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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2_B2_E4_B8_AD_E8_c64_290990.htm 核心提示：2007年的

初秋，武汉、常州、唐山、锦州、郑州、青岛、长沙成为教

育部确定的体育中考改革试点城市。那么，体育中考改革会

有哪些新特点？此外，10月中旬，我省公布体育中考新方案

，体育中考分值由30分增加至40分，采取“必考＋抽签项目

”相结合的方式，提倡平日锻炼。这些会给武汉市2008年体

育中考带来哪些变化？变化又会带来哪些影响？ 改革：加大

平日成绩和运动技能比重 “体育中考改革，会进一步加大平

时体育成绩的比重，加大运动技能评价在体育中考中所占的

比例，让孩子学会一些基本的运动项目，使其终身受益。”

日前，教育部在常州召开体育中考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以探

讨体育中考改革。昨日，武汉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透露

，2008年武汉体育中考，将借鉴已经开展试点城市的做法。 

该负责人介绍，以常州体育中考为例，2006年该市体育中考

共40分，其中过程性评价(即平时体育成绩)占15分，终结性评

价占25分。另外，改革强调了学生平时体育学习的表现与行

为，比如设置了三年体育学习成绩为6分，强调中长跑的测试

结果是平时成绩检查的必测项目，高达5分。 改革也给予了

学生更大的选择与自主权，比如2007年，常州市体育中考在

球类项目中设置了“篮球行进间投篮、排球垫球、足球颠球

、乒乓球接发球”四个项目供学生选择。“体育中考的项目

变得多样化，学生的自主权自然也就大大提高，教师的课堂

教学也无法再划齐归一。”武汉市教育局有关人士介绍，在



总分不突破40分的前提下，常州市还对部分项目实施“ 1”评

分法，对特长的学生给予充分肯定，有效地培养了学生喜爱

体育运动的情感。 这位人士称，按初步方案，2008年武汉体

育中考总分将有所增加，也会有一些“必考”项目(如800米

、1000米中长跑等)和“选考”项目(如篮球、足球、乒乓球

等)，加大平时体育成绩和运动技能的比重。待具体方案明确

后，将尽快向社会公布。 背景：孩子们体质下降了 1984年以

来，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卫生部等有关部门组织了4次学

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表明，二十多年来我国学生虽然身

高和体重增加了不少，但部分体能指标连续呈下降趋势。其

中初中生的近视率为58%，高中生为76%，大学生则高达83%

；耐力、爆发力以及反映肺功能的肺活量等体能素质指标继

续呈下降趋势。超重及肥胖的检出率也继续呈上升趋势。在

我国的城市男生中，肥胖和超重已经达到了1／4，也就是说

，每4个城市男生就有1个是“胖墩”。 开学仪式 年年有人晕

倒 现在学生的身体素质怎么样？来自江汉区一所高中的负责

人说，一些学生站20分钟都会晕倒，身体素质能好到哪去？ 

每年新生入学，学校都要举行升旗仪式。整个仪式时间并不

长，一般只持续20分钟。然而就是这20分钟的站立，就能让

一些学生晕倒在会场。这样的事几乎年年都发生。 学生的耐

力越来越差，已经引起一些老师的担忧。据介绍，自2003年

起，武汉体育中考总分由30分降为20分，引入体重身高等测

试项目，平时成绩仅以初三体育课成绩为依据。“这使得学

生平时锻炼不多，突击锻炼成风，有的甚至节食减肥，以取

得好成绩。” “视力正常”成少数 “从前是问学生，你们班

有几名同学近视，现在却要问你们班有多少人没近视。”说



起中学生的近视问题，武汉市教育局体卫艺处人士显得很无

奈，“这种情况到了初、高中毕业班显得非常明显。有的班

级中甚至只有一两个独苗没近视。” 据分析，导致学生体质

持续下降的原因，一是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上楼乘电梯，出

门坐汽车，体力劳动减少；二是目前的应试教育过分注重升

学率，学生学业负担过重，学习时间过长，缺少体育锻炼。 

影响：涨分吹热“锻炼风” “增加体育中考分值，增加‘选

考’项目，重点考查学生体育技能，这些都已听到一些风声

，已经有了心理准备。”武汉市63中体育教师肖丹表示，如

今，每天早自习前，他都会带领学生跑步，尤其是毕业班的

学生。 上周，记者在武汉一初中看到，在体育老师带领下，

初三学生跑步、打羽毛球、打篮球者皆有。“毕业年级每周

至少保证一节体育课，适应了体育中考增加分值的需要。”

武汉一初中教务主任王雁介绍，除此之外，针对部分学生对

体育的不同兴趣爱好，学校还有羽毛球、篮球、足球等运动

小组。在体育课或课余时间，由老师手把手地教，让孩子们

学会一些运动技巧，平时就可以自己抽空锻炼。 在采访中，

记者了解到，武汉多所初中已召开家长会，发动学生家长，

让他们督促学生加强体育锻炼。 多数学生愿意体育锻炼 “平

时学习负担重，课堂作业蛮多，还有很多课外练习需要做，

哪有时间体育锻炼？”昨日，武汉十二初中一姓刘的学生表

示，体育中考增加分值，只会加重学生负担。 他透露，前些

天，班上几个体育不强、学习成绩拔尖的女同学，得知明年

中考体育成绩涨分后，都在打听哪里有周末锻炼班，打算突

击练跑步、跳远等必考项目，最后突击一下。 但是，更多的

学生认为，这样的改革会让大人们重视起体育锻炼和体育课



，会放手让学生锻炼身体，不会再说“都初三了，还玩羽毛

球”之类的话。一名男生这样形容道：学累了，运动一下出

身汗，这种感觉好极了！ 并且，不少学生对“选考”项目兴

趣浓厚，“我的篮球很好，如果选考能考篮球就好了”、“

我从小就学过乒乓球，到时肯定得分高”。 涨分会不会刺激

“应试体育” “原来体育中考20分，就出现了学生突击锻炼

，甚至节食减肥的情况。若增加分数，会不会刺激‘应试体

育’？”前日，记者在金报教育QQ群里与学生、家长和部分

中学老师进行了有关讨论，有家长说出这样的担心。 一名初

三学生家长表示，必考项目若有“长跑测试”，男生要

跑1000米，女生要跑800米，这可能会对这届初三学生有影响

。他认为，现在很多学生的体质不行，初一初二都没有针

对"800米、1000米"进行训练，如今只有几个月时间训练长跑

，不利于学生体育成绩的提高。另外，一些学生的体质体能

在短期内难以跟上，可能也会影响体育成绩。他甚至担心一

些体质差的学生，在跑1000米时会出问题。 网名为“笑笑”

的家长认为，考体育不反对，但是否能把学习任务减轻一些

呢？目前是科目太多、作业太多、难度太高，繁重的学习让

孩子们睡眠严重不足，他们的体质能好吗？ 加大“平时分”

比重 会不会影响公平 加大平时分的比重，以此督促学生平时

锻炼，会不会带来不公平的现象发生。采访中，家长和老师

都有这样的疑惑。 武汉十二初中一位老师介绍说，“平时分

”是由体育教师、班主任进行全面综合评价，因为事关“升

学”，打低打高都有顾虑，对学校来说是种压力。 另一位常

年参加体育中考考务工作的老师向记者透露，往年体育中考

时，有的中学学生体育平日分几乎人人满分。因此，新体育



中考若加大“平时分”比重，会不会出现“家长打招呼，老

师打高分”等问题的出现，包括考试时出现打假分的现象。 

建议：“选考”项目能否面更宽 记者了解到，有不少初三毕

业生害怕体育测试，尤其是800米、1000米。肖丹老师认为，

绝大多数学生不必担心，因为从去年800米、1000米中长跑测

试的情况来看，由于评分标准是《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它

是根据现在大多数学生的身体状况制定的。因此，对大多数

同学来说，“合格”不难，但要拿“优秀”也并不容易。“

如今，由于担心学生打球时受伤，许多学校不开展篮球、足

球等对抗性较强的活动。”汉口一所初中体育老师建议

，2008年体育中考，若采取“选考”和“必考”相结合的方

式，有利于学生选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考试项目，有利于激发

他们的体育锻炼热情，所以，“选考”项目能否增加跳绳、

踢键子等学生参与较多的锻炼项目。 另外，针对考前部分家

长投机找关系，希望能给孩子一个体育高分的现象，一些体

育老师建议，武汉市教育部门在制定新方案时，一定要严格

体育考核的具体操作，保证测试的公平公正。 记者手记 考试

与应试 “要学生加强体育锻炼，最根本的做法是把运动时间

还给孩子，而不是盲目地逼着他们在紧张的学习情况下还得

应付体育考试。”采访中，一位初三毕业班老师如是说。 有

家长叹息：“考试越来越多了，锻炼身体也要靠考试来督促

了！”如今，当体育成绩成为中考的一部分时，体育课肯定

能够得到空前的重视。 但是，有转变总是好事，无论是被动

还是主动，无论是测试还是应试，值得庆幸的是，教育部门

、学校、家长都感觉到体育锻炼的重要性，鼓励孩子们在阳

光下多跑多跳。当“每天运动一小时”不再是一句空话时，



体育中考也就远离了应试舞台。我们希望这一天早早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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