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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跑个个33000000米米，，都都怕怕出出啥啥事事
中小学以课间操中短跑为主，学生耐力体能下降明显

近日，本报报道了
泰安、枣庄两名学生在
课间跑步时不幸猝死
的消息，引起了社会对
中小学生体质的担心。
被猝死挑动神经的学
校，出于安全考量，宁
可选择一些运动量小
的项目。学生却因此很
难达到锻炼目的，反而
为悲剧埋下祸根。最近
一次调研显示，我省中
小学生耐力、体能下降
明显。

27日，从省教育厅
了解到，我省将建学生
体质健康数据平台，定
期公布相关数据。对学
生体质健康水平持续
三年下降的地区和学
校，评优评先“一票否
决”。

>>举措：体质连降三年取消学校评优

“为了摸清学生的体质情
况，今年将提前一年进行体质调
研。”27日，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
介绍，按照国家统一安排，我省
每5年进行一次学生体质与健康
调研，上次是在2010年进行的，
但为了摸清学生的体质情况，为
改善学生体质提供先决条件，国
家将提前一年进行体质调研，收
集最新的数据。

“今年，我省还要建一个学
生体质健康数据平台。”省教育
厅有关负责人介绍，此前每年一
次的学生体质测试数据主要上
报国家相关部门，从今年下半年
起，我省将对相关数据进行分
析，以便更好地掌握我省学生的

体质状况。
“这也将为我们检测各地

学校体育工作提供一个标准。”
该负责人介绍，根据国家相关
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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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行“一票否决”。“有了这样的
数据，就有了进行相关处罚的
依据。”

“我们计划制定山东省学校
体育工作暂行规定。”省教育厅
有关负责人介绍，规定将包含师
资配置、器材场地等各方面的问
题，尤其是针对学生体育活动中
可能出现的运动伤害问题，将在
规定中作出相应安排。

>>现状：有学校难保障一小时体育活动

学生跑步猝死的消息引起了
众多家长对孩子体质下降和体育
锻炼安全的担心。

27日下午，记者在省城山师附
中体育场看到，上体育课的学生正
在老师指导下进行篮球、足球练
习，有的选择了慢跑等运动。

为提高中小学生体质，我国
规定，要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小
时校园体育活动。

然而，记者走访了省城多所
中小学，虽然大都会安排体育锻
炼，但还是有学校很难保障1小时
的体育活动时间。

山师附中体卫艺处主任王喜

刚表示，与前些年相比，学生的运
动量有所下降，学校组织的一般
都是以课间操或者中短跑为主，
很少组织3000米、5000米的长跑
活动。从长期的教学实践来看，学
生中长跑耐力下降、引体向上肢
体力量欠缺比较严重。

2010年全省学生体质与健康
调研显示，与2005年相比，7-12
岁斜身引体城市男生平均下降11
次；13-18岁中学生耐力跑素质
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城乡男生
1000米跑成绩分别平均下降6 . 4
秒、7 . 6秒，城乡女生800米跑成
绩分别平均下降6 . 6秒、6 . 9秒。

本报记者 王光营 李钢

实习生 李雨齐

1100个个城城里里男男孩孩有有俩俩胖胖墩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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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8岁肥胖检出率 7-12岁斜身引体城
市男生平均下降11次

13-22岁引体向上
与2005年基本持平，城
市男生下降0 . 2次

小学低年级(1-3年级)学生视力不良率为44 . 24%，比2005年上升14 . 7个
百分点；小学高年级(4-6年级)学生为63 . 29%，比2005年上升9 . 1个百分点；
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分别为79 . 85%、91 . 00%、92 . 27%，与2005年基本持平

城乡女生800米跑成绩分
别平均下降6 . 6秒、6 . 9秒

13-18岁中学生耐力跑素
质下降，城乡男生1000米跑成
绩分别平均下降6 . 4秒、7 . 6秒

7岁儿童乳牙龋患率为84 . 79%，与2005年基本持平(84 . 16%)，乳龋充填率
为18 . 12%，比2005年上升1 . 3个百分点。12岁儿童恒牙龋患率为30 . 53%，比
2005年上升3 . 5个百分点，恒牙充填率5 . 76%，比2005年上升了1 . 8个百分点

27日，山师附中的学生在体育课上打篮球。 本报记者 王光营 摄

>>原因：老师担心安全，家长关心成绩

“学生在锻炼中出现意外确
实是我们担心的。”看了近日有学
生在体育锻炼中猝死的报道，一
所学校负责人表示了担心，“现在
都是独生子，出一点小问题就是
大问题。”因此，不少学校宁可选
择一些运动量小的项目。

一位小学体育老师表示，
只进行一些轻运动量的活动，
很难达到锻炼的目的，但运动
量过大，则存在安全隐患。“学
校首先得保证学生的安全，只
好取消具有潜在危险的项目。”

“平时也会督促孩子锻炼
身体，但还是觉得学习成绩更
重要。”在山师附小，来接孩子
的李萍女士表示，家长都知道

身体是根本，但还是希望孩子
多学习。

27日，一名初中体育教师对
记者表示，在初三、高三年级中，
上述情况非常明显。

“为落实1小时体育活动规
定，我们采取了许多督导措施。”
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表示，现在
落实难与大环境也有关，不少家
长都认为学生体质无所谓，关键
是成绩。

在近日召开的全省年度教育
工作会议上，省委高校工委书记、
省教育厅厅长左敏也强调，改善
学生体质，除了落实体育活动的
有关规定，还要切实减轻中小学
的课业负担。

未标明时间数据均为2010年山东省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结果

一天两学生跑步猝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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