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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里办集市
小学生当掌柜

本报讯 “走过路过，千万

不要错过，大甩卖了！”“八成新

的绘本，买一套就送一支圆珠

笔！”……近日，我市渭滨区经

二路小学举办了一场“集市”售

卖活动（见上图）。“集市”上，吆

喝声此起彼伏，摊主们正是该

校的学生。

走过一排一排的摊位，你

会看到摊位虽小，但物品却琳

琅满目，摆放得整齐有序，其中

既有书籍、画笔，也有玩具、自

制小工艺品等。“集市”正式开

市后，“小掌柜”们为了招徕生

意使出了浑身解数。只见，有的

学生推出了买一送一的促销活

动 ；有的用自制的纸喇叭叫卖，

吸引眼球 ；有的则举着自制的

宣传板四处推销，整个活动现

场呈现出一派热闹的景象。 

经二路小学负责人说，本

次活动对于孩子们来说是非常

有意义的实践体验活动，学生

把平时闲置在家的各种物品带

到“集市”上进行售卖，让他们

初步了解买卖与交换过程中的

规则与方法，感受“买卖”带来

的乐趣，同时可以将所学的数

学知识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做

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今明两年高职扩招200万
生源呈现多元化特点

记者 12 月 8 日从教育部

了解到，今明两年高职院校扩

招 200 万人，目前扩招工作进展

比较顺利。为适应生源多元化

的特点，教育部采取多项措施，

确保质量型扩招。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

育司司长陈子季在当天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19 年政

府工作报告提出高职院校要扩

招 100 万，2020 年又提出今明

两年继续扩招 200 万。教育部门

通过分列招生计划、分类考试

评价、分别选拔录取等方式，让

更多达到条件的人有机会接受

高等职业教育。2019 年高职扩

招完成了 116 万，今年扩招工

作进展也比较顺利。

陈子季说，扩招后的生源更

加多元化，原来以普通高中毕业

生、中职毕业生为主，现在还有

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

工、高素质的农民、在职企业员

工等。

他介绍，为保证质量型扩

招，教育部门采取了多项措

施。一是精准设置适合扩招生

源特点的专业，有的职业学校

设置涉农单招专业，为退役军

人设置社会工作、救援技术

等专业。二是精确制定培养方

案，灵活组织教学，实行弹性

学制、弹性学期、弹性学时。三

是精细强化日常管理。加强分

类管理，实施单独编班，对学

习成果实施多元评价、过程性

评价。四是精心构建服务保障

体系。畅通职业教育与继续教

育的衔接渠道。

（据新华社）

把时间还给老师
把老师还给孩子

教书育人是老师的天职，
但现实中，老师们的时间却被
不少与教育教学无关的事务占
用。日前，教育部表示要加强中
小学教师减负督查力度，预计
年内所有省份都会出台减负清
单。真心希望，把时间还给老
师，把老师还给孩子！

教育减负已被强调多年，
在某些地方却“越减越肥”——
会议多、评比多、表格多、抽调
多，让老师们成了“表叔”“表
哥”，抽走了时间，分散了教学
精力。

从去年中办、国办印发相
关文件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
到今年初教育部提出“要把为
教师减负作为一件大事来抓”，
再到各地出台减负清单，为教
师减负的行动紧锣密鼓。但有
些地方老师们的真实感受却并
非如此，有老师反映说，甚至连
整理报送“减负成效”的总结汇
报材料，也成了压在一线教师
们身上一项新的负担。

这 些 不 合 理 的 负 担 来 自
哪 里？ 来 自“ 用 文 件 落 实 要
求 ”“ 以 表 格 回 应 清 单 ”的 形

式主义，将开会发文、填表报
数、台账记录、微信关注等作
为 评 价 学 校、教 师 工 作 是 否
落实的标准。也来自“人坐办
公室，情况看汇报”的官僚主
义，重留痕轻过程，只看材料
不看实际。有的事情重复做、
来回做。

这些不合理的负担来自哪
里？来自将教师当作应付工作

“利器”的懒政行为，因为师生
人数众多且教师在学生中拥有
话语权，因而要求教师让大家
下载安装、注册与教育教学无
关的各类APP，参加点赞投票、
人物评选、打卡签到……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为教
师减负，必要性已形成共识，执
行到位才是关键。必须力戒减
负“认认真真搞形式、扎扎实实
走过场”行为。

让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
人，把更多时间和精力花在孩
子们身上、投入到提升教学能
力中，把时间还给老师，把老师
还给孩子——这是教师和家长
的心声，也是全社会的呼声。

（据新华社）

科学应对体育考试新趋势
日前，云南省将中考体

育分值从 50 分提升到 100

分，与语文、数学、外语等

同。四川部分地市将中考体

育分值增加到 80 分。而且，

体育纳入高考的呼声也越

来越高。这些信息都传递出

一个信号——体育分值将

越来越高，在中高考中的地

位也将越来越重要。那么，

考生和家长应该如何应对

这个新趋势呢？

“别再剥夺孩子锻炼

的机会。”这是王斌的建

议。他说，上下学时，列电

中学门口堵车时间常常超

过一个小时。不少家长开

着车，想让孩子少走两步

路，少受一点儿冻，多学

一会儿知识。殊不知，这种

关爱其实是剥夺了孩子锻

炼的机会。为此，他建议家

长让孩子多走两步路，别

再剥夺孩子锻炼的机会。

同时，在家里，家长也可以

鼓励孩子积极参与家务劳

动。此外，青少年时期是学

习的黄金期，也是学生身

体素质养成的关键期，家

长在引导学生学习知识的

同时，不妨担负起好教练、

好陪练、好队友的角色，引

导孩子养成锻炼身体的好

习惯。

“临时抱佛脚的想法

不可取。”这是宝鸡市体

育运动学校副校长（市游

泳学校校长）刘立新的意

见。他说自从我省今年增

加 200 米游泳项目的消息

传出后，不少家长便找他

咨询游泳学习班或者突击

性提分技巧。他认为这是

家长越来越重视体育的表

现，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做

法不可取。因为，突击性锻

炼是为了考试而锻炼，或

许短时间可以提升分数，

却不利于孩子锻炼习惯的

养成，不利于孩子的健康

发展。他给家长的建议是，

让孩子提早开始准备，夯

实身体素质。首先，家长可

以引导孩子在扎实掌握体

育课知识的基础上，进行

跑、跳等运动，提高身体素

质。其次，家长可以根据孩

子的兴趣，选报体育锻炼

项目，并进行系统性、专业

性练习。

中考体育考试有了新变化
两份重磅文件落地，

给我市教育行业带来哪些

影响呢？宝鸡市教育局工

作人员、学校教师、考生及

家长的一致答案是 2021

年中考将发生新变化。

我市金台区列电中

学体育教研组组长王斌

说，2021 年 全 省 体 育 中

考整体变化不大，但细节

方面有调整。其中，最大的

调整是自 2021 年起，考生

因参加各级各类运动竞赛

获奖的免试全面取消。此

外，2021 年体育中考还有

3 个小调整 ：体育考试增

加 200 米游泳项目 ；篮球

技能增加全场运球选项 ；

体育中考的平时考核成绩

15 分，由原来的“体育课成

绩 9 分，《国家学生体质健

康标准》测试成绩 6 分”修

改为“体育与健康课成绩 6

分，《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

准》测试成绩 9 分”。不少

业内专家以及基层学校校

长、体育教师在看到文件

里的相关内容后感慨，学

校体育真的要进入一个新

的发展时期了。

宝鸡市教育局工作人

员在接受采访时说，全面

取消各类运动竞赛获奖的

免试主要是为了引导学生

从阶段性练习向长期性练

习转变，是重视体育锻炼

过程的表现。

王斌表示 ：“越来越

重视学生整体的身体素

质。”他解释说，篮球项目

增加全场运球选项，而且

降低篮球上篮的难度，其

实是降低了技能的考核，

突出了学生速度、耐力等

整体素质方面的考核。体

育中考平时考核成绩中的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测试的主要是学生的视

力、身高、体重等身体综合

素质，它的分值从 6 分升

到 9 分，自然也是重视学

生身体素质的表现。

在谈及学校体育的重

要意义时，宝鸡一中体育教

研组组长李鸿刚说，

无论是中省部门出

台重磅文件，还是

学校体育在社

会上引发的热

议，都是因为

太多人已经

意识到学

生 健 康

的重要性。这就要求体育教

师必须把体育教学上升到

对学生健康成长、对家庭幸

福甚至对整个国家发展重

要意义的高度上来，引导学

生全面健康成长。

体育教学实现新突破
自 2015 年起，我市便

将体育纳入中考，且分值

从 50 分增加到了 60 分。那

么，中考体育改革在我市实

施多年后，给我市的体育教

学、中小学生体育运动等带

来了哪些影响呢？

“最直观的影响是，增

加了体育课的课时，还有

不少体育创新之举。”李鸿

刚说，宝鸡一中的体育课

从每周两节增加到每周三

节 ；同时，他们给学生布

置的家庭作业中增加了体

育家庭作业，引导学生加

强锻炼。此外，为了带动全

校学生运动，他们修改了

学校体育赛事的规则。例

如，班级篮球比赛，他们要

求初赛和复赛的参赛队员

不重复，而且每节比赛的

队员也要重新更换，旨在

引导全员运动。

“体育老师不再‘被生

病’。”说起影响，列电中学

教师韩文欣喜地说，体育老

师原本是身体最健康的，但

以前，不少学校会打着体育

老师生病的借口占用体育

课。如今，体育老师再也不

会“被生病”，体育课不再被

随意占用。而且，列电中学

还在每次家长会上挤出宝

贵的时间，让体育老师上台

讲述体育的重要性以及体

育练习小妙招等。

“校外运动场上的学

生，特别是小学生越来越

多。”家住市区渭水苑小

区的杨静有了新发现。杨

静说 ：“以往，顺着渭河两

岸散步，满眼尽是中老年

人在跳广场舞、打球、踢

球。如今，参与运动的学生

越来越多，特别是暑假和

周末，有的孩子三五成群，

自由组队，打篮球、踢足

球 ；有的孩子则跟着教练

学习篮球、足球基本功，

让整个运动公园更有活力

和生机。”

“从小孩到大人，运动

观念在改变。”这是家住市

区东风路的陈伟民最近常

感慨的一句话。他说 ：“补

课，我们一般的理解是补

语数外文化课。当我第一

次听到妻子说要给孩子补

体育课的时候，觉得太稀

奇了，笑了半天。后来在

陪着孩子补体育课的过程

中，我慢慢发现，体育课才

是最该补的课。渐渐地，我

跟妻子也主动加入到体育

锻炼中。而且，我发现不少

家长同我们一样，因为陪

孩子锻炼，自己也加入到

了强身健体的队伍中。”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

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这是继《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

见》之后，国家指导学校体育工作的又一份重磅文件。这两份文件给我市中小

学学校体育给予了新定位，明确了新要求，提出了新举措。学校体育要把握新

的发展机遇，同时也要积极应对新挑战，深入、有效推动改革与发展。

韩文 摄

中小学学校体育迎来新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