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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寻找合适项目
复兴高级中学体育教研组组

长施娟说：“体育专项化教学后，学
生不仅对体育课的兴趣更浓了，掌
握一到两项体育技能，也能培养他
们把体育当作一生的生活方式。”
她说，今年开始，体育专项化改革
在高中三个年级全部展开，这在全
上海也是仅此一所。高一年级实施
的是体验式教学，学生每个项目都
要先体验三周，然后再自我评定喜
欢哪个项目。到了高二和高三，体
育专项课就按学生的兴趣来分班
授课。
因此，今年升入高二之后，刘尧

天就领到了一张学校发的体育志愿
填报书。“在这张表上，你可以按照
自己的兴趣喜好，填写体育课的第

一志愿、第二志愿和第三志愿。”
施娟说，早在上世纪 !"年代后

期，学校就根据当时师资、场地，及
学校传统特色项目等特点开设了二
节连上的 !"分钟选项教学课，且是
以小班化教学为主，每个班级的人
数控制在 #"到 $!人之间。

腾出空地建运动场
从今年 %月开始，本市在 &'个

区县各选择 &所高中，开展了以学
生兴趣和技能水平为依据的体育专
项化教学试点改革，覆盖了 &'所试

点学校的 &()个行政班级、'*)'名
学生。项目比较集中的专项依次为
篮球、乒乓球、健美操、羽毛球、足
球、排球、网球、武术，部分项目还实
现了分层教学。
在这 %'所试点中学里，延安中

学有点特别。由于该校的体育场馆
正在重建，市教委原本并没有把它
列入试点名单，但校长郭雄却在去
年 %)月主动提出了申请。“很多人
都说，连基本体育课的场地都不够
怎么开展专项化教学，都说我是在
自找麻烦。”郭校长坚持说，学生身

体素质正在连年滑坡，专项化教学
是一次提高学生兴趣、促进健康的
好机会，“我们学校有 %+位体育教
师，这在全上海中小学生中也算多
的，那么好的资源为何不利用？至于
体育空间，想想办法总是会有的。”
于是，郭校长一有空就在校园

里转悠，寻找合适的场地。于是，锅
炉房改造为健美操馆，教学楼一楼
的空地甚至屋顶上都建起了乒乓球
房。今年 $月，该校的高一年级启动
体育课改革，学生们可以根据各自
兴趣，在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

和健美操等项目中五选一。

体育课又累又好玩
在试点学校里，大多都采用了

“!),-)”的形式为体育课重排课
时。“!)”就是将原先的两节体育课
连上，老师教得系统，学生学得尽
兴；“-)”就是原本的普通体育课。

延安中学高二（%%）班的吕懿惟
是乒乓班的学生，今年 %月份她开
始接触乒乓球。她说，-)分钟的传
统体育课里，*分钟集合、%)分钟热
身，再加 %)分钟老师讲解和示范，
供学生自由练习的时间很短。“还没
学会就下课了，等到下一堂课时，动
作要领几乎全忘了，又得重头来过，
久而久之就没了兴趣。但现在一堂
乒乓课要上 !)分钟，虽然很累，但
学得多，练习时间充分，反而越练越
有兴趣了。”吕懿惟说，学生间还形
成了一个“乒乓圈子”，课余时间大
家会结伴去乒乓房打球。
“上海的体育课改革越来越与

国际接轨了。”这是记者在采访时听
到的最多的一句话。在国外，学校体
育课都是采取俱乐部形式，学生从
小也有体育锻炼的习惯。现在，上海
的改革其实已具备俱乐部的雏形。
正如施娟老师所说，实施体育专项
化教学，学生有了一技之长，就有了
终身体育锻炼的项目，而不再像以
前那样，高中结束后，学生到了大学
就不会玩了。

本报记者 马丹

告别枯燥跑跳 自选体育课程
本市17所高中试点改革 注重培养学生终身运动习惯

! ! ! !继新的高考改革方案确定并将
公开征求意见后，近日教育部副部
长郝平又透露了两项切实强化学校
体育工作的重要举措：一是将体育课
纳入高中阶段学校学业水平考试，二
是将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作为高校自
主招生的参考依据。此举再度引起了
人们对未来高考改革的关注。

体育进会考是必须？
以上海为例，现行的高中学业

水平考试包括了语数外等 %)门学
科，但是，对学生综合素质影响很大
的体育、音乐等学科却未列入其中。
去年，山东省在全国首吃螃蟹，在高
考时增加了体育测试，成绩满分为
$)分，且列入高考录取总分。从明年
起，山东省还将把平时的体育课和体
育活动成绩，按一定的比例分值纳入
高考总分中。如此凸显体育课成绩在
高考中的比重，在全国也是力度最
大的。

应该说，山东的先行先试与此
次教育部的要求是吻合的。按教育
部的解释，体育进会考，是为了推进
高考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建设，并将
首先从教育部直属高校的自主招生
做起，探索在招生中增加体测。

应试促锻炼可行否？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

所副教授柯政说，教育部提升体育学
科在高考中的比重，有着十分积极的
意义，“现在有个无奈的现象，如果某
一门学科不用考试，就会有相当一部
分学生和家长不重视。虽然体育进会
考会有应试教育之嫌，但两“害”相权
取其轻，考总比不考要好。”

今年上半年，华东师大在免费师
范生招生时首次引入体育测试，结果
有些“惨不忍睹”———如果以百分制
来衡量，大部分考生没有达到 .)分，
有 +)/的人分数在 +)分以下。
上海纽约大学招办主任的周鸿

说，在高考中加入体育成绩或许是权
宜之计，国际上几乎没有先例———国
外大学基本不设体育课，学生从小已
经养成了锻炼习惯，中小学和大学的
体育俱乐部也丰富多彩，不需要用应
试的办法来促进学生锻炼身体。

考必修还是考选修？
体育与会考甚至与高校招生挂

钩已是趋势，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

何考和考什么。
上海体育特级教师徐阿根说，

体育测试一般分为身体素质和专项
技能两类，究竟考哪一类需要认真
考量的。身体素质包括了速度、耐
力、力量等指标，而专项技能则包括
了中小学体育课程里设有的球类、
体操、田径等项目。如果考专项技能
就会带来麻烦，因为每个学校、每个
学生选学的项目是不同的；如果考
身体素质也会有问题产生，因为体
育学习不像其他学科学习那样，通
过努力就能取得好成绩，体育要受
到遗传因素、健康因素等制约，有的
人练一辈子也不能够达到优秀标
准，有的人不需要锻炼也能测试时

轻松达到优秀。
因此，柯政建议：首先要研发出

一套考试指标，确定考试的范围和
方法。而徐阿根则提出，体育会考还
是应基于高中的体育课程标准，聚
焦基础体育技能，如男生 %*))米
跑、女生 !))米跑、跳远、跳高、实心
球、单杠和双杠、地上运动、支撑跳
跃、篮球基本动作等体育课必修的
公共内容。 本报记者 王蔚

体育进会考并挂钩高校自招，测专项还是测素质———

“如何考”“考什么”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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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每周二上午三四节连上的体育
课，是复兴高级中学高二（(）班刘尧
天最喜欢的时段之一。从小喜爱舞
蹈的她，要在这 !)分钟的时间里，
和班里另外 .位女生一起跟着体育
老师施娟练习艺术体操。

作为上海高中试点体育专项
化教学改革的 %' 所试点学校之
一，目前复兴高级中学高一到高三
的学生，每周都要上一堂 !)分钟
的体育专项课，学篮球、足球、武
术、乒乓还是排球，都由自己凭兴
趣选择。
在上海，采用专项训练方式上

体育课的学校将会越来越多。

由上海市教委、市
体育局、团市委联合主
办的学生阳光体育大联
赛，为确保运动阳光洒
向每个学生，今年除继
续开展冬季长跑、跳踢、
武术拳操、广播操及体
能大赛等常规项目外，
还依据不同学段学生身
心发展特点，设置个性
化创新比赛项目。图为
充满青春动感的健美操

比赛

本报记者 陆梓华

孙中钦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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