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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已经成为国家战
略，为了更好地促进学校健康教
育的提质增效，当天，另一项重
要成果——教育部“全国学校健
康教育视频课程”也在全国高校
健康教育教学研讨会上正式发
布。

全国高校健康教育教学指
导委员会在教育部体卫艺司支
持和指导下，经过近两年努力，
推出了这一大中小学健康教育
一体化的视频课程，成为我国第
一套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和大
学全学段的健康教育视频课程。

这一课程由华东师范大学
总体设计，全国高校和中小学

200余名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一线
教师共同打造，山东教育电视台
负责拍摄和制作。其目的在于
解决当前大中小学健康教育师
资不足、课时不够、教学质量参
差不齐等现实问题，帮助因各种
原因不能开展健康教育课程教
学的学校，可以通过视频课程完
成相应学段的健康教育教学。

“每个学段水平均涵盖健康
行为与生活方式、生长发育与青
春期保健、心理健康、疾病预防
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安全
应急与避险5个领域的内容。”季
浏介绍，全套视频课程总计80课
时，其中，义务教育1-9年级54

课时，高中10-12年级18课时，
大学8课时。此外，每节视频课
均严格按照教育部中小学体育
与健康课程标准要求选取和组
织课程内容，在标题语言、内容
深度、呈现方式等方面也充分考
虑不同学段水平学生的认知和
身心发展特点。

据介绍，教育部在2023年全
面实施全国健康学校建设计划，
把健康学校建设作为落实健康
第一教育理念的重要举措，作为
推进新时代学校卫生与健康教
育工作的重要抓手，作为系统提
升学生综合素质、健康素养和健
康水平的重要途径。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每天清晨，孩子们
到幼儿园后第一个见到的就是
保健老师，作为全面建设高质量
幼儿园的重要一环，上海正在不
断推进保育队伍建设。昨天上
午，第二批上海市保育带头人工
作室启动。青年报记者采访获
悉，2022到2023年，市教委共成
立两批53个保育带头人工作室，
遴选培养了 55 名保育带头人、
398名工作室成员，形成了一批
可复制、可推广、可操作的实践
成果。

保育工作主要是围绕幼儿一
日生活内容展开，做着最基础、最

辛苦、最琐碎也最重要的活儿。
奉贤区青青草幼儿园保育师李盼
入行已有15年，获得了首届“保
育技能大赛”特等奖，并入选成为
第二届保育带头人。“成为一名保
育员，是我从小的梦想，成为一名
优秀的保育员，是我一直以来的
追求。”工作至今，李盼都要求自
己蹲下来和孩子说话，做孩子们
的老师妈妈和好朋友。

有段时间，李盼注意到班里
一个孩子每次午睡时都打呼噜，
经过专业判断，她怀疑是腺样体
肥大，于是建议家长带孩子去医
院排查。最终，检查结果证实了
李盼的猜测，孩子及时进行了手
术。一桩桩这样的小事，让李盼

有了满满的职业归属感，也越来
越不满足于现状，于是，她不断
学习、潜心钻研。李盼说，“保育
带头人”这个新身份赋予她的并
非一个人前行的动力，“我们将
努力发挥工作室的引领辐射，为
区域保育工作的优质发展献一
份绵薄之力。”

金山区漕泾幼儿园保育教师
施怡大学学的是思政专业，因为
喜欢孩子，毕业后她听从内心走
进了幼儿园。入职初期，施怡也
曾经常碰壁。一个新学期她带托
班，开学第一天有个叫东东的孩
子一来园就开始大声哭闹。“我知
道托班孩子难免会有入园焦虑，
想着只要多陪伴、耐心安慰，他会

慢慢适应。”但出乎施怡意料的
是，接连几天东东仍是哭闹不止，
这让她很是受挫和沮丧。

“园长、指导老师亲切安慰
我，并给了我一个锦囊：要真正
走进孩子，就要耐心观察。”于
是，奶奶来接东东时，施怡仔细
观察，听到他用方言跟奶奶交
流，她恍然大悟：“原来我们说的
话他听不懂啊！”随即，施怡就寻
找各种资源学说四川话，随后她
就用四川话和东东打招呼、对
话，不久，东东也开始用方言和
普通话与她交流。

如今，施怡已在保育岗位上
工作了9年，几年的学习与实践
经历让她不断成长也不断成熟，

在2023年上海市托幼行业职业
技能竞赛中，她获得了特等奖。

记者了解到，2023年度上海
市托幼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举行
了育婴员、保健员赛道的比赛，
评选出特等奖 4 人、一等奖 14
人、二等奖21人、三等奖42人。

市教委副主任杨振峰表示，
2024年是“十四五”的攻坚之年，
上海将进一步落实《上海市学前
教育与托育服务条例》，全面建
设高质量幼儿园，全面推进第二
轮学龄前儿童善育民心工程，而
保育队伍建设是其中的重要一
环。“经过两轮保育带头人工作
室的创建，现在每个区都至少有
一到两家工作室。”

每天运动70分钟 视屏不超2小时
首份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水平评价标准在沪发布 将于5月1日施行

肥胖率、近视率的问题如何破解？怎样在持续助力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方面发力？
昨天，国家卫健委《7岁-18岁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水平评价》在华东师范大学发布。在这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卫

生行业新标准中，学龄孩子的体力活动水平推荐量，不仅包括中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还给出了“视屏时间”，即：除
教育部门安排的线下课堂教学和线上视频教学时间外，儿童青少年平均每天其他用途的视屏时间不宜超过2小时。
这一国家新标准将于5月1日施行。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体力活动与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密切相关。 本版均为新华社图

体力活动与儿童青少年身心
健康密切相关。在我国儿童青少
年体力活动水平亟待改善的背景
下，受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委托，
从2016年开始，由华东师范大学
体育与健康学院牵头，在全国范
围内选取26个省市自治区的137
所重点实验室基地学校分别进行
了体质健康测试、体力活动问卷
调查和加速度计的测量，收集体
测和问卷调查数据103213人，加
速度计的数据2310人。最终形
成了我国7岁至18岁儿童青少年
体力活动强度对照表、体力活动
调查问卷以及体力活动推荐项
目、强度和时间等一系列体力活
动评价工具和推荐建议。

在这份国家行业标准的“体
力活动水平推荐量”中，对“体力
活动”的强度做了定量和定性描
述。例如，“有氧运动”是指机体
大肌肉群参与、持续较长时间的
有节律的运动，示例：跑步、健美
操和骑自行车等。“抗阻运动”是
指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克服一定
外界阻力的运动，示例：体操（仰
卧起坐，引体向上）、使用健身器
械锻炼（在操场/社区）等。“静态
行为”是指除睡眠以外的时间
内，以坐位或者卧位完成的，强

度不大于1.5METs（代谢当量）的
行为，示例：写作业、看电视和使
用手机等。

其中，“中高强度体力活动时
间”，推荐儿童青少年平均每天累
计中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宜不少
于70分钟，其中每天至少进行1
次持续10分钟或以上的中高强度
体力活动。而“体力活动形式”方
面，推荐儿童青少年日常体力活动
以有氧运动为基础，同时每周宜进
行不少于3次的增强肌肉力量和
促进骨骼健康的抗阻运动。该标
准称，视屏时间是指看电视、使用
电脑、使用手机和其他带有电子屏
幕设备的总时间。这方面的标准
为，视屏除教学外不超2小时。

作为教育部首届全国高校健
康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
员，华东师大体健学院院长季浏
牵头主持标准制定，季浏说：“这
对于促进我国儿童青少年健康水
平的提高，养成积极的生活方式，
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和作
用。”同时，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北
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
学、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
州市中小学卫生健康促进中心、
烟台大学、太原工业学院、西藏民
族大学也参与了标准研制工作。

每日中高强度体力活动
推荐时间不少于70分钟

健康教育一体化课程 覆盖大中小学全学段

她们是幼儿园里的“绿叶”呵护着“最柔软的群体”

上海已成立53个保育带头人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