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对郑州市部分中小学以及省内
部分高校进行了相关调查：阳光体育运
动在市区的小学里开展得较好，而在初
中、高中开展得则越来越弱，很少有学
校形成规模的；省内绝大多数高校未取
消长跑项目，但是，不少高校坚持数十
年的晨起长跑已经取消，一些高校不再
强制性要求学生出早操，部分高校以早
点名代替，学生只需到校园规定处签到
就可以。

在金水区的部分小学内，阳光体育运
动已经形成了一种品牌效应，每到大课间
时间，上午半小时、下午半小时，都要进行
各式体育运动。但由于受到场地限制，长
跑项目被各种新的跑步方式代替，比如圆
形跑、回形跑，半小时运动下来，距离已经
达到了长跑的效果。而在郑州市区的中
学校园里，却没有如此集中的锻炼时间，

除了上学校安排的体育课，平时都是学生
自己在课间操时间玩。

很多在校大学生表示，除非学院硬性
摊派，愿意参加长跑的学生越来越少。而
即便是体育测试与评奖学金等评先挂
钩，还是有一些同学不愿意跑，通过网上
发帖等各种途径花钱雇人代跑。“为了增
强学生的身体素质，帮助学生养成锻炼
的好习惯，一些高校制定了体育课早操、
课外活动考勤规定，强制‘刷卡锻炼’，根
据出勤情况记录锻炼次数。不满规定的
次数，就要在体育总分中扣分。即便如
此，也有同学逃避锻炼。”省内一位大学
体育老师认为，这些现象的存在，与学生
整体体质下降有直接关系，由于学生课
业压力大，很多人从中小学就很少参与长
跑等高强度运动，难以参与这些对耐力要
求较高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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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要求：学生每天要锻炼一小时
我省情况：小学生“跑得欢”，中学生“自己玩”，大学生“躲锻炼”
省人大代表建议：尽快制定《河南省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条例》

不组织学生体育锻炼
要追究法律责任

1985 年以来，我国历次
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监测结果
表明，学生体质健康水平 20
多年持续下降；近年来，我省
再次恢复中招体育考试后，
中小学生体质有“止跌”迹
象，而大学生身体素质却继
续下滑……省人大代表建议
制定《河南省学生体质健康
促进条例》，通过地方立法促
进我省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
提高。

记者 李萌 张竞昳

全民健身工作应写入
政府工作报告、纳入财政
预算

除了关注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全民健
身的话题也引起了代表们的热议。在近
几天的代表团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会
议上，就有不少代表表示，全民健身工作
应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纳入财政预算，把
那些看病吃药花的钱，用在全民健身上。

“去年我省获得国家全民健身工作
突出成绩奖，考核成绩位列全国第九。”
省体育局局长彭德胜介绍，近年来，河南
的体育工作成绩不错，不仅在奥运会上
拿了金牌，亚运会、大运会上也有所斩
获，另外，还举办了第九届农民运动会。
成绩很多，问题也不少，在彭德胜看来，
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需要共同发展。他
说，党的十八大报告专门提到了体育，要
求“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促进群众体
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群众体育是放
在竞技体育前面的。“今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也提到了体育，拿金牌重要，提高全体
国民的身体素质更重要。”

中招体育考试“指挥
棒”，促使学校重视体育课

郑州19中的一位体育老师说，从近
年来郑州市区举行中招体育考试的情况
来看，考试已经有了一定的“指挥棒”效
应。在市区，取消中招体育考试后，很难
再看到中学生在大清晨跑着上学的情
景，而再次启用体育考试后，长跑一直是
必考项目，近两年也成了唯一的一项必
考项目，由此可见长跑的重要性。

“从这几年的考试情况看，学生的考
试成绩越来越好，高分考生的比例也越
来越高。”市教育局负责体育考试的有关
工作人员说，的确也存在一些学生由于
身体原因，比如小胖墩，长跑成绩差一
些，但只是极少数。这位负责人表示，因
为中招体育考试占50分，学校会更加重
视体育课，家长也开始督促孩子进行长
跑等体育锻炼。

省教育厅体卫艺处处长郭蔚蔚说，
在2010年的我省学生体质健康测评中，
中小学生体质有“止跌”迹象，而大学生
却继续下滑。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应采
取有效措施，正确引导学生参与体育锻
炼，“我省会继续按照教育部统一安排，
在大中小学生中开展冬季长跑活动，让
每个学生每天都能有一小时锻炼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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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体质健康水
平逐年持续下降

1985年以来，我国历次学生
体质健康状况监测结果表明，学
生体质健康水平 20 多年持续下
降，虽然近年情况有所好转，但
形势不容乐观，学生的速度、力
量、耐力等素质仍呈下降趋势，
近视率居高不下，且有向低龄化
发展趋势。提高学生体质健康
水平任务十分艰巨。

2006 年，教育部、国家体育
总局、共青团中央下发《关于开
展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
的通知》，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体育行政部门、共青团组织
和各级各类学校组织起来，在全
国大中小学中掀起阳光体育运
动的热潮。根据要求，开展阳光
体育运动，要与课外体育活动相
结合。配合体育课教学，保证学
生平均每个学习日有一小时体
育锻炼时间。

2012 年 10 月 22 日，国务院
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发改委、
财政部、体育总局《关于进一步
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若干意
见》，指出广大青少年身心健康、
体魄强健、意志坚强、充满活力，
是一个民族生命力旺盛的体现，
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国家
综合实力的重要方面。要求各地
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强学校体育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提高学生
体质健康水平作为落实教育规划
纲要和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要
任务，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纳入重
要议事日程，切实抓紧抓好。与
国家的倡导政策相悖的是，几乎
是在同一时期，一些高校由于担
心学生安全而取消长跑一项，引
起社会各界热议。

省人大代表王晏表示，提高我省学
生体质健康水平，有必要制定《河南省
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条例》，他建议，通过
地方立法促进这项工作的开展。“我国
已有省市制定了《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条
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应当尽
快制定《河南省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条
例》，促进我省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提
高。”王晏说。

具体操作方面，王晏认为，《河南省
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条例》应该明确政府
管理部门、学校、教育工作者以及全社会
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应承担的责任和
义务；明确规定学生参加体育活动，锻炼
身体的权利。他提出，政府应科学合理

地配置青少年体育锻炼资源，学校应依
法安排学生参加锻炼的时间，组织学生
参加体育锻炼，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作为
家长，则要支持子女参加体育锻炼的要
求。另外，《河南省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条
例》还应规定不依法组织学生参加体育
锻炼，积极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应承
担的法律责任，切实促进我省学生体质
健康水平尽快提高。

“制定《河南省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条
例》将促进政府管理部门、学校、教育工作
者以及全社会提高对学生体质健康的重
视程度，增强责任意识，加强对学生体育
锻炼和营养等方面的保障，促进我省学生
体质健康水平的提高。”王晏说。

小学生“跑得欢”，中学生“自己玩”，大学生“躲锻炼”

尽快制定《河南省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条例》

某小学的孩子们在进行集娱乐、锻炼于一体的课间游戏。 记者 马健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