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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体育中考 100 分改革对云南基础教育综合影响研究 
熊娅茜 1  刘坚 通讯作者 

（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体育中考的改革，是学校体育的风向标，体育中考要充分发挥“指挥棒”的作用。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

方法，将云南省体育中考 100 分改革对云南基础教育产生影响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体育中考存在“应试化”特点，要树立正确体

育观；加强师资能力专业化；进行“育人”为主的教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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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体育中考改革的初心就是要增强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当

前社会学业繁重，越来越多的文化补习早已占用学生的课外活动时

间，学习压力铺面而来，喘息空间不断压缩，“小胖墩”、“眼镜党”、

“手机奴”络绎不绝。借助体育中考改革契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培养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促进学校体育的发展 ，加强对学生体

质健康的重视程度。 

1 云南省体育中考制度改革变化 

近年来，中学生体质健康不增反而逐年下降，在基础教育中体

育活动难以得到充分重视，这也导致了中学生视力不良、肥胖问题、

身体素质下降等问题，云南省体育中考改革变化也绝非偶然。云南

省从 2020 年开始将体育中考分值原有 50 分增加至 100 分，其中体

质监测占 60 分，体能与技能占 40 分，一跃成为“第四门”主课[1]。 

考试方式也从原有三年一考改为一年一考，初中三年的体育分

暂定为 20%、40%、40%，从过去的“一锤定音”转化为更注重过

程性评价。在技能考试中更是搭建三大球、田径、武术、健美操等

多个项目给学生选择。一方面，不仅保障体育中考各项考试工作的

严肃性和公允性；另一方面，对考生也更人性化，给予考生更能证

明自己能力的机会[2]。 

2 云南省体育中考 100 分改革对云南基础教育的影响 

2.1 云南省体育中考 100 分改革对初中学生的影响 

学生是体育教学活动的主体，正所谓思想是行动的指南，学生

对体育的重视程度直接影响着体育活动参与情况与体育锻炼的养

成[3]。初中阶段是学生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体育中考 100 分的改

革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主动参与体育锻炼的重视度和积极性，同

时考试方式的转变也使过去存在“投机取巧”的学生端正体育锻炼

态度，学生愿意投入更多时间参与体育活动，有充分的运动强度和

负荷提高学生身体素质。 

2.云南省体育中考 100 分改革对初中学生家长的影响 

体育中考 100 分改革在初中学生家长群体中引起轩然大波，同

时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两种“极端”群体。一种是质疑的声音，担心

出现特殊孩子群体不公平现象、体育中考 100 分比例过大、增加学

生负担导致压力过大、担心考试出现不公平现象等；而另一种则是

盲目跟风，家长缺乏对中考体育的正确认识，只关心考试成绩，对

学生身体素质和终身体育意识不够，出现为了使孩子考上好学校，

以提高成绩为最终目标，强迫孩子不断加强体育锻炼、毫无科学性，

忽略孩子的主观感受。 

2.3 云南省体育中考 100 分改革对体育教师的影响 

随着体育中考改革，激发体育教师的工作热情，认真进行备课

和教学。随着分值大幅度增加、选考项目之多，体育教师的任务也

随之加重，这也要求体育教师掌握专业技能的多样性。但同时也要

避免走向“考什么”就“教什么”的死胡同，体育的及格率、分数

紧扣体育教师自身利益；体育中考 100 的增加，在中考总分中占有

一定分量，吸引学校“升学率”的目光，学校也会给体育教师压力，

迫使体育教师对学生进行“应试教学”，这正是教学中功利性源头，

同时也不是体育中考改革的初心。 

2.4 云南省体育中考 100 分改革对体育教学内容的影响 

在培养当代学生体质健康的同时，更应该把重点落在锻炼意志

和品行之上，1.享受运动乐趣 2.增强体质 3.健全人格 4.锤炼意志 5.

促进智力发展。但在当今体育教学中仍出现这种偏差，只注重专业

技能的教学、身体素质的训练，学生在活动过程中是否感兴趣、享

受到运动带来的身心愉悦、在教学过程中是否使学生养成一种持续

的体育习惯和良好的健康意识、是否使学生通过体育教育了解参与

体育活动的意义和价值等，在教学过程中这些方面还有所忽略。 

3 结论与建议 

3.1 树立正确体育观 

应合理规划体育锻炼时间，在文化课程学习和体育活动之间寻

求平衡点，在文化课学习的同时也要兼顾体育锻炼，并保障每天有

一个小时的体育活动，“德智体美劳”五育共同发展，在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的同时，也要保障学生的个性发展。避免“应试化”和“唯

考试论”，家长和教师是学生受影响最大的两个群体，因此教师应

向学生树立正确的体育观；同时借助社会力量传播正确的导向，让

家长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转变，为学生在校期间和校外的学习、

生活，也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3.2 加强师资能力专业化 

在学校体育工作中，体育教师是关键，体育教师自身的专业技

术能力和素养也是重要因素之一。现在普遍存在一个年级几个班级

甚至十几个班级只配有 1-2 个教师，师资力量不足，教师精力跟不

上。中小学阶段是学校体育技能的关键期，在体育中考改革的契机

下，我们要加强师资队伍和能力的建设，建设一支专业水平高、教

学理念先进和教学方法科学的体育教师队伍，以确保课题教学的效

率，取得高质量的教学效果。才能更好开展学校体育活动，上好体

育课，以促进中考体育改革顺利实施。 

3.3“育人”为主的教学观 

在教学过程中，提高理论知识的传授，在运动过程中，项目理

论知识的提高可以让学生对项目有更深刻的理解。采取激励的方式

鼓励学生，教学过程可以通过生动的语言法和标准的示范进行教

学，学生遇到困难时，帮助他们树立自信心。可以通过比赛的方式

同学间相互合作克服困难锻炼意志，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学校可以

开展体育比赛或体育知识竞赛，通过校园广播播放关于体育明星故

事、体育新闻等扩宽学生体育知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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