拉不起来，离国家体质健康标准设
定的及格要求相去甚远。

“双臂放直、尽量悬垂，向上
拉，下巴一定要过杠。” 23日下
午，省城某高中学校操场上，老
师正利用体育课对学生进行男
生 1000米及引体向上、女生 800
米及仰卧起坐的体质健康测试。

“使劲啊，别放弃。”杠上的男生
孙勇 (化名 )憋红了脸，蹬腿、用
力，同学们使劲加油，但孙勇还
是一个也没拉上去，只能无奈得
松开了手。

记者粗略统计发现，全班近30
名男生，引体向上成绩1-3个的10
人，16人引体向上成绩为0，成绩
最好的男生拉了6个。《国家学生体
质健康标准》引体向上及格标准为
高一8个、高二9个、高三10个。

现场的体育老师告诉记者，高
一年级引体向上的及格率仅为
10%，“这反映了现在男生的上肢

力量普遍较弱，身体不协调。”
“十几年前，做三四个都觉得

很丢人，现在做三四个都成‘英雄’
了。”从教十余年的体育老师孙亮
说。

23日，记者从省城多所高中学
校了解到，引体向上“零”得分率超
半数并不是某个学校的个别现象。
孙亮认为，这与学生缺乏主动锻炼
的意识有很大关系，“学生体质不
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需要从小锻
炼，也不能光指着体育课。”

2012年，我省将体育成绩计入
高考总分，这也引起高中学校和学

生对体育锻炼的重视。据了解，目
前省城高中学校每周有两节体育
课，针对明年体育进高考，多所高
中已经开始制定应对方案。许多平
时很少锻炼和不愿锻炼的学生，也
开始注意加强锻炼，以免在高考时
因体育成绩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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