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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毕业生
就业专场双选会
本周日举行
线上线下都可参加

本报讯 为帮助更多残疾人
毕业生就业，本周日，我省将举
办“河南省 2017年残疾人毕业生
就业专场双选会暨网络视频双
选会”，有需要的毕业生不妨来
看看。

该双选会由省残联、省教育
厅、省民政厅、省财政厅共同主
办，举办地址在郑州工程技术学
院（原中州大学）。招聘会当天计
划组织约 100家各类企事业用人
单位，为全省各高校残疾人毕业
生提供岗位。

网络视频双选会于当日上午
10点到下午 5点依托有面儿视频
招聘会平台开展；现场双选会于
当日上午 10点到下午 3点在郑州
工程技术学院举行。

有就业需求的残疾人毕业生
如果参加双选会，要记得带好身
份证、残疾证、学历证书、个人简
历及其他相关技能证书。
郑报融媒记者 李娜

郑东新区再添一所
国际幼儿园
幼儿0岁就可入托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郑东新
区管委会了解到，河南威思德国
际幼儿学校在东区签约落户，有
望明年春季前全面招生。这也是
意大利瑞吉欧中国中心在中部地
区开设的首家直属幼儿学校。

据了解，瑞吉欧是意大利东
北部的一座城市。20世纪60年代
以来，意大利教育学家洛利斯·马
拉古齐和当地的幼教工作者一起
兴办并发展了该地的学前教育，
被美国《新闻周刊》称为“全世界
最好的学前班”。与普通幼儿园
不同的是，河南威思德幼儿学校
将接受 0到 6岁的学龄前儿童就
学，填补了 3岁前幼儿入托问题，
并全部采用每班 20人的小班教
学，在教学体系上更加注重学生
体能、语言、社会、科学、艺术等方
面的培养。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郑东
新区打造“国际化”教育，深化教
育领域国际化交流合作正在稳
步推进。按照计划，2018年东区
实现建成区外籍教师全覆盖，区
属学校与国外学校结对率在
30%以上。
郑报融媒记者 覃岩峰

提高学生体育素质，我省出台硬规定

小学每周得上3课时以上体育课
高中以上学生体育成绩达不到50分,毕业按肄业处理

体育课咋上？
大中小学
都有课程标准

我省要求，各地中小学校要按照
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开足上好
体育课。体育课时标准为：小学 1～
2年级每周 4课时，小学 3～6年级和
初中每周 3课时，高中阶段教育（含
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每周 2课
时；普通高等学校1～2年级每周为2
课时。

另外，为普通高等学校三年级以
上学生开设体育选修课，以多样化内
容吸引学生积极选修体育课，严禁削
减、挤占体育课时间。有条件的地方
可为中小学增加体育课时。为保证
教学质量，原则上体育课人数为：小
学每班不超过 45人，中学每班不超
过 50人；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
每班不超过35人。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只要培养学
生基本活动能力和体能素质，为高中
阶段的专项学习奠定基础；普通高中
要依据学生运动兴趣选项分班教学，
使学生熟练掌握一两项运动技能；中
等职业学校要组织实施体育教学，提
高学生体育素养；高等学校要开设不
少于 15门的体育项目，帮助学生形
成运动专长。同时，大力推动足球、
篮球、排球等集体项目，积极推进田
径、游泳、体操等基础项目及其他特
色项目，广泛开展乒乓球、羽毛球、武
术等优势项目。

我省要求，小学根据每周16～18
学时教学工作量配备 1 名体育教
师。中学根据每周 12～14学时教学
工作量配备 1名体育教师，普通高等
学校根据每周 10～12学时教学工作
量配备1名体育教师。

另外，各地要利用现有政策和
渠道，按标准配齐体育教师和体育
教研人员。省辖市基础教育教研

机构要配备专职体育教研员。办
好高等学校体育教育专业，培养合
格体育教师。鼓励优秀教练员、退
役运动员、社会体育指导员、有体
育特长的志愿人员兼任体育教
师。实施体育教师全员培训，规划
实施省级体育名师培养工程，着力
培养一大批体育骨干教师和体育
名师等领军人才。

体育课谁来上？
加强体育教师队伍建设

体育课上的情况咋监管？
行政问责“一票否决”制

嘭

本报讯 体育课和课外活动
时间不能保证，体育教师短缺，场
地设施缺乏，学校体育评价机制
亟待建立……近年来，我省积极
开展阳光体育运动，学校体育工
作取得不少进展，但仍是整个教
育事业相对薄弱的环节，学生体
质健康水平仍是学生素质的明显
短板。日前，省教育厅等4部门联
合制定并印发《关于强化学校体
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
实施意见》，要求各校坚持课堂教
学与课外活动，确保学生每天锻
炼一小时；以兴趣为引导，注重因
材施教和快乐参与，为学生养成终
身体育锻炼习惯奠定基础；面向全
体学生，广泛开展普及性体育活
动、课余训练和运动竞赛。
郑报融媒记者 张竞昳

如何保证政策落实，省教育厅明
确，各地须完善和规范体育运动项目
考核和学业水平考试，发挥体育考试
的导向作用。

体育课程考核要突出过程管理，
从学生出勤、课堂表现、健康知识、运
动技能、体质健康、课外锻炼、参与活
动情况等方面进行全面评价。中小
学要把学生参加体育活动情况、学生
体质健康状况和运动技能等级纳入
综合素质评价体系。逐步加大体育
成绩在中考成绩中的分量，把体育科
目纳入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

体育教学质量监测方面，建立中
小学体育课程实施情况监测制度，健
全学生体质健康档案，将其实施情况
作为构建学校体育评价机制的重要

基础，确保测试数据真实性、完整性
和有效性。学生体育成绩达到良好
及以上者，方可参加三好学生、奖学
金评选。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和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毕业时，成绩达不
到50分者按肄业处理。

各地要把学校体育工作列入政
府政绩考核指标，教育行政部门与学
校负责人业绩考核评价指标。同时
加强学校体育督导检查，建立科学的
专项督查、抽查、公告制度和行政问
责机制。对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持续3
年下降的地区和学校，在教育工作评
估中实行“一票否决”。教育部门要
会同有关部门定期开展学校体育专
项检查，建立约谈有关主管负责人的
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