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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游戏玩手机，一天都不下楼
不少中小学生暑假“宅”在家里，缺乏体育锻炼
本报记者 徐洁 实习生 徐从芬

谁剥夺了

他们的运动兴趣
本报记者 徐洁

实习生 徐从芬

在前不久举行的全省
初中教师远程研修中，体育
老师在网上对学生运动状
况与体育教学“吐槽”。

东营某初中的体育
老师李同文说：“我的孩
子也上初中，暑假里根本
不下楼活动，我想很多孩
子和我的孩子一样，他们
的身体素质肯定不好。有
了中考这根指挥棒，孩子
参加活动就多了点儿动
力。”然而，让老师们无奈
的 是 ，这 种 动 力 是 在 老
师、家长、社会的压力之
下“压”出来的，孩子们凭
兴趣出来运动的不多。

研修网上，老师们反
思，目前，体育进中考在
济南已有 4 年了，孩子们
的体育成绩和身体素质
有了很大提高，但付出的
一个代价是体育教学也
陷入应试化。体育进中考
的初衷和结果是好的，但
是这种结果在体育中考
之后并没有得到延续，没
有得到保持。

甸柳一中体育老师
李明说，美国体育教学有
三 个 目 标 ：成 功 的 学 习
者、充满自信的个体、富
有责任感的公民，然而，
中国有一项统计是，6 0 %

的人走出校门后就基本
放弃体育锻炼了。

一位初中体育老师说，
很多人是到了大学以后才
在健身课上、羽毛球课上真
正发现运动的乐趣，目前，
受制于体育应试与设施限
制，学校体育课枯燥无味，
导致有的孩子讨厌体育
课、讨厌运动。他们认为，
除了客观原因外，体育教
学也应从功利性的模式
中跳出来，让孩子们真正享
受“快乐体育”。

不少中小学生

一天都不下楼
放暑假了，离开了体育课和

学校操场，中小学生体育活动时
间一天有多少？在历下区甸柳庄、
市中区玉函路、全民健身中心等
多地，记者对十余位中小学生及
家长做了调查。

“就是孩子自己爱动的时候
出去活动一下，不爱动的话一天
窝在家里，我们都上班，孩子出去
不安全，我们也不放心，只能自己
待在家里做作业、上网、看电视，
没办法。”在玉函路附近，一位小
学生家长表示很无奈，他尝试带
着孩子一起运动，然而“孩子根本
拖不出家门”。

在济南市全民健身中心，戴
女士全家一起来游泳。她说，她和
老公申请休10天年假，可以陪着
孩子出来玩玩，否则孩子每天不
是去姥姥家就是去奶奶家，一呆
就是一天，基本不下楼。回忆起自
己小时候可以与小伙伴满院子跑
着捉迷藏、做游戏，不到天黑不回
家，不知不觉中就锻炼了身体，她
说：“现在的小孩挺可怜的。”

在记者调查的十余位学生及
家长中，多数人表示，孩子每天运
动不超过1小时，甚至一般不运
动；个别家长表示，每天尽量抽出
时间陪孩子跑步、游泳。其中，男
孩的运动量普遍多于女孩。

家长王女士笑称自己的孩子
是个“小胖墩”，12岁的年龄有110
斤重。这个暑假，她下决心要帮助
孩子减肥，“一般不下雨的话，晚
饭后我们会爬到半山腰，主要是
带着孩子运动，否则他一天可能
都不下楼。”

借口去买菜

出去遛个弯
也有的孩子不是不想运动，

而是学习压力大，运动时间完全
被学习挤占了。

家住甸柳庄的杜晴(化名)新
学期就要上初三了，这个暑假中，

“玩”成了最大的奢侈品，写作业、
上辅导班是她的主业，每天为了
能出去溜达一圈，她想出了各种
理由，比如“我去对面书店找本辅
导书”，比如“今天咱家的菜我去
买！”

杜晴的爸爸杜先生说，去年暑

假，他每天中午带着女儿去济钢游
泳，而这个暑假是“连想都不用想
的事”。他知道女儿去“买菜”纯粹是
找理由，“她往往空着手就回来了，
说没看见爱吃的。今年，她也没再
提游泳的事，她自己心里有数。”

杜先生认为，学习压力大是
孩子放弃体育运动的主要原因，

“现在哪个孩子不是报三四个辅
导班，比上学还忙，你不报看着别
人报，能淡定得了吗？”此外，他认
为，孩子锻炼的场所也不多，学校
锁着大门、健身房又太贵，让孩子
去哪里运动呢？

不过，甸柳一中体育老师徐
海燕有着不同的看法，她认为，其
实过早带孩子去健身房不是件好
事，“如果真正喜欢运动，去爬爬
大佛头，户外运动中，孩子应对挑
战的能力更容易提高。”然而，许
多上了高中的大孩子也不主动走
出家门参加体育运动，她认为，那
是因为孩子还没有在体育课中找
到运动的快乐，没有找到自己适
合的项目。

五年级学生

竟不会跳绳

在位于经十路的济南市全民
健身中心，在一家击剑俱乐部做
管理工作的张先生说，招学员时，
会对每个孩子进行体能测试，他
们惊讶地发现，有的小学四五年
级的孩子甚至不会跳绳。

“现在的孩子诱惑太多了。”
张先生说，拿个手机就能玩一天，
不过，他认为，孩子不爱运动还是
因为“懒”，教练每次都会留俯卧
撑、跳绳等作业，家长反映孩子回
家根本不去做。

市民戴女士强调，许多家长
不是不知道锻炼的重要性，但没
有时间陪孩子，孩子也缺少玩伴，
再者，也不放心让孩子在院子里
疯跑，老人看管的孩子放假缺乏
体育锻炼，也是有客观原因的。

甸柳一中李刚老师说，体育
课不能布置作业，但为了能督促
孩子们假期坚持锻炼，临放假前
他会嘱咐一句“暑假，每天也应坚
持锻炼不少于1个小时”，然而，
这种口头作业不能硬性要求，也
没法检查，更没法逼着孩子去运
动。“每个学期开学时，体育课上
能感觉到学生体能会明显下降，
这是假期缺乏锻炼的结果。”李
刚说。

放假了，不少中小学
生成了“家里蹲”，上辅导
班、上网、看电视……连
日来，记者调查发现，这
成为不少城市中小学生
暑假生活的真实写照。

8月8日是全民健身
日。离开学校后的孩子为
何不爱运动，不主动运动？
前不久，在省初中教师远
程研修中，体育老师为此
忧心和反思。他们认为，学
习压力大、电脑及手机等
可玩的诱惑多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目前的体育教
学没有开发学生对于运动
的真正兴趣，在培养终身
运动能力上还有欠缺。

一名孩子正在打乒乓
球。本报记者 蔡旭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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