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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运动会纪录40年无人破——

好日子为何养出弱孩子？
新华社记者 何晨阳 张荣锋 杨稳玺

女子800米纪录是1977年创造
的、女子 100 米纪录要追溯到 1979
年、男子110米栏纪录为1981年创
造……据我国东北某省会城市学生
体育艺术发展中心的统计，当地的
中学生运动会纪录普遍“沉睡”多
年，有的项目甚至40年无人打破。

“现在的全市运动会，相当于过
去学校运动会的水平，而且成绩还
在往下走。”提供数据的该学生体育
艺术发展中心主任说。

与中学生运动会纪录多年无人
破相对应的，是一些处于低位的青
少年体质健康指标。近日，广州市教
育局公布的 2016 学年中小学生体
质健康状况抽测结果显示，对比《国
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抽测优秀率
仅 2.6％，不及格率达 16.2％，重度
近视率为49.8％。

据中国教育协会体育分会会长
毛振明介绍，30 年来，包括体能方
面的跑、跳、投掷等指标，我国学生
体质健康国家标准一直在降。

“这几年从统招学生中挑人进
校队越来越难，孩子们个头高了、身
体胖了，但耐力、爆发力等身体素质
却不如以前。”陕西某高校体育教研
部定向越野项目指导教师说。

高了胖了，

耐力爆发力却弱了

业内人士表示，学校体育、社会体育、竞
技体育相互之间缺乏支撑和内在联系，“三
张皮”没有缝成“一件袄”，导致学校体育缺
少社会体育的课外支持，竞技体育在组织孩
子们普及锻炼方面仍有提升余地。一位不愿
透露姓名的西部某省会城市体育局负责人
表示，目前我国多地体育系统与教育部门并
没有形成成熟的人才共育体制机制，难以调
动孩子运动的积极性。

同时，源自孩子、服务孩子的青少年体育
俱乐部需要进一步扶持，以激发其活力。国家
体育总局青少司统计显示，我国各级各类青
少年社会体育组织有7000个左右，而在美国，

仅体操一项就有5000个左右。北方民族大学
体育学院教师刘和昌表示，由于青少年体育
俱乐部等社会体育组织是民办性质，由体育
主管部门支持建设，场地却属于教育主管部
门管理下的学校，在场地使用、经费支持等方
面仍有待探索出激励性更强的政策。

此外，一些家长的观念也需要改变。“我
们小时候课余时间踢足球、打篮球都‘玩疯
了’，现在的家长却生怕孩子磕着碰着，有的
甚至为此找老师、找学校。”宁夏银川市体育
总会秘书长丁晓晶说，家长的态度对孩子的
影响最直接，他们对体育运动的“看法”，有
时对孩子的选择是决定性的。

“三张皮”如何缝成“一件袄”

专家建议，生活水平提高了，孩子不
能越养越弱。应加强青少年健康素养和
运动技能的培育，整合社会、学校、家庭
力量参与，倡导家庭体育，让运动健身真
正成为青少年的生活习惯。

虽然今年 4 月教育部发布了《中小
学校体育工作督导评估办法》，但记者梳
理发现，不少省份的细则至今仍未出台，
多位体育部门工作人员建议，将学生的
达标测评纳入学校的考核范围，适当提
升体育课比重，探索对青少年体质健康
水平持续下降的地区实行问责。

刘和昌说，青少年正处于人生发展
和行为塑造的关键时期，可构建相关学
科教学和教育活动相结合、课堂教育与
课外实践相结合、经常性宣传教育与集
中式宣传教育相结合的健康教育模式，
以加强青少年健康素养教育和运动技能
教育。

西安体育学院运动训练系教授、博
士生导师黄谦等建议，在继续加大力度
助推中小学校向社会开放体育场馆的同
时，应鼓励体育部门、相关协会、社区等
广泛推广亲子、家庭体育运动项目，通过
举办家庭趣味田径赛、智慧体育进家庭
等活动，让体育运动在社区、家庭扎根。

（据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日子好了，

不能养出弱孩子

中学生运动会纪录“沉睡”40年无人
破、高中班里引体向上少有人达标、体育课
长跑改短跑……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随
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我国中小学生身高、
体重等身体指标均有不同程度提升，但体
质下滑引发“好日子养出弱孩子”的担忧，
被广泛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