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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笃行 B11

其实，有关中国青少年教育模式
和身体素质的差异，早在10多年前的
一次中日夏令营中就暴露无遗，并由
此引发全社会范围内的大讨论。遗憾
的是，这种反思多停留在颜面无光的
感慨上，而较少考虑如何从根本上解
决学生身体素质下滑问题。

奇怪的是学生体质达不到要求，
高校不是加强运动锻炼提高体质，而
是采取鸵鸟政策，在运动会取消长跑
项目。

我们将孩子的生活目标社会化，
但又把孩子与社会隔离。事实上，体
育活动还是融入社会的一个重要途

径，在运动中知道如何与别人相处并
获得友情，也培养着规则、竞争及超越
自我的精神。

而比起学生身体素质持续下滑，
社会的漠视也许更可怕，更让人痛
心。有多少学校能够确保“学生每天
锻炼一小时”？ 有多少家长能想到陪
孩子一起锻炼身体？有多少校长能将
体育教学提升到人格养成与素质教育
的应有高度？有多少老师能做到不占
用学生的课余休息和体育课时间？

任何时候，运动不应是学习功课
的从属品，而应该是一种常识性的良
好习惯。 记者 唐善普

“要想把孩子的心拉回课堂，
帮助孩子制订合理的规划也很重
要。”采访中，各润辅导学校的余
老师向我们强调道。

其介绍，进入新学期后，很
多孩子都会感到茫然，不知道要
学习哪些内容？不知道重点、难
点在哪里？如何安排未来的学
生与生活？而这时，作为家长如
果能帮助孩子制订一份合理的
学习计划或学习目标，如：利用
业余时间学习一门特长，本学期
提高某门功课的成绩、在学校要
拿到一个什么名次等，既可以让
孩子通过对新生活的新鲜感来
消除假期结束带来的失落感，还
可以帮助孩子树立新学期的学
习目标。

余老师同时提醒家长，学习
计划的内容应该有针对性，尽量
覆盖到孩子学习上的弱点、难
点，计划的期望值不宜过高，应
该让孩子经过努力是可以达到
的，否则容易让孩子还没执行就
自动放弃。同时，有选择地报读
课外辅导也是很好的解决方法。

有报道称，中国若干大学取消了运动会上的男子
5000米与女子3000米项目，据说怕学生身体承受不了，
出现意外。

教育时事评论 □记者 唐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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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随着中小学生的开学，美好的寒假就
此画上句号。对于习惯了寒假里走亲访友、轻松
悠闲的孩子们来说，取而代之的则是开学后高强
度、快节奏的学习和生活，心里难免有所抵触。

据悉，每次长假过后的“收心”问题都让家
长们头痛不已。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帮助孩子
们快速“收心”？近日，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
一起来看看吧！ 记者 吴幸歌

寒假里，走亲访友，外出旅游，很多
孩子晚上都玩得比较晚，而家长觉得第
二天不用上学，就纵容了孩子，结果时间
一长，孩子就养成了晚睡晚起的坏习惯，
以至于开学后极不适应，早上起不来，晚
上睡不着。

“每年开学，我们班里都有迟到的，少则
一人，多则两三人，很多同学上课时都是哈
欠连连。”周老师说，他建议家长一定要尽快
帮助孩子把作息时间调整过来，晚上不要玩

得太玩，提前入睡时间。对于入睡困难的孩
子，晚饭后可以带孩子外出散步或做一些运
动帮助入睡，第二天早上提前半小时叫醒孩
子一起去户外锻炼，这样一周左右，孩子自
然就把作息时间调整过来了。

此外，好习惯的养成需要循序渐进，周老
师提醒家长且不可急功近利，而且一旦养成，
要坚持下来，不要随便打乱，以免影响学习。
而且在调整孩子作息的过程中，家长一定要
起到榜样作用。

快调整，帮孩子从行动上收心

多规划
帮孩子赢在新学期

一个长跑的比赛项目摆在那里，就是
对学生参与体育锻炼和学校加强体育课
的鞭策，更是对增加学生体质迫切性的警
示——在学生体质普遍下降的当下，这种
警示性显得尤为迫切。

有不少网友认为，造成中国学生的体
质弱体能差，家长与学校均有责任。

在著名学者熊丙奇看来，学生体育活动
需要教育部门和学校有实际推进的行动。
2007年，教育部发文要求中小学生每天必须
锻炼一小时。同年，在中小学推广校园集体

舞。这些看上去都很美，可落实情况如何
呢？如果每天锻炼一小时得以实施，我国学
生的体质情况也不至于下滑到眼下令人担
忧的状况。

对体育运动的热爱需要从小培养，
但社会不重视孩子的体育锻炼，导致了
孩子热爱课外活动却没有时间，从小只
知道读书是最重要的，体育锻炼是可有
可无的。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孩子
的身体一年比一年弱，也就不是什么奇
怪的事了。

少年强，则国强。道理谁都懂。
最近 20 年我国青少年体质在持续

下降，耐力素质下降、力量素质下降、柔
韧素质下降，中小学里的小胖子、小眼
镜和豆芽菜日益增多。究其原因是学
生健身路径缺乏。

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博导毛
振明表示，中小学生普遍对体育运动的热
情不高，首先在升学压力下，家长不希望孩
子把时间“浪费”在与升学无关的活动中；

而孩子又不以擅长体育运动为荣，多数体
育课堂也不能激发孩子兴趣。在应试教育
与安全责任的双重压力下，学生被“圈养”，
影响到学生体育运动习惯的形成。

针对在大学、中学运动会取消中长跑
项目，教育部副部长郝平表示，体育和艺术
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目
前素质教育中的薄弱环节。教育部将完善
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与评价制度。

这无疑让人们多了许多期待。

漠视比学生体质下降更可怕

多沟通
帮孩子从心理上收心

“虽然开学了，但如果细心
观察，你会发现孩子们课下谈
论最多的还是寒假，寒假里自
己收了多少压岁钱，和父母一
起去哪里旅游了，收到了什么
礼物等，很多同学依然沉浸在
过年的氛围中。”昨日，是郑州
市中小学生开学的第一天，在
交通路某小学门口，一位周老
师向记者说道。

其介绍，开学后，虽然孩子
们都按时回到了学校，但并不
意味着孩子的“心”也回来了，
每年开学后，学校都会开展一
系列的“收心”活动，家长也要
适时地帮助孩子“收心”。没事
时，多和孩子谈谈心，聊一聊新
学期的生活，告诉孩子新学期
要学到的知识，引发孩子的学
习兴趣。

“此外，每天放学后，还可
以和孩子聊一聊学校当天发
生的有趣事，又认识了哪些新
同学？最喜欢哪一位老师等，
唤起孩子对校园生活的美好
回忆，让孩子在潜意识里滋生
一种对学校生活的向往。”周
老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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