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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重视程度不够，真正推广还需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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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市中心的中小学寸土
寸金，校方常常因无法为学生提供
更多的体锻场地头痛不已。与之
相呼应的，是近日公布的一份来自
中国儿童中心的调查报告。调查
显示在北京、上海、广州等5个城
市中，上海儿童最宅、户外活动时
间最短。

不过，地处市中心黄金地段的
静安区爱国学校，学生们不仅能在
操场上跑步锻炼，楼梯、走廊、教
室，甚至课桌边都成为孩子们玩耍
体锻的“ 乐园”。在市教委推广

“ 阳光体育一小时” 的大背景下，
学校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开发
各类体育游戏、体育竞赛活动，打
造了“ 立体体育”的体锻品牌，深
受学生与家长的欢迎。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如此受赞
誉的体锻创新形式却并未能在更
多学校得到推广。

本报记者 丁烨 实习生 许欣捷

早上8点刚到，静安区爱国学
校的校园中便充满了孩子们欢快
的声音。

操场上，一队队穿着整齐校服
的初中生们，跟着广播音乐的节奏
正有序地做着韵律体操；教室里，低
年级的同学们在班主任老师的带领
下，在自己的课桌边做着伸展运动。
而教学楼的楼道中，一群小学生们
正欢快地跳着皮筋，并排队做着一
格跳的游戏⋯⋯这热热闹闹的体锻
场面，每天都在爱国学校的校园中
上演，同学们说，学校处处都是他们

的“ 锻炼场”，这是属于他们的“ 立
体体育”。

除了定时的体锻项目，一些颇
具特色的体育游戏也深受孩子们的
欢迎。比如由学校的一名初中生发
明的“ 拉网捕鱼”游戏，以其简单的
玩法和规则成为同学们最喜爱的体
锻游戏。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同学不
仅锻炼了身体，也激发了集体荣誉
感。还有一些利用身边的课桌等设
施就地锻炼的小游戏，让孩子们在
紧张的课余放松一下身心，从而提
高学习效率。

记者了解到，爱国学校目前每
天早晨安排半个小时的游戏时间，
每个班玩的游戏都不相同。每周还
有三节专门课程，由教师与学生共
同参与，所涉及的场地几乎囊括了
校园的每一个角落，真正做到了充
分利用场地资源。

爱国学校党委书记程龙珍告
诉记者，所谓“ 立体体育”就是学
校调整作息时间，充分利用现有
场地资源，由教师和学生借助同
伴 、家 长 、互 联 网 等 多 种 资 源 ，开
发适合不同年龄特征的体育游戏

与体育竞赛活动，“ 实行至今，大
大 增 进 了 师 生 之 间 的 沟 通 与 理
解，也增强了学生与家长的亲子
互动。”

据介绍，学生在楼道里进行的
这 些 如 丢 沙 包 、“ 火 车 赛 跑 ”、跳
皮筋等体育游戏，都是先从家长
那里学来，再到学校与同学一起
玩。学校五年级（ 2）班的许兆辰
同学家长认为，“ 对于我们家长来
说，也从孩子参与‘ 立体体育’的
活动中寻找到更好帮助孩子进步
的契机。”

有发展必要
但需改变教育观念

相较于国内体育教学方面的相
对弱势，国外的家长却普遍更注重孩
子的“ 体商”。目前正在美国密歇根
州一所私立高中就读的二年级学生
Ben来自上海，其初中是在上海读
的，16岁时举家移民美国。

Ben告诉记者，他感觉国内外
读书最大的区别是学校、家长和同
学对待体育的态度。“ 在美国，家长
会连夜开车送孩子去邻州参加体育
比赛，重视程度不 亚 于 国 内 的 高
考，如果孩子在学校的体育比赛中
拿了名次，简直比考试得了A还要
受人尊重，受同学羡慕。而如果学
生在学校里体育方面能力差，反而
会遭到同学的嘲笑。”Ben表示，这
种情况常常会令来自中国的父母
错愕不已。

“ 立体体育”究竟在上海有没有
发展的空间与必要？上海体育学院体
育教育训练学院的专家罗平表示，针
对国内的体育教学环境，“ 立体体
育”这样一种新型的“ 以运动文化为
载体的校园文化的发展，是课程资源
充分开发的一种体现，也是落实健康
教育思想的体现”，具有十分深远的
推广意义。

“ 在立体体育出现的初期，我们
也会发现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一个
是运动场地的复杂多样，由于学生们
的活动场地包括楼梯、走廊等空间，
学生们在运动时，如不注意极易产生
安全方面的问题；同时，还存在管理
复杂化以及是否真正做到全员参与
等一些不可避免的因素。在未来推广
时，这些因素都是值得进一步考虑并
观察的。”罗平说。

对于在未来如何推广类似的体
锻形式，罗平建议，“ 首先就是在保
证每天三十分钟的时间后，如何再
进一步增加学生们的运动锻炼时
间，更好地优化课程配置，学校应该
充分考虑这一点。其次，在长期推广
以及在师资问题上，建议学校能进
行阶段性的总结，注重师资的储备，
面向社会招聘更多更专业的体育教
师，积极培养与开发教师与学生的
团队协作力。”

美 国 ：80% 以 上 的 青 少 年
（ 10! 17岁）每天参加学校组织的

体育课或课外体育活动，许多学校
每天都有体育课。

新加坡：中小学生，学校都会

在每天下午两点后安排课外活动
时间。

法国：小学有1/3时间用于体
育教学，每周有8! 9小时的体育活
动，中学生每周为5个小时。

瑞典：在7! 20岁学生中，60%
以上都是1! 2个俱乐部的成员，政
府规定青少年只要5人一起参加体
育活动达一小时，每人可获17克朗
补助。

》专家现场 课桌边、楼道里，皆可开展体育运动

自从2007年教育部在全国中小
学校中倡导“ 阳光体育一小时”之
后，如何使青少年学生能够来到阳
光下、参与丰富多彩的体锻活动一
直是教育部门在探索的一个课题。
不过，记者日前走访了本市的一些
中小学校之后却发现，类似爱国学
校推行的这样既能寓教于乐、强身
健体，又能增进师生、亲子感情的

“ 立体体育” 课程却并未能在大多
数学校中推广。

在走访中，一些学校的体育负
责老师告诉记者，由于课程设置、教
学安排、场地限制等原因，目前大多
还是以上海市中小学体育与健身课
程标准和上海市课程教材改革委员
会制定的课程方案来制定课程，一
周三节常规的体育课，“ 各学校按照
各自具体情况安排其他的体育实践
活动”。

杨浦区同济中学体育教研组组
长徐虎老师告诉记者，同济中学目
前的体育课程仍是“ 三课两活动”，

“ 一周三节体育课，两节活动课，另
外每天下午五分钟的室内操，让学
生进行体育锻炼。”

说起学生体育活动，徐虎老师
颇有些无奈，“ 主要还是场地限制
的原因，我们学校学生可以真正用
于活动的场地面积很小。作为教
师，我们也很无奈，‘ 光有力但使不
上劲’。”

而闸北区回民中学体育老师陈
晨表示，他之前还没听说过什么“ 立
体体育”，“ 我们学校除了每天早上
二十分钟的广播操之外，学校按教
育部规定的课程学时，安排学生上
一周三节的体育课，主要教些课程
大纲要求的体育活动项目，其他也
没有什么特别安排。”

在采访中，市中心某中学的体
育老师向记者透露，目前虽然教育
部门三令五申在学生体锻方面要加
强关注，但“ 指挥棒仍然还是升学
率”，这位老师表示，体育课程目前
在学校的课程设置仍然还是相对

“ 弱势” 的，“ 好的学校肯定更注重
文化课，要追求升学率，差的学校更
把精力放在文化课上，能够按照规
定每周上足三节体育课已经不错
了，我们体育教师就是想办法尽量
在体育课上让学生动起来、玩起来。
再搞什么体育游戏、立体体育，基本
不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在采访中，有学
校的老师向记者透露即使是学校想
尽办法想多增加学生户外运动的课
时，学生却并不领情。

浦东新区文建中学某老师告诉
记者，该校十分重视体育教学，除了
每周的三节体育课之外，还安排了
两节活动课的时间，给学生进行球
类运动等活动，“ 因为学校场地有
限，有时候不得不几个班合并着上
体育课，所以学校觉得有必要额外
增加学生的体锻时间。但同学抱怨
很多，尤其是女同学，表示更愿意把
这个时间用来做功课，只有小部分
男生比较喜欢。”

调查 不被重视，立体体育推广受阻

》体育课在国外

学生在楼梯上锻炼。

楼道边、走廊上的空间，学生们都可以利用起来做游戏。 本版摄影 记者 吴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