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在进行的全国两会上，有关中高考体育改革的话题再次引发热议。随着推进体教融合的步伐不断加快，越来越多地

方开始讨论、探索“中考体育100分”“体育入高考”的可能性。考试能否成为解决当前体育教育问题的良药？推进体育课改

革、实现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前路在何方？ ■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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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培养更多的

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制造强国更是

对产业工人技能素质和创新精神提出

了新的要求。”在今年的人代会上，全国

人大代表李素萍建议，大力培育大国工

匠，提高技术工人待遇。

“目前职工队伍技术水平和培育

大国工匠工作机制还存在着与高质量

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李素萍告诉记

者，这主要表现在，产业工人的技能整

体水平不适应高端制造业的发展需

求，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短板；高校

毕业生不愿意从事制造业，制造业工

人队伍年龄偏大、文化偏低，面临人才

断层的瓶颈等等。

为此，她建议，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培育大国工

匠，促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首先要加强培育大国工匠的整

体规划设计。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

要加强总体规划设计，制定培育大国

工匠的发展规划，细化政策措施。”李

素萍称，各级政府还要在就业服务、技

能培训、人才培养和优秀技能人才奖

励等方面给予扶持，引导企业重视产

业工人队伍建设，注意为职工营造一

个快乐工作、体面劳动的工作环境，关

心职工的身心健康和职业发展，增强职

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此外，她

认为，还要提高技术工人工资津补贴待

遇。“建立和完善职工晋升技能等级政

策，扩大享受晋升技能等级奖励政策的

职工范围，对获得高级技师、技师和高级

工的要给予一定的晋升技能等级的奖

励，并提高相关工资津补贴待遇。推动

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衔

接，搭建职业发展的‘立交桥’。探索推

行企业首席技师制度、技术工人补助性

津贴等措施，树立多劳者多得、技高者

多得的鲜明导向。” ■ 记者 于彩丽

“中高考体育”话题背后
作为最早推动“体育入中考”的专家之一，北京师范

大学教授、全国学校体育联盟（教学改革）主席毛振明表

示，设计中考体育，主要是为了解决当时初三体育课大

量被文化课占用，学生体质普遍下滑严重的问题。他坦

言，“虽然是应试教育，但至少它能提升体育课在学校的

地位，促使孩子们增加体育锻炼。”

2020年9月，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

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将学校体

育的重要性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面对刻不容缓

的改革之势，一些业内专家认为，用应试的办法来解决

应试的问题，一定程度上能起到倒逼效果。

记者采访发现，随着体育中考分值不断提升，不仅学校

体育课日益受到重视，“体育老师被生病”现象日益减少。

毛振明认为，从目前中考的经验来看，中高考体育

改革一定能够推动中学生体质状况的改善，而从体育教

育改革的全局考虑，体育考试应该是一个阶段性的策

略，其目的在于用应试教育的办法来解决应试教育造成

的问题，而当素质教育大行其道时，这种方式也会自动

退出历史舞台。

体育教育改革亟须“破冰”
针对体育考试存在的弊端，一些业内人士表达了担

忧。“分数不是教育的全部内容，更不是教育的根本目

标。”全国政协委员唐江澎说，“好的教育应该是培养终

生运动者、责任担当者、问题解决者和优雅生活者。”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副院长

双少敏认为，将原本象征快乐、自由的体育纳入考试范

围，不仅增加了家长的负担，而且让一些学生对体育产

生了抵触情绪，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体育的“异化”。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形

成体育爱好和运动习惯是推进体教融合的终极目的，仅

靠考试显然无法达到，而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学校体

育教育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记者发现，体育教师短缺问题在一些地方仍十分

突出，特别是一些农村地区地域性和结构性的缺编问

题严重。

此外，体育教师专业素养不足、体育课质量较低等

情况也是有关专家普遍提及的问题。

对症下药补齐短板，体教融合任重道远
面对体育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专家表示，中高考

体育改革只是体育教育改革的一个方面，推进体教融合

不能“一考了之”，而是要多措并举、对症下药。

“加大资源投入、完善资源配置是推进体育教育改

革的前提和基础。”双少敏建议，各地政府应加大体育教

育投入力度，增加体育教师编制，支持学校体育场馆

建设和体育设施购置，保障各中小

学尤其是乡村学校配齐体育教

师、开足体育课程。他同时呼

吁政府相关部门加强宣传

引导力度，让家庭、学

校、社会各方加快树立

“健康第一”的教育理

念，真正促进青少年健

康发展。

“运动项目化是现

代体育的本质特征之一。”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跆拳

道和空手道协会主席管健

民建议，以运动项目为抓手，推动学校体育工作高质量

发展，加大中小学运动项目专项师资的培养、培训力度，

同时教育部门应与国家级体育单项协会加强沟通协作，

就如何科学合理地在中考体育测试内容、方式和计分办

法中融入更多运动项目元素，如何将运动项目教学、竞

赛活动纳入中小学体育课程内容与教学体系等展开合

作与研究。

“高水平运动项目赛事应是未来学校体育的重要载

体之一。”毛振明提倡中小学体育课施行走班制教学，把

全年级的体育课安排在同一时间，打破班级，以项目分

组，设置排球班、足球班、舞蹈班等，学生自行挑选感兴

趣的项目进行学习，只要喜欢就可以坚持下去。同时每

个班都是一支运动队，体育课主要通过比赛的形式进

行，每学期一开学赛季就开始了，让学生在实战竞技中

提高技术、获得成就感，从而真

正爱上某项运动。

从考试100分到健康“100”分，还有多远？
——代表委员热议中高考体育改革

革命老区安徽省霍山县、湖北省

英山县地处大别山腹地。受地理条件

限制，两地尚未形成内联外通的交通

路网，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为实现破

题，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杜应

流建议，将皖鄂高速公路（霍山至英山

段，下同）纳入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

并在“十四五”期间启动建设。

“建设皖鄂高速公路，既是迫在眉

睫，也是恰逢其时。”杜应流指出，《国

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

展的意见》（国发〔2021〕3号）指出，要

“大力支持革命老区高速公路规划建

设，优化高速公路出入口布局建设”。

据了解，皖鄂高速公路南起湖北

省英山县，接岳武高速，横跨大别山

腹地，北至安徽省霍山县，接宣商高

速，路线全长约98公里。建成后，将

有效解决大别山腹地安徽省的霍山、

金寨、岳西，以及湖北省的英山、罗田、

黄梅等一批深山县区交通瓶颈问题。

杜应流说，目前，皖鄂接界区域

的路网结构以框架式为主，覆盖深度

不足，尤其是山区腹地交通基础依然

薄弱，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

求。与合武高速、岳武高速相比，皖

鄂高速公路可将武汉与合肥之间的

距离分别缩短约86公里、150公里，

对中部地区两大省会城市的连接至

关重要。同时，建设皖鄂高速公路，

可分流武汉与合肥之间巨大的交通

量，对缓解沪陕高速通往合肥、南京

等方向的交通压力也将起到十分重

要的作用。

“此外，建设皖鄂高速公路对推

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巩固老区的

脱贫攻坚成果、筑牢长三角最美生态

屏障、促进大别山县区振兴发展也具

有重大意义。”杜应流说。

■ 记者 于彩丽

全国人大代表杜应流：

建议建设皖鄂高速公路
助力老区振兴

全国人大代表李素萍：

大力培育大国工匠
提高技术工人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