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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7_E6_9C_c26_250797.htm 1.教育部颁发命令，中小学生抽出

一个小时进行锻炼，问：你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深层意义？ 

面试真题分析：这是一道热点时事的评论题目。首先，从这

道题目的答题思路来看，对这类热点时事的评论，老师建议

广大考生还是要先对这个现象做一个总的判断或评述。即作

为一个“答题者”，你对题干中的“教育部”“所颁发”的

要求“中小学生抽出一个小时进行锻炼”的“命令”，是否

“认同”(或认可)。就这个问题而言，老师的观点是，我们

应该“认同”这个“命令”对“广大中小学生”的身体健康

而言是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因为就“锻炼”而言，目前社

会上流行着这样一个口号：“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

十年，幸福生活一辈子”。然而，目前我国的“广大中小学

生”在较大的升学压力面前，在这样一个成长发育的关键时

期，很多时候，貌似简单的“每天锻炼一小时”却很难获得

保障。所以教育部才会提出“每天锻炼一小时”的“命令”

。这实际上是要求全国各个学校改变过去“升学第一”的“

旧观念”，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新思想”。 虽然从上述

的分析，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我们应该“认同”这个“命令

”对“广大中小学生”的身体健康而言是非常重要和有意义

的。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即这个政策的“执行”和其“执

行的依据”却在一定程度上值得我们去深思。为什么这么说

呢？首先我们要看题干中的“命令”，实际上从公共管理的

角度看，是一种直接的行政指引。但在这个点上恰恰反映了



这里头的深层次问题。并非是“否决”掉教育部这个“命令

”的“合理性”，问题的焦点不在教育部做出“中小学生抽

出一个小时进行锻炼”这一命令的“行为”上，而在于“为

什么”，为什么“锻炼身体有利于青少年健康”这样一个“

常识性”的问题，却需要教育部如此“大费周折”的用“行

政命令”的方式才能让广大的“中小学校”“明白”甚至“

接受”这样一个“简单的常识”呢？问题关键并不出在教育

部的“命令”身上，从教育部的角度看，其出发点绝对是好

的，实行的方式虽然是“命令”，尽管这个方式未必是最佳

的，但目前似乎除了这个方式之外，并没有任何更好的方式

去保障我们“广大中小学生”在“紧张学习之余”的身体健

康。 而问题的关键是在于“广大的中小学校”对“体育锻炼

”的重视程度“不足”，或者说“远远不足”，甚至极少数

的“中小学校”可能压根就没有“考虑”过这方面的问题。

在“高考”或“中考”指挥棒的指引下，不少学校似乎已经

忽视了“学校”的最原始的“教育意义”，却无限放大了“

升学意义”，于是导致了教育部“无奈地”以“行政命令”

的方式推行这个“常识性”的“教育政策”。这是我们现行

教育体系下的一个“无奈之举”，甚至于我们可以想象这样

一个“真理性”的“教育政策”，在教育部以明确的“行政

命令”推行之后，执行过程甚至可能遇到少数的“抵制”(无

论是“内心”上的“抵制”，还是“行动”上的“抵制”)，

而这种“抵制”“真理“的行为，似乎也有站得住脚的原因

，那就是以下要提到的关于“广大中小学生每天抽出一个小

时进行锻炼”这个对策在执行的“难点”： (1)很多时候，可

能大部分学校都会按照教育部的要求，没有给小学生过多的



学习压力，但家长的“自发” 的“挖潜”行为却常常给中小

学生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使得“中小学生每天抽出一个小时

进行锻炼”成为了一种政策规定下的“空谈”。对然家长的

这种做法常常会给孩子造成很大的压力，但很多时候却是没

有办法的事情。因为现在社会竞争非常激烈，当某些家长看

到别的家长都送孩子去各种培训班学习，也生怕自己的孩子

技不如人，以后很难立足社会。于是许多的“中小学生”除

了每天要用一定的时间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剩余的时间常

常是被用来完成父母买的各种复习资料。到了周末周日，还

有许多的辅导班在等待他们，这就是来自家长的“阻力”。

这种来自家长的“阻力”，其实从深层次的角度剖析，实际

上是受到了一种社会氛围的影响，而这种社会氛围源于“竞

争”，源于为目前的考试压力，也源于我国国人内心深处的

“学而优”的传统意识。 (2)除了来自家长的“阻力”，还有

来自客观条件的“阻力”。中小学生每周有体育课的时侯，

当然满足“中小学生每天抽出一个小时进行锻炼”的要求是

完全可以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体育课的当天，在课后要

进行一个小时的集体锻炼，但这样的要求在许多旧城区的学

校实施起来常常难度比较大。这里主要问题在于学校“运动

场地”不足的问题。因为很多学校根本就没有能容纳所有学

生的“运动场地空间”，多以不可能让那么多的学生同时在

合适的时间段进行锻炼。或许有人说，完全可以将学生们锻

炼的时间进行拆分，每天分段锻炼，这样就能让在校学生每

天有一个小时的锻炼时间。这个方法是好的，但执行上还是

有很大问题，因为很多时候适宜锻炼的时间段是有限的，不

可能全天24小时都是合适锻炼的时间。所以去除不合适的时



间段，实际上即使把所有合适锻炼的时间段都安排上，很可

能很多学校仍然无法满足要求。所以，出路还是在加大对学

校“运动场地”不足的“投入”上。 而如果要对“教育部颁

发命令，中小学生抽出一个小时进行锻炼”这个事件推敲其

“深层次含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国家对素质教育

的重视，尤其是对学生身体素质教育的重视在加强。 2. 目前

许多学校和学生家长都普遍存在忽视学生身体素质教育情况

，甚至许多学生本人也普遍存在“不爱运动”的倾向，这是

一个很危险的趋势。毕竟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的其中一个重

要指标就是人口的素质，而人口的素质其实并非独指“文化

素质”，而“人口素质”的提升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3. 深层次的看，目前我国教育制度改革依然还停留在依靠行

政命令来执行的层面上，依然是一种“被动的”状态，而没

有上升到“自觉”的高度。 面试真题参考答案：对于“教育

部颁发命令，要求中小学生每天至少要抽出一个小时进行锻

炼”。对此，我的看法是： (1)我“认为”教育部颁发的这个

“命令”对“广大中小学生”的身体健康而言是非常重要和

有意义的。因为就“锻炼”而言，目前社会上流行着这样一

个口号：“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

辈子”。目前我国的“广大中小学生”在较大的升学压力面

前，在这样一个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教育部提出的“每天

锻炼一小时”的“命令”有助于全国各个学校改变过去“升

学第一”的“旧观念”，树立“健康第一”的“新思想”。(

备注：在“认同”教育部的“命令”时，考生完全可以有其

他方面的理由，关键是只要“认同”就可以，具体的表述可

以采用不同的角度。) (2)但我认为这个政策的“执行”和其



“执行的依据”却在一定程度上值得我们去深思。一般来说

，教育部不大适合用行政命令的方式直接要求各中小学校统

一执行一个政策，因为从形式上和程序上看，可能会影响到

各中小学校的教育自主权。但从现实的角度看，其出发点绝

对是好的，实行的方式虽然是“命令”，尽管这个方式未必

是最佳的，但目前似乎除了这个方式之外，并没有任何更好

的方式去保障我们“广大中小学生”在“紧张学习之余”的

身体健康。权衡之下，“广大中小学生的身体健康”要比“

各中小学校的教育自主权”重要得多，于是教育部才“无奈

地”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推行这个“常识性”的“教育政

策”。 (3)最后，我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在于“广大的中小学校

”对“体育锻炼”的重视程度“不足”，或者说“远远不足

”，甚至极少数的“中小学校”可能压根就没有“考虑”过

这方面的问题。在“高考”或“中考”指挥棒的指引下，不

少学校似乎已经忽视了“学校”的最原始的“教育意义”，

却无限放大了“升学意义”。 另外很多时候，即使大部分学

校都会按照教育部的要求，没有给小学生过多的学习压力，

但家长的“自发” 的“挖潜”行为却常常给中小学生带来了

更大的压力，使得“中小学生每天抽出一个小时进行锻炼”

成为了一种政策规定下的“空谈”。这种来自家长的“阻力

”，其实从深层次的角度剖析，实际上是受到了一种社会氛

围的影响，而这种社会氛围源于“竞争”，源于为目前的考

试压力，也源于我国国人内心深处的“学而优”的传统意识

。所以我认为需要改变的，除了物质层面的东西，更多的是

我们内心深处的传统意识。 当然，除了来自家长的“阻力”

，还有来自客观条件的“阻力”。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许多



学校存在“运动场地”不足的情况，没有体育课的当天，在

课后要进行一个小时的集体锻炼，但这样的要求在许多旧城

区的学校实施起来常常难度比较大。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

们除了改变意识，还要适当地加大对各中小学校“运动场地

”不足的问题的“投入”了。 至于“教育部颁发命令，中小

学生抽出一个小时进行锻炼”这个事件的“深层次含义”，

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对素质教育的重视，尤

其是对学生身体素质教育的重视在加强。 (2)目前许多学校和

学生家长都普遍存在忽视学生身体素质教育情况，甚至许多

学生本人也普遍存在“不爱运动”的倾向。毕竟一个国家的

综合实力的其中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人口的素质，而人口的素

质其实并非独指“文化素质”，而“人口素质”的提升其实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3)目前我国教育制度改革依然还停留

在依靠行政命令来执行的层面上，未来还需要加强学校自身

的完善机制，而不应该一律地依靠行政指导来完善自身的教

学模式。(备注：对于这个点可以适当展开)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