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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大背景下，初中体育升学考试

备受注目。近几年为贯彻落实中考体育考试政策的实施和推行，
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
育质量的意见》(中发 [2019] 26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新时代
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 29号)
文件精神，根据《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川教[2017] 107 号)和《成都
市教育局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
革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成教发[2018]4 号)，来控制青少年身
体素质下降的严峻趋势，改善中学生体质和素质。但理论应用
到实践中，却存在着众多问题，使得学校体育教学开展工作步
履维艰。

1　成都市中考体育现状
1.1学校领导对体育项目的重视程度不够
体育作为中学考试科目中较为重要的一项，其分数从之前的

50分增加到了60分，可见该项目的发展趋势是逐步上升。但领
导对于其重视度仍少之又少，反观语文、数学、英语等主要科
目，不管是从科目上课数量、教研交流次数、教师数量等都远
远高于体育，这不仅打击了体育教师的教学积极性，还变相的
使体育学科逐渐边缘化。

1.2体育教师数量较少
教师数量应与课量呈正相关，才能使科目课程质量有所保

障。成都市教育局规定成都市中小学学校每天必须保证一堂体育
课，以成都市武侯区西川实验学校为例，一个体育教师上3-4个
班的体育课，则一周要上15-20节体育课，其中还未包含选修课、
大课间等，由此可看出体育教师的教学工作量巨大。

1.3学校体育教学场地器材有限
我国是一个人口基数较大的国家，为此学校、医院等基础设

施的投入量较大，建设基础设施的数量也应成正比。因此，学校
在建设基本设施图书馆、体育场、篮球场、教学楼时，需具有长
远的前瞻性。现阶段的情况却与之相反，体育课时体育场同时有
6个教师上课，并且田径场只有300米大小，场地较小，上课的安
全系数较低，加之，体育器材的有限，器材的损害率较高，学校
的购入率较低，不利于学生学习相关体育技术技能。

1.4体育教师综合素质降低
 体育教师的专业专项只有一个，该专项为其优势长处，其他

专项会但不精，加之，教学任务的繁重，其学习进修时间有限，学
校对其工作任务主要是以中考体育的内容为主，其他为辅，该现
象不利于中学体育教师综合素质的发展。

1.5学生学习积极性下降
中学应试教育背景下，学校对学生的教育方向有所偏航，对

于学生优秀与否的评价是看其学习分数的多少来进行判定，使得
学生学习的兴趣减弱，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降低。

2　中考体育项目设置与评价机制
2.1项目设置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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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国民体质与之呈现负相关，使国家高度重视青少年身心健康问题。为促进中小学学生健康
成长、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案。成都市中考体育的不断变革是学校体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举措，是培养学生
终身体育意识的基础。而中考体育的项目设置与评价机制在考试过程中，仍存在着较多问题，给中学体育教学产生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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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之前的坐位体前屈、立定跳远、800/1000米，变化成了四
类项目：一类:足球运球绕标志杆、排球对墙垫球、篮球行进间运
球上篮；二类:引体向上(男生)/斜身引体(女生)、原地双手正面
投掷实心球；三类(必考):立定跳远；四类(必考):1000米跑(男
生)/800米跑(女生)。学生自主选择各类项目中的某一项进行考
试，最后四类成绩的总分除以8，保留最后两位小数点，为其最终
成绩。体育中考改革使得固定的模式向灵活多变、自主选择模式
迈进。

2.2评价机制形式
评价考核依据将按照《体育与健康》7-9年级人教版教材内

容与标准执行，分别从学习态度、健康教育知识、运动技能、体
考、体育课后作业五个方面来进行评价，最终形成中考体育成绩。

2.3分数结构变化
中考体育考试从单纯应试统一考试（50分）向统一考试与体

育素质综合评价考试（60分）过度，其中统一考试仍是50分，增
加的10分为体育素质综合评价，体育素质综合评价为《体育与健
康》学科考核（6分）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4分），
将其纳入到了中考体育当中，不仅强化了课堂教学，还为体育锻
炼起到了重要作用。

3　结论与建议
1.学校、家长、学生对体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初中各

级学生对体育课兴趣逐渐下降，应加大对中考体育的宣传工作，
提升家长与学生的重视程度。

2.成都市中考体育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加强学生体育锻炼，
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和运动技能水平，但现阶段的中考体育“应试
化”痕迹突出，，因此，需整合各种教育资源，充分调动各种优秀
教育资源来促进学生的体育学习，同时合理设置和规划体育课程，
重视学生体育成绩和上课积极性与兴趣的同步发展。

3.教师教学技能和教学形式的单一，需加强体育教师专业能
力的发展、增加体育教师队伍之间交流沟通和业务培训工作，从
而不断提高体育教育教学、教法水平。

4.体育场地有限、设施设备的投入不足，导致课堂安全性程
度弱，学生上课活动范围有限，应加大学校体育经费的投入，不
断完善体育场地设施设备，保障运动器械的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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