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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东莞市南城阳光第六

小学，操场上气势宏大的大课间

学生方阵与大课间操的丰富程

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校长梁

惠兴介绍，“双减”政策下，学校

更加注重学生身体健康，“不折

不扣在校锻炼一小时”。

广东省教育厅二级巡视员

邱克楠介绍称，近年来，广东省

持续深化学校体育教学改革，督

促各地各校开足开齐体育课程，

配齐配强体育教师，鼓励小学每

天一节体育课，初中每周 4－5
节体育课、高中阶段每周 3－5
节体育课。与此同时，通过实施

全面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攻

坚行动，落实并不断完善“省、

市、县（区）”三级抽测制度。强

化抽测结果运用，将学生体质健

康水平纳入地方政府履行教育

职责考核指标，压实市县各级政

府责任。为了提高学生体育锻

炼兴趣及学生综合素质，当地还

将健康体测项目全部纳入学校

运动会和市级运动会的比赛项

目，通过普及加选拔的方式激发

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和积

极性。

记者在广州市花都区花山

镇新和小学看到，学校在广东省

学生体质健康抽测期间举办新

和小学 2023年体质测试全员运

动会。学生们在老师的引导下，

依次进行身高体重、肺活量、坐

位体前屈、短跑项目等测试，测

试间隔还有体育老师带动全员

热身。

在2020年与2021年全国学

生体质健康抽测复核中，广东省

学生体质健康抽测优良率分别

达到64.7％与72.4％，较2015年

提升 20％以上，连续两年排名

全国第二。

体育是技能的习得、爱好的培养，更

是人格的养成。有人从中改变命运，收获

阳光与自信，有人从中锤炼意志，成为一

生的财富。

深圳市盐港中学在 2008年由两所学

校合并成立，当时是一所职业高中，招生

分数线全市倒数，而来到这所学校的学生

也经历了中考失利，觉得人生已经没有出

路。为了给他们建立信心与信念，学校决

心以体育为落脚点改变现状，盐港中学艺

体处主任宫照石回忆，2009年，学校从高

一新生组建体育班，当年有 17人入选，以

体育精神为要求，学校狠抓班风与专业素

养，三年后，17人中一半以上凭借体育特

长与文化课成绩考上大学。以体育人的

风气就此开启，2022年高考，学校体育班

本科率已经达到 90％，重点本科率突破

60％，学校整体升学率也在逐年提高，学

生也变得自信自强，敢于梦想。

东莞松山湖实验中学的口号则是“无

体育，无未来”，学校体育俱乐部面向全体

师生开放。校长万飞分享了学校一位老师

的故事，这位老师本来体质不好，在学校受

到气氛感染，开始学习同事们跑步，最开始

操场跑1圈，到后来每天5圈，坚持了整个

学期。学生们看到了他的坚持，也开始敢

于在学习上给自己设定并达成目标。

深圳罗湖校园足球主打“全民参与”，

10年来，政府在校园足球方面的累计投入

资金超过 3000万元。校园足球从 2009－
2010 赛季的 8 所学校 8 支球队，发展到

2022－2023 赛季的 67 所学校，141 支队

伍。 （文图均据新华社）

学校里“小眼镜”“小胖墩”少了 “小运动员”多了

2020年下半年，《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关
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两份重磅文件先后发布。在
过去几年的实践中，广东省围绕相关主题实施全面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攻
坚行动，推进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小眼镜”“小胖墩”的势头得以遏制，学生
普遍掌握运动技能，并从体育中收获快乐，锻造人格，健康成长。

体质强

特长培

人格育

在整体体质健康抽测优良率提升的

同时，广东省鼓励学校打造“一校一品”

“一校多品”体育特色，培养学生至少熟练

掌握1－2项体育运动技能。

如果看过广州市荔湾区林凤娥小学

的教学楼布置，便可以初步理解为什么这

所学校能够成为全国首批青少年校园篮

球特色学校，每个教室外都有一个架子，

上边摆放着写有学生名字的篮球。学校

自己编排的篮球操更是令人耳目一新，其

中包含了胯下运球、绕球、运双球等技术

动作，并结合了徒手力量与拉伸练习，一

套操就是一堂小型的篮球训练课。

校长彭文辉介绍，学校以“全员篮球、

全员体育”为口号，积极营造人人爱篮球、

生生会篮球的氛围。学校每个班每周有

一个课时的篮球校本课，每周一次全校性

的篮球体育大课间，每学年一次篮球全员

运动会。同时进行跨学科整合，举办篮球

摄影比赛、“我与篮球”主题的绘画比赛以

及篮球运动会的会徽设计等。

在花都区花东镇，曾经以留守儿童和

外来务工人员子弟为主的七星小学则在

跳绳中找到了开展体育运动的密码。

2010 年，学校仅有一栋教学楼与泥土操

场，无法开展各种体育项目，落后的条件

令当年毕业成为学校首位专业体育教师

的赖宣治深感困惑与失落。

2012年，花都区教育局开始推广跳绳

项目。其便利性与可操作性让赖宣治眼

前一亮。他决定选择跳绳教学作为突破

口，成立校队。作为从未接触过这项运动

的人，赖宣治反复搜集视频、观摩练习，设

计出一种极速绳把并打造了“半蹲跳

法”。此后，学校的成绩一鸣惊人，从花都

区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诞生 36位世界

跳绳冠军，11次打破世界跳绳纪录。被称

作“七星奇迹”。如今，凭借跳绳这一品

牌，七星小学已经成为拥有数千名学生、3
个校区的知名强校，学生们也从跳绳运动

中看到了更大的世界。

深圳市第二实验学校在全国学校体

育界堪称赫赫有名。学校目前拥有毽球、

男篮、女篮、男足四支高水平运动队。毽

球队曾代表中国出征世界大赛并夺得 20
余项世界冠军，足球队在全国五人制校园

赛事中多次夺冠，男、女篮均获得全国冠

军，并培养了清华大学邹阳、北师大李双

菲等一批中国篮球的希望之星。

广州市玉岩中学校长印贤文表示，体

育特长生对于丰富校园文化，影响学校的

氛围帮助很大。“体育特长生在学校里发

挥的作用非常重要，起到了很好的示范、

引领作用，能够激励同伴的成长。”他说，

很多学生就是因为看了一场比赛、踢了一

场足球，或者在学校运动会中感受到体育

的魅力，开始从事体育运动。

广东这份体教融合答卷， 得高分得高分！！

■锦田小学足

球队队员在训

练课上。

■深圳市第二实验学校

毽球队队员在训练中。

■林凤娥小学一年级学生在该

校举行的班级篮球赛上。

■东莞市南城阳光第六小学

学生在大课间出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