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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0_83_E5_8A_A0_E8_c64_528559.htm 中学生看来要挤出时

间锻炼身体了！因为明年中考，体育将被列入升学考试，而

不只是毕业考。这意味着，能考上什么样的高中，体育也有

“发言权”，而且还占了18分的比重。上周，省教育厅下发

了《福建省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工作实施方案(征求意见

稿)》，决定从2008年开始，全省初中毕业生全面恢复升学体

育考试工作。上周五，福州市教育局体卫艺处相关负责人、

体育学科教研员与一线体育老师进行研讨并征求意见，所形

成的方案将提交局长办公会议讨论，待体育考试方案明确后

将尽快向社会公布。 ●背景 成年病开始低龄化 我国学生身体

素质呈现多年下降的趋势，已是不争的事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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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来我国学生的身高和体重

增加了不少，但学生的爆发力、力量、肺活量、耐久力等体

能素质指标20年来呈连续下降趋势。尤为严重的是，城市中

小学生超重及肥胖检出率连续多年呈上升趋势，伴随而来的

是许多成年病，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出现低龄化现象。 省教

育厅表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于今年5月7日下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提出：

“全面组织实施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并逐步加大体育成

绩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和中考成绩中的分量。”因而决定

从2008年开始，全省初中毕业生全面恢复升学体育考试工作

。 ●新规解读 考三项，分必考和自选 在《福建省初中毕业生



升学体育考试工作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中，提出了明年

中考体育考试的初步设想。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这仅仅

是征求意见稿，其中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 中考体育考试评

分方法：由初中阶段体育课学习成绩和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

试成绩组成。其中初中阶段体育课成绩占20%，升学体育考

试成绩占80%，两项成绩总分以18分计入中招考试成绩总分。

其中升学体育考试项目主要由各地教育部门根据省教育厅提

供的项目设置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确定。 中考体育考试项目：

每次考试项目不超过三项，但要设立可供学生选择的项目，

分必考类与选择类，其中，必考为50米跑或100米跑；选择类

包括：1类：1000米跑(男)、800米跑(女)；2类：立定跳远、

一分钟跳绳；3类：实心球、引体向上(男)、一分钟仰卧起坐(

女)；4类：篮球运球、排球垫球。 中考体育考试项目选定方

法：每个考生必须在半天内完成三个项目的考试。三个项目

由各地教育局在考试前三个月公布。三个项目应在必考类中

选一项，在选择类1至4类中任选两项。 中考体育考试时间：

各地中招升学体育考试时间应于4月1日至5月30日之间进行。 

中考体育考试由市或区教育部门统一组织实施，评分标准按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规定的评分标准。考试当场亮分

。 计分办法：升学体育考试每项满分按5分计算，初中阶段

体育课考试各年级均按满分1分计算，两项考试的实际分数相

加即为学生中招体育分数(总分18分)。 免考：身体残疾或丧

失运动能力的学生可免考，提交医院证明并经过核准后，成

绩计11分。 ●家长反应 会不会出现“应试体育”？ 上周，记

者在海都教育QQ群里就“体育纳入明年中考”的消息与学生

、家长和部分中学老师进行了讨论。有家长担心，体育成绩



计入中考总分，将从“漠视体育”走向“应试体育”。 担心

短期内体质难以跟上 一名初三学生家长表示，选考项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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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几个月时间训练长跑，不利于学生成绩的提高；另外，

一些学生的体质体能在短期内难以跟上，可能影响体育成绩

。他甚至担心一些体质差的学生，在中考体育考试。 为考试

“强攻”体育 绝大多数家长对中考考体育表示欢迎。网名“

冬日的暖阳”说，不错，这样大家比较重视锻炼，小孩就没

有理由不去运动了。有的家长还建议，可以增加诸如呼啦圈

、游泳这些选考项目。 昨天，还有学生“报料”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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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占18分后，她们都在打听哪里有周末体锻班，打算突击练

跑步、跳远等必考项目，在最后一年“强攻”体育。 ●老师

观点 中考考体育，早该恢复了！ 三年前，福州市曾一度将体

育考试成绩纳入中考成绩，当时占了30分的比重。后来由于

中考改革，除语数英三门计算总分外，其他学科按等级制评

价，体育学科也就不再进行统考并计入中考总分，改由学校

测试是否达标合格。对于明年体育中考的变化，福州市多数

体育老师表示赞同，认为中考早就该恢复考体育了。 不必害

怕体育考试 “早已听到风声，已经有了心理准备。”福州十

八中体育教研组组长张正老师表示，今年上半年，老师们就

已听到了明年中考要考体育的消息，也始终没有放松课堂体

育锻炼，保持学生的运动量，尤其是毕业班的学生。他表示

，重文化课轻体育课的惯性思维，使得很多家长认为孩子的



主业是学习，不舍得让孩子多花时间锻炼身体。如今将体育

纳入中考最大的好处是，强迫同学们对体育更加重视，逼着

大家要去锻炼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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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因为自己身体条件的因

素，如“胖墩”越来越多，特别怕跑步；二是学习紧张，锻

炼时间少，担心难以达到合格水平。张正老师认为，其实绝

大多数学生不必担心，因为从前几年福州市进行体育统考的

成绩来看，大多数同学能拿到26分以上(满分为30分)，统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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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锻炼从现在做起 福

州屏东中学体育教研组组长黄萍老师(国家级骨干教师)认为

，她从事体育教学25年，感到此次体育中考调整很有必要。

此次调整，对增强全市学生体质、体能都有好处。例如短跑

锻炼爆发力，而长跑锻炼耐力和心肺功能，对体质体能都有

促进作用。 她表示，现在许多初三同学，为了多做几道题或

背一些文章，起早贪黑，这成了没时间运动锻炼的借口，其

实，这并不是最佳的学习方式，所谓劳逸结合，在抓紧学习

的同时，适当进行身体锻炼，对学习更有帮助。“文化成绩

上想加1分很难，体育测试加1分可能要简单得多。”当然，

同学们应在老师引导下科学训练。 ●专家建议 把学生从繁重

课业中解救出来 “增加体育考试是为了把学生从过重的课业

负担中‘解救’出来！”福州市教育学院体育科负责人、教

研员郭春光主任认为，家长们不要认为体育锻炼占用了孩子

宝贵的复习时间，恰恰相反，当运动中枢神经兴奋的时候，

才能使学习中枢神经得到放松。因此，每天运动20分钟到半



小时，是最好的休息。 他表示，体育课程本意是引导学生养

成锻炼的习惯，如果学生仅为了达到考试标准，反复机械操

练考试的个别项目和动作，强调技能达标，则为“应试”之

举。体育锻炼走向“应试化”，不仅背离了考试的初衷、不

利于孩子体质的增强，而且机械操练还会让人厌倦，使体育

锻炼成为学生新的课业负担。 体育老师要提高教学水平 除了

学习压力大、学生和家长不重视体育锻炼之外，中小学校体

育教学受场地和运动器材的限制，使得体育活动难以开展，

这也是学生体质不断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郭主任认为，在

很多农村学校，高中以后就没有再上过体育课。一些学校只

有几个篮球或足球，围着场地跑是体育课的首选。由于体育

锻炼的缺乏和营养不良，农村学生的体质不容乐观：与城市

学生肥胖儿不断增加的状况相反，一些农村孩子严重营养不

良，发育不良，“豆芽菜”体形比比皆是。要改变这种状况

，除了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大投入，也对学校体育老师的教学

引导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考试与应试 “这是典型的头痛医

脚现象！考体育的目的到底何在？要学生多点时间去锻炼，

最根本的做法是重新修订目前所有的科目及难度要求，把运

动的时间还给孩子，而不是盲目地逼着孩子在紧张的学习情

况下还得应付体育。”在采访中，一位初三毕业班班主任如

是说。 有家长叹息：“为了18分，又得抽时间锻炼了！”还

有家长说：“考试越来越多了，锻炼身体也要靠考试来督促

了！不过18分太少，要100分！”当体育成绩成为中考成绩的

一部分，体育课肯定能够得到空前的重视。体育成绩占的比

例有多高，就有多重视，但无可避免地将体育也变成了“应

试体育”，而学生的体质却不一定能够得到增强。 体质的增



强要靠长期的锻炼，在应试体育之下，学生们体育锻炼的动

力却是附属的，当这种附属的动力消失的时候，他们可能会

讨厌，得不偿失。 体育是丰富多彩的，而应试体育则是枯燥

乏味的。要提高体育的地位，除了靠应试，需要做的事还有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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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