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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委员洪亮：重视儿童青少年体育运动需求

要文明精神也要野蛮体魄
“双减”之下，如何进一步满足儿童青少年体育运动需求？今年1月1日起，上海市体育领

域第一部综合性、基础性的地方性法规《上海市体育发展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要
求学生在校期间每天参加不少于一小时的体育锻炼，让体育课、体育锻炼有了真正的保障。

看到自己曾经的建议也在《条例》的实施中有了体现，市政协委员洪亮很是振奋，也期待整
个社会进一步营造积极向上、强健体魄的氛围，全方位提高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和心理健康水平。

作为两届市政协委员，洪亮自十四届履职以来，两年内共提交11件提案，从加大应用型法
律人才培养，到优化大学生实习工作，再到增加青少年参加体育活动时间，件件用心倾听青少年
声音，真正做到“有的放矢”。 青年报记者 陈嘉音

青少年在体育锻炼中培养运动兴趣。 青年报资料图

每天锻炼不少于
1 小时，不能仅仅是

‘嘴上的同意’，更要
转 换 为‘ 腿 上 的 行
动’。提倡青少年积
极 参 加 各 种 体 育 活
动，不仅可以促进青
少年的全面发展和健
康成长，更是聚焦上
海未来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一环。

“

”

——市政协委员洪亮

倾听声音
重视儿童青少年体育需求

2023年10月底，因山西一教
师在网上吐槽，“中小学生连上厕
所的时间都快没了”登上微博热
搜，学生在本该休息的课间十分钟
被“圈养”的话题再次成为热点。

其实，在去年的市政协十四
届一次会议上，洪亮委员就提出
了关于增加青少年参加体育活
动时间的提案，呼吁重视儿童青
少年体育运动需求，补齐课后服
务短板。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始终心系青少年成长，在
多个场合表达对青少年的真挚
关怀和殷切希望。但关于青少
年的调查和相关社会热点新闻，
却反映出我国青少年群体因课
业繁重、体育运动时间少、看电
子产品久等原因而导致了近视
率高、抑郁症频发、身体素质差
等问题。”洪亮告诉记者。

“提案主要来源于我熟悉的
领域，以及日常观察，家里的孩
子和朋友也是我的‘智囊团’，他
们有什么新的想法和点子会告
诉我，我会随手记下来。形成建
议后，我也会征求他们的建议。”
洪亮说。政协委员履职和调研
工作，融合在洪亮的日常工作
中，也凝结进他的提案里。

写入《条例》
每天锻炼时间不少于1小时

“除了政协委员外，我也是
很多学校和教育部门的法律顾
问，因此有很多接触学校任课老
师的机会。”为了写好提案，他走
访了民办和公办的多所学校，并
和任课老师进行深入交流。

在调研中洪亮发现，社会氛
围上过于重视考试分数，学习成
绩成为评价孩子的重要甚至唯
一标准。父母对青少年的培养
和指导几乎以文化课的成绩为
主，这又造成了社会上学习内卷
的加重，形成了恶性循环，青少
年的时间被各种试卷、作业所填
充，无法培养和发展运动兴趣，
也无从谈起体育锻炼，青少年的

心理问题没有足够的

时间和方式得到疏解。
针对儿童青少年体育运动需

求的问题，洪亮提出几条优化方
案。一是社会上要破除内卷模
式，共同营造积极向上、强健体魄
的氛围，鼓励青少年群体多运
动。二是学校要保证青少年有足
够的体育活动时间。三是补齐课
后服务短板，完善课后体育服务
政策。四是打造上海成为青少年
国际体育赛事之都，定期在上海
举办世界青少年城市运动会。

“学校需要至少设置每天一
节体育课或者使用大课间进行
集体锻炼，严禁文化课占用体育
课时间，对体育课程表现进行考
核，考核结果纳入学生综合评价
体系内。”洪亮建议，特别是要保
证16岁以下的青少年至少每天
一小时的运动量，让每位青少年
掌握1到2项体育技能，让青少
年在体育锻炼中培养运动兴趣，
使青少年在每天的体育课程中
养成健康的体育活动习惯。

2024年1月1日，《上海市体
育发展条例》正式施行，其中“每
天锻炼不少于1小时”赫然在列，
也给了洪亮很大的信心。《条例》

中规定，学校应当将在校内开展
的学生课外体育活动纳入教学
计划，与体育课教学内容相衔
接，保障学生在校期间每天参加
不少于一小时体育锻炼；倡导学
生每天参加校外体育锻炼一小
时，家庭、学校应当创造条件予
以支持和保障。

建言献策
营造强健体魄的社会氛围

“每天锻炼不少于1小时”，
不能仅仅是“嘴上的同意”，更要
转换为“腿上的行动”。洪亮还
告诉记者，根据承办部门的答
复，市教委正在全面推进学生校
内外各1小时体育运动工作。一
是开齐开足体育课，有序推动体
育课课时增加，全面推进小学阶
段学校每天开设1节体育课，鼓
励初中每周开设4节体育课，高
中阶段逐步增加课时，中小学每
天安排30分钟大课间体育活动。

目前，上海市教委在系统实
施小学“兴趣化”、初中“多样化”
及高中“专项化”课程改革，不断
提升教学质量基础上，健全评价

激励机制，研究制定青少年运动
技能等级标准，激励和引导学生
养成自觉参与体育锻炼的习惯，
促进在基础教育阶段掌握至少2
项运动技能。义务教育阶段每
学期对学生体育课表现均有考
核要求，考核结果纳入学生综合
评价体系。同时，将体育课时落
实情况纳入对各区和学校的考
核评价体系。

同时，为指导学校不断提升
体育课后服务水平，市教委指导
市科技艺术教育中心开发资源平
台，提供各类专业课程供学校自
主选择。目前，篮球、乒乓球、羽
毛球、快乐体能等运动在中小学
校广泛开展，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提倡青少年积极参加各种
体育活动，不仅可以促进青少年
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更是聚
焦上海未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一环。在未来的提案中，我会通
过更加细化的方式，例如聚焦一
个项目或一个课程，进行建言，
来提高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和心
理健康水平。”
洪亮说。

在未来的提案
中，我会通过更加细
化的方式，例如聚焦
一个项目或一个课
程，进行建言，来提
高青少年的身体素质
和心理健康水平。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