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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关注

八八成成男男生生引引体体向向上上得得零零分分
学生健康水平下降

相声界“欧巴”曹云金来了
将为潍坊观众奉上最新段子

本报2月23日讯(记者 王琳)23日，
记者从潍坊大剧院了解到，3月12日，
2014年春晚唯一的相声类表演者，相声
界的“美男欧巴”将来到潍坊，带领其团
体带来《曹云金领衔听云轩相声专场-
保利巡演》。

曹云金曾在2012年、2013年和2014
年连续3年登上央视春晚。在2014年冯
氏春晚中，曹云金和搭档刘云天的相
声演出的更成了“独苗”。曹云金帅
气、时尚、诙谐的形象早已深深印在
全国观众的心中。此场演出曹云金将
坚持以往传统和现代结合的相声形
式，以针砭时弊、讽刺当今现象为
主。

北京听云轩是曹云金创办的相声

团队，成立于2010年，在这场演出
中，观众除了能够听到传统相声，更
能欣赏到新的节目。春晚上曹云金的
相声只是众多最新创作的一部分，而
许多新段子将会在此场演出为观众奉
上。

除此之外，大剧院3月份将有8场
精彩演出为观众一并奉上，其中包括
话剧、舞蹈、音乐会等：《浪漫今
春——— 中外经典影视作品试听盛宴》
将奉上《龙猫》《千与千寻》《海上
钢琴师》等精彩影视原声音乐；舞剧
《舞动的塞尔维亚》、张继刚全球巡
演百场的《千手观音》，孟京辉摇滚
音乐剧《空中花园谋杀案》都将精彩
奉上。

本报2月23日讯(记者 李涛
实习生 程铭)“引体向上，一

个班里有八成男同学是零分，学
生体质日渐下降……”21日，潍
坊市中小学深入推进学生健康
促进行动现场听证会在潍坊一
中举行，学生、家长、教师、校长、
社会工作者共计15名代表积极
建言献策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发
展。

城里学校有师资和器材但
场地有限；农村学校有场地却缺
乏专业教师；学校五年没有引进
一名体育老师，体育老师平均年
龄过大；中考项目单一；一个班
里男生引体向上零分率能占到

8 0%；音体美课程成为一种摆
设……21日上午，听证会刚一开
始，各位代表纷纷就当前学生健
康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一一进行
剖析，每一个问题都是当前教育
教学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

诸城城北学校体育教师杨
勇在听证会上表示，现在的中小
学生求新、求奇愿望强烈，学校
要不断加强对任职教师的培训
和学习；校园安全事故，体育课
占了40%，体育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的安全教育及预警要不断加
强。潍坊一中学生家长毛桂贞表
示，在体育运动中加强孩子体
质，在艺术活动中熏陶孩子艺术

气息，既让孩子强身健体还能学
到知识，还减轻了学习压力，作
为家长自然高兴。

在2014年25件民生实事中，
为608所农村中小学每校引进一
名音体美专业教师成为其中一
件。在“关于深入推进学生健康
促进行动的实施意见(讨论稿)”
中提到，学校要严格落实课程计
划，开足开齐音体美、健康教育
和国防教育课程，有条件的学校
要开设丰富的供学生选择的选
修课。从2015年起，初中毕业生
未能掌握两项体育技能的，其体
育与健康学科学业水平考试中
的日常考核成绩不得超过该分

值的90%。
在实施意见讨论稿中还提

及，学校要主动将学校相关工作
情况向社会公布，对学生体质健
康水平持续三年下降的县市区
和学校，按规定在教育工作评
估和评先树优中实行“一票否
决”；各县市区要把学生健康
情况纳入校长职级评定中，作
为校长职级评定晋升、评先树
优等重要指标；对无故挤占音
体美及健康教育课、不落实
“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
的学校，取消本年度学校和校
长评先树优资格；将教师从事
学生健康促进工作的业绩纳入

到师德考核、职称岗位竞聘推
荐、评先树优等使用范围内，保
证音体美、健康教育教师在职称
竞聘推荐、教学能手及其他评先
树优事项中的指标使用率不低
于学校本类教师与专职教师的
比例；从学校公用经费中每年
按一定标准列支体育教师工作
服装及防护用品费用。

据了解，为有效推进中小
学生健康促进行动计划，潍坊
已建立起学生健康促进行动公
示报告制度，全市所有中小学
校 ( 含中等职业学校 ) 都要对
“学生健康促进行动”的实施
情况进行公示和报告。

校园周边食品安全、学生饮食营养搭配等问题一
直以来也是广大学生家长关注的问题。21日，在听证
会现场，部分代表就学生饮食问题纷纷发表建议看
法。

在实施意见(讨论稿)中写到，坚持实行安全工作
问责前置，按规定对有关学校和责任人进行问责，并
在全市教育综合督导评估中酌情扣分，直至“一票否
决”。

学生代表、广文中学宋炳晨表示，他的一些同学
都存在挑食现象，营养搭配一点都不合理，希望学校

在饮食方面加强管理，让同学
们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

社会工作者付光刚表示，
政府部门可统一招标餐饮配
送企业，对学校进行集中配
送；学校也可以引进营养师，
为学生健康成长进行膳食搭
配。

校园饮食要营养搭配音体美专职教师跨校跨区交流

高新区实验学校学生家长王婷婷表示，学校
教育教学资源配置不尽相同，但教师资源可以进
行交流，让不同学校的学生都能分享到名师及教
学能手的教育教学课。

王婷婷说，当前社会上传递正能量的机构不
断涌现，其中的人才结构层次都很全面，可利用
其中的优秀力量融入到学生健康教育中。

对此，社会工作者付
光 刚 也 表 示 ， 潍 坊 社
工、义工力量日益发展
壮大，政府部门可建
立沟通交流机制，
充分利用这部分力
量来促进学生健
康成长发展。

音体美课成为“摆设”

学生健康促进行动，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学
生。而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学生们是否真正利用
好音、体、美课程呢，答案却不尽如人意，相当一部
分学生利用音、体、美课写语、数、外等课程作业；更
有部分学校将音、体、美课挪作其他主要课程。

学生代表、潍坊一中学生会主席耿小琳表示，
在考试成绩面前，班级中很多同学多会利用音、体、
美课写语文数学或外语等主要课程的作业。

来自广文中学的学生代表宋炳晨则表示，尽管
一些学校开展体育运动竞赛或音乐美术大赛鼓励
学生全面发展，但很多班级或学
校只是对所谓的特长生进行培训
锻炼，而大部分学生并没有上台
展示自我的机会。

高密一中体育教师王喜春表
示，日常教学中，很多学生不重
视体育课，上体育课集体活动结
束后，很多学生就会三五成群闲
庭若步，基本上都是玩耍为主，
主动要求锻炼的寥寥无几。

“学校有师资力量，但苦于场地限制不能开展
校园活动。”在听证会现场，部分学校校长纷纷坦言
校园场地面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校园活动的开
展。

昌乐一中黄发国校长表示，现在很多学校面临
一种情况就是，场地限制问题，部分城里学校有师资
力量却没场地，而农村一些学校有场地却缺少专业
教师和器材，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校园活动的开展。

作为一名社会工作者，付光刚表示，看到孩子身
体素质日渐下降心里也很着
急；但在考试升学等事实面前，
作为家长也很无奈。付光刚
说，场地小不能打篮球，学校
可以用乒乓球等替代，小小在
校园活动中要丰富充实活动
内容。而作为政府主管，要加
大对教育基础设施的配置，
以期达到教育资源均衡。

校园场地成关注焦点

本报记者 李涛

体育教师普遍大龄化

在听证会现场，体育教师的大龄化问题最为
引人关注。

来自诸城城北学校的杨勇老师从教已经33
年，其中在体育教师岗位上从事教学工作25年。
杨老师坦言，学校已经五六年没有引进新的体育
教师了，现任体育教师平均年龄在50岁左右。与
诸城城北学校情况相似的是青州北关初中。教师
陈凤玉坦言，学校一共有三位体育教师，平均年
龄45岁以上。

与此同时，体育课中教
师会根据学生体质特征加
强相应训练，但部分家长并
不认可，认为此项内容增加
了孩子身体负担，对教育教
学工作不积极配合。对此，
马春萌表示，学生健康成长
发展关乎学校、家庭等多方
面因素，期待家校联合共同
致力于学生健康成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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