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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佳节来临，出席两会的

上海代表团人大代表和政协委

员聚在一起，共话家风家教。

“ 在实现‘ 口袋富裕’的同

时，更要追求道德品格、行为修

养的富裕，而家风家教是其中不

可或缺的一环。”全国人大代表、

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杨王村党

委书记孙跃明表示，随着经济社

会的发展，我国家庭结构发生显

著变化，家风家教成为不少家庭

的“ 断裂链条”，亟待通过大力

倡 导 和 有 效 机 制 加 以 修 补 、发

扬。

“ 诚实守信、勤俭持家、与人

为善、敬老爱幼⋯⋯家风作为一

个家庭的风气，是一种潜在无形

的综合力量，是社会风气的涓涓

细流，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

在每个家庭中的传承。”孙跃明代

表说，要把家风家教作为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公民道

德修养和文明素养的重要内容。

孙跃明所在的杨王村连续

多年开展家庭写家训征集评选

活动，700多户居民用“ 好家训好

家风”，传承中华传统“ 家”文

化。“ 我们村的实践可以发现，家

风好带来了民风淳、村风正，村

里许多难事、矛盾得到了有效解

决。”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科

院副院长胡卫说：“ 家风是家庭

教育的精华和积淀，良好的家

风 家 教 ， 不 仅 是 家 庭 的 财 富 ，

更利于社会。自古有耕读传家

的传统，更有许多中华美德在

家 庭 教 育 中 代 代 相 传 。 现 在 ，

由于人口流动、隔代教养等因

素 ， 很 多 家 庭 忽 视 了 家 风 家

教 ， 或 者 偏 重 培 养 孩 子 智 力 ，

需 要 引 起全社会的重视，补齐

‘ 短板’。”

“ 没有好的家风，人就容易

‘ 任性’。”全国人大代表、上海

市长宁区虹桥街道虹储居民区

党总支书记朱国萍说，家有家

规、楼组有公约、社区有准则，整

个国民素质就能不断提高。“ 培

养好的家风不仅是家庭的责任，

社区氛围也很重要。”她说，“ 现

在上海等很多城市都在进行基

层治理改革，要把社区居委会进

一步解放出来，更好服务群众，

开展各种公益、文化活动，在潜

移默化中把社区这个大家庭的

风气搞好。”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德力西

集团员工周振波认为，要特别关

注和支持农民工等群体的家风

家教建设。去年周振波去监狱调

研，发现有不少服刑的年轻人是

农民工子女，给他很大触动。“ 农

民工为了生计，夫妻分居多，留

守儿童多。很多农民工每天只顾

干活，忽视了子女的家庭教育。

要提升农民工群体的家庭教育

意识和能力，这是关系社会稳定

和未来发展的大事。”

据新华社电

体育课一定要
教授运动技能

“ 姚明的提案跟我们学校体

育改革的整体思路是完全一致

的。因为我们学校体育改革强调

体育课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

学生能够掌握一到两项运动技

能，并且这些技能将来能够伴随

他们终身，学生的运动技能不断

提高也会让他们有锻炼的积极

性。这对于提高学生的体质健康

水平，整体促进学校体育工作的

健康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王登

峰说。

王登峰介绍说，教育部体育

教学改革提出的是“ 1 ! X”的模

式，“ X” 指通常所说的基本运动

技能，包括跑、跳、投、柔韧性、平

衡性等，这些是将来学习任何一

项运动项目都需要掌握的基础。

“ 1 ” 是指在体育课上至少要教

会学生一项运动技能。

“ 过去我们体育教学中可能

这方面强调得不够，很多情况下

一个学期下来要学习七八个项

目，每一个都是浅尝辄止，最后学

生上了十几年体育课可能一项技

能都没能掌握。这是普遍存在的

现象，” 王登峰说，“ 根据姚明的

提案，中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

趣专门选择项目进行专项学习，

别的就不学了。这对于中学生来

讲是没有问题的，对于学校体育

改革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

新。”

因地制宜
分层推进改革

“ 在姚明的提案里他也提到

了，要推广专项体育课实际上还有

很多的困难。对于经济条件比较好

的发达地区可能是有推广空间的，

我们也希望有条件的学校都能这

么做，所以说专项体育课是中国体

育教育改革的一个方向，只是可能

现在还不能一下做得到，”王登峰

说，“ 下一步教育部体育教学改革

的思路还是1! X，这是一个总的指

导思想，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条件的

学校，有一个分层次的指导要

求。”

王登峰介绍说，对于条件较

好的地区，小学阶段还应该推行

1! X教学模式打基础，中学阶段

向专项体育课方向发展。不过王

登峰分析说，能达到专项体育课

教学条件的学校在全国范围内目

前可能只有1 %到5%左右。

王登峰表示希望随着条件的

发展和改善，能够开设专项体育

课的学校会越来越多，目前只能

因地制宜开设体育课的学校可以

慢慢向1! X的模式去发展。王登

峰说，“ 我们的目标很明确，第一

是让孩子运动起来，第二在具备

条件的地方尽量让孩子扎扎实实

地学会一两项运动技能。”

消除校方
对于意外伤害的顾虑

姚明在提案中提到了推广专

项体育课面临五个方面的重点和

难点，并表示最关注其中消除校

方对于意外伤害事故顾虑的问

题。王登峰在采访中表示，教育部

已经着手在这方面寻求突破。

“ 参加体育运动就一定会有

风险，这里面就涉及一个责任的

问题。这就成为很多学校开展体

育工作的一个顾忌，”王登峰说，

“ 一旦孩子受了伤，处理的机制

也不明确，‘ 大闹大解决，小闹小

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想法还是

盛行的，校长和任课教师压力都

非常大。所以说这也是我们现在

学校体育改革中一个需要破解的

难题。”

据王登峰介绍，破解的思路

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严格学校

体育活动的安全管理，二是推动

相关保险和第三方处理纠纷的机

制的建立。

“ 教育部很快会出台一个

学校体育运动安全风险防控的

管理办法，这个办法规定校方

从体育课、体育竞赛的各环节行

进行严格管理，这是确保少出事

故甚至不出事故的最重要的保

障，” 王登峰说，“ 这是我们教

育部即将出台的一个管理办法，

我们希望未来能够尽快成为条

例或者立法，但这些都需要时

间。”

“ 保险方面现在各地都在做

校方责任险，政府买单给孩子上

保险。如果学生在学校体育活动

中受伤了，又认定是学校的责任，

保险公司就会赔付。这个保险解

决了一部分问题，但是并没有解

决所有的问题。如果学校没有责

任就没有赔付，” 王登峰说，“ 所

以我们现在正在探讨一个新的保

险机制，希望促成一个学生体育

运动伤害险，不管是在校内还是

校外，参加个人体育锻炼还是有

组织的竞赛，只要是受到意外伤

害，不管是谁的责任这个保险全

部赔付。”

“ 另外我们在探索第三方处

理纠纷的机制。出现意外伤害有

第三方机构去认定责任归属、伤

害程度和赔付金额，就不用由家

长和学校去直接接触了，这样纠

纷调解起来可能会更加顺畅，也

能避免家长影响学校正常教学秩

序、校长和教师压力过大等问

题，”王登峰说。

“ 教师数量与专项能力存在

缺口”，是姚明在提案中列举的

推广专项体育课面临的难点之

一。上海市教委体卫艺科处处长

丁力坦言，上海目前暂不具备全

面推行高中体育专项化改革的

条件，除了师资不足，不少教师

也面临“ 专业不对口”的难题。

上海大学体育学院教授柏慧

敏表示，过去，高中体育教师“ 一

专多能” 足以应付常规教学要

求，但实行专项化教学后，一些体

育教师所教项目并非自己运动主

项，需要进行专业化业务培训。

丁力介绍说，上海改革方案

允许每个试点学校根据自身师

资特点灵活开 设 运 动 专 项 ，并

不做硬性规定。在师资培训方

面，上海已在上海师范大学、华

东师范大学和上海体育学院建

立 了 三 个“ 体 育 教 师 培 训 中

心”，帮助教师完善知识结构，

掌握新的专项技术。同时支持

高校体育老师、专业教练、运动

员等走进高中，帮助学生提升

体育专项化水平。

场地受限，是推进改革的又

一掣肘。上海市特级校长、市中学

生体育协会副主席徐阿根曾表

示，上海不少学校都建于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当时的标准里并无

配置室内场馆的要求，造成目前

多数学校的场地设施不能满足全

部教学要求。上海市已对试点学

校下拨专款用于场地与设施建

设，各校也因地制宜，各显神通。

丁力还表示，在明晰体育教

师权责的同时，上海将进一步完

善保险制度，并建立多方参与的

涉校事件协商机制。

“ 高中体育专项化改革仅是

‘ 逗号’”。记者从上海市教委获

悉，上海最终将建立起小学体育

兴趣化、初中体育多样化、高中体

育专项化、大学体育专业化”的

循序递进、科学衔接的学校体育

教学新体系。

丁力告诉记者，上海市教委

等部门目前正在研究制定义务教

育阶段体育教育改革方案，预计

于今年9月试点推行。“ 我们希望

从小学起培养孩子的运动兴趣，

改革重点是开展游戏和运动相结

合的体育教学，初中则给予学生

充分的运动项目选择，为将来打

下一定基础。”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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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姚明提案与学校体育改革的整体思路完全一致

将促成学生伤害险保障体育活动

“ 专项体育课”面临哪些难点？

修补家风家教
“ 断裂链条”

元宵节热议

体育课上孩子们互相逗闹。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正在召开的全国政
协 十 二 届 三 次 会 议 期
间，全国政协委员姚明
提出了推广专项体育课
的提案，并介绍了“ 上海
市体育专项化教学改革
试点”的经验，探讨了学
校体育开展过程中所面
临的瓶颈问题。教育部
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5
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姚明提案与学校体
育改革的整体思路是完
全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