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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健康体魄从娃娃抓起文 / 羊城晚报记者 薛江华

通讯员 余家明 户治国 周艳春

少年强则国强！ 健
康体魄要从娃娃抓起！
日前， 广东省政协调研
组深入到江门、 茂名市
进行实地调研， 通过问
卷调查发现， 相较于国
家规定标准和全国同龄
学生平均值， 广东中小
学生睡眠时间不足、近
视率高、学习负担重。 为
此， 调研组提出了建立
广东省学生体质健康标
准数据管理系统、 落实
学校体育工作各项政
策、 落实中小学学生减
负政策等建议。

省政协专题调研建议，
将学生健康水平纳入政府
和学校业绩考核

广东中小学生睡眠不足、
近视率偏高

省政协调研组深入到江门、 茂名市进
行实地调研， 同时选取全省 11 个地级市
近百所中、小学（小学 5、6 年级）进行问卷
调查， 所选地区及学校涵盖了珠三角、粤
东西北地区的城市及乡镇学校， 共向
14000 多名学生、820 多名体育教师和 90
多名学校的体育科负责人发放调查问卷
进行调查。

实地调研及调查问卷统计结果显示：
广东小学（5、6 年级）、初中、高中学生（后
面结果均按此顺序排序） 近视率分别为
52.71%、70.95%、82.67%； 每天参加体育
锻炼的人数分别为 30%、21.6%、15.7%；
体育课运动强度不够，上体育课感觉不出
汗、很轻松（或有点累）的分别为 71.5%、

58%、73%；每天睡眠不足 8 小时的分别为
47.80%、81.36%、95.3%；每天完成家庭作
业时长超过 3 小时的分别为 25.16% 、
51.54%、72.28%；学生与人交往意愿不强
烈的分别为 19.9%、22.3%、32.5%， 且随
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

概括来说， 就是相较于国家规定标准
和全国同龄学生平均值，广东中小学生睡
眠时间不足、近视率高、学习负担重。

教学基础设施制约“开齐
开足体育课”

调研发现， 当前广东在开齐开足、
上好体育课等方面仍存在一些亟待解
决的问题。 主要问题就是学校体育教学
场地资源严重不足。 全省学生人数在
1500 人左右的小学、 初中， 仅有一块
200 米田径场、 一块篮球场的学校比例

高达 40% ，与《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
试 行 基 本 标 准》（以 下 简 称 “ 基 本 标
准 ”）要求相差较大。

从走访调研和问卷调查中了解到，受
场地制约以及南方天气雨水多的影响，广
东超过半数以上的中小学校无法做到“开
齐开足体育课”。 此外，体育教师区域性失
衡、缺编严重。 特别是非示范性学校体育
教师十分紧缺，如汕头、韶关、东莞、江门、
湛江、茂名、揭阳等多数非示范性学校的
体育教师师生比超过 1﹕400 以上。

调研所到之处， 多数体育教师反映,
近两年来，因没有政策依据，学校停发了
户外课程高温补贴和体育工作服。 也有少
数体育教师反映，在职称评定上，存在体
育教师与其他教师不同等对待的现象；粤
东粤西粤北地区多数学校反映，学生每人
每年体检费不落实，导致学生体检工作难
落实。

安全压力制约学校体
育活动开展

调研发现，学生校园体育活动存
在的伤害风险和由伤害事故引发的

“校闹”，已成为制约学校体育活动充
分开展和学生体质健康全面提升的
重要因素。

主要原因是学校和体育教师怕
担责。 85%以上的学校领导担心学生
在体育课或课外体育运动期间出现
伤害事故，要求体育教师在开展校园
体育课、体育活动中不允许学生进行
比较激烈或有一定风险的运动项目。
体育教师为确保所担任的教学任务
和组织的活动学生不出意外，在内容
安排上基本选择无风险、 小运动量、

运动强度不大、少出汗、不脏衣的项
目，以致体育课成了“自由活动课”。

有部分学校为保证学生不出事，
甚至课间 10 分钟休息期间也要求学
生只能坐在教室、不能出教室。 调研
组认为，这些以牺牲学校体育教学和
学生体质健康为代价换取安全的极
端现象，应引起各级政府和学校的高
度重视。

原因

建议

健康体魄要从娃娃抓起 羊城晚报记者 黄巍俊 摄

广东儿童青少年近视情况令人担忧 羊城晚报记者 陈秋明 摄

将学生健康水平纳入
政府和学校业绩考核

为了破解上述问题， 调研组建议，
将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纳入政府和学校
业绩考核， 通过行政问责督促工作落
实。 对学生体质健康数据上报不真实的
学校及相关责任人要及时约谈，直至追
究责任。

抓住“一票否决” 指标考核、评价
的“牛鼻子”。“创强”明确规定：“学生体
质健康水平连续三年下降的地区和学
校，在教育工作评估和评优、评先中实
行‘一票否决’”。 只要抓住了这个指标
考核、评价的“牛鼻子”，就能倒逼各级
政府、学校校长和体育教师对学校体育
工作高度重视，使学生的体质健康实现
质的提升。

改善学校体育教学基础薄弱环节。
各级政府应统筹体育资源， 加大对学校
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力度， 对条件受限学
校，可依托周边公共体育资源，探索共建
共享服务模式，以解决场地不足问题。

培养“全科教师”解决体
育教师缺编问题

为了解决体育老师不足的问题，调
研组建议采取“全科教师”的培养模式，
解决乡（镇）学校和教学点的体育教师

缺编问题，盘活县域内教师资源。
调研组建议，在中小学聘用高水平

退役运动员、体育尖子生、体育特长生
担任体育教师方面给予更大力度的政
策支持，按标准配齐配强体育师资。 落
实体育教师相关福利保障。 建议省制定
下发指导性意见，确保体育教师户外课
程高温补贴和体育工作服发放到位。 在
工作业绩和职称评定上，保障体育教师
同工同酬同待遇。

建立校园体育活动事故
责任认定委员会

调研发现， 校园体育活动易发伤害
及其引发的纠纷， 是困扰学校体育课程
正常开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调研组建议
要建立省、 市统筹的中小学校校园体育
活动意外伤害及责任保险基金。

调研组建议借鉴《医疗纠
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的模
式，建立校园体育活动
意外伤害事故责任
认定委员会。

建议提请
省人大专门立
法或由省政府
出台相关政
策，为依法处
理学校体育
伤害纠纷提

供更加明确的行政法规依据，有效遏制
“校闹”行为，并向全社会做好相应的法
治宣传工作。

“每天锻炼一小时”政策
落地、落实

有研究结果表明，中小学生近视与
户外运动不足密切相关。 调研组建议，
要建立广东广州落实教育部等八部门
印发的关于《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
实施方案》防控台账。

此外，要将“每天锻炼一小时”政策
落地、落实，坚决杜绝以保证学生不出
事为名， 限制学生在课间 10 分钟期间
到操场进行体育活动的违规行为。 切实
落实《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综合防控儿
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等政策。 纠正

中小学课堂教学过度使
用 多 媒 体 教 学 、

APP 布置课外
作 业 及 答

疑 的 做
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