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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健的体魄，是我们一生的
财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
调：“加强青少年科学健身普及
和健康干预，让年轻一代在运动
中强意志、健身心。”

刚刚开始的春季学期，江
苏、安徽、海南等多地宣布，义务
教育学校推行课间休息15分钟、
保证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
间不低于2小时等举措。

课间多 5 分钟的意义有多
大？师资、场地、安全如何保
障？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
员就热点话题建言献策。

要有时间“动起来”
上海新纪元教育集团董事

长陈伟志委员去年两会就建议
保障中小学生课间活动时间。

“让孩子们身体强起来，这也是
教育强国的题中之义。这次全

国多个省份集中宣布实行‘课间
15 分钟’，足以看出，让孩子们

‘动起来’已成全社会的共识。”
南昌师范学院体育学院院

长程丽芬代表长期关注青少年
身心健康。她调研发现，目前中
小学校对学生运动锻炼的重视
程度明显提高。

“很多地方将课间10分钟优
化为15分钟，不少学校充分利用
教学楼内外空间资源，丰富课间活
动供给。要用好多出来的这5分
钟，让孩子们尽情地动起来、玩起
来、笑起来。”程丽芬代表感慨。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每天开
设一节体育课，不得出现“阴阳
课表”；高中阶段学生一周至少
要有三至四节体育课；上午、下
午各30分钟大课间……各地结
合自身实际，让孩子们收获每天
不低于2小时的活动时间。

“教育行政部门要不定时对
学校进行监督，经常询问家长和
学生体育课、大课间是否按时上
课、休息，杜绝‘走过场’。”河南
省郑州市上街区教育局副局长
沙宝琴代表说。

陈伟志委员表示，学校要合
理安排教学任务，避免各学科教
学“抢课时”挤占休息时间；还可
划分活动区域，安排教师或志愿
者在课间安全监督，保护孩子们
人身安全。对落实不力的学校，
教育行政部门要进行通报。

要科学“玩起来”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让孩子们“动起来”是德智体美
劳全面培养的重要一环，也是人
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期盼。

在安徽泾县千亩园学校，已
退役的专业摔跤运动员张玉蝶
一年多前通过公开招聘，成为这
里的体育教师。她在学校开设
的摔跤课，为喜爱运动的孩子们
提供了新的选择。

运动员与中小学生“双向奔
赴”，相互成就。山东单县第一
中学副校长兼排球队总教练樊
董伟代表从事体育教学20多年，
他建议支持退役运动员进校园、

聘请专业教练定期到学校指导
学生训练，盘活社会体育场馆等
资源改善教学条件。

家长观念转变也非常重
要。沙宝琴代表提出，学校应主
动向家长介绍体育活动安排，展
示锻炼对学生产生的积极影响。

多位代表委员建议，还应不
断完善学生安全事故责任认定
与赔偿机制，解除学生在校运动
的“后顾之忧”。

过去，体测是压在学生身上
的一座“大山”：在应试压力下，
体育课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负
担”。

有些地方开始探索多元化
的评价体系。北京市近日发布
的文件要求，学校要充分利用大
课间和课后服务，组织学生开展
不少于10个项目的轮换活动，确
保义务教育阶段每名学生掌握
至少2项运动技能。

要尽情“笑起来”
在“部长通道”上，教育部部

长怀进鹏表示，希望孩子们心里
有阳光、身体能出汗，为未来打
好基础。

备受关注的“小胖墩”“小眼
镜”问题怎么解决？

“必须让孩子们离开教室多

运动。”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
研究所副所长厉彦虎委员指出，
孩子们一定要在阳光下跑跳，这
对于骨骼、肌肉、身体代谢等方
面的发育很关键。

程丽芬代表说，运动是培育
青少年心理韧性的“天然良药”，
能增强学生抗挫折能力，培养意
志品质。厉彦虎委员还提出，体
育具有社交属性，一起运动可以
培养孩子们的社交能力。

每天大课间，重庆市城口县
岚天乡中心小学百余名学生，跳
起流传近千年的“钱棍舞”，既能
强身健体，也提升了他们对传统
文化的认同感。

在五禽戏的诞生地安徽亳
州，陈静代表近年来致力于这一
中华传统健身运动的传承推
广。她认为，结合当地传统文化
和特色、因地制宜发展校园运
动，有助于培养孩子们的终身运
动习惯。
“学校可与社会组织共同举办

赛事，为学生提供展示平台；还
可通过设立奖项等，表彰积极参
与体育活动的学生。”樊董伟代
表说，家长也要做好运动表率，
支持孩子参加相关兴趣课程和
赛事，分享运动带来的快乐和感
悟。 据新华社电

让公益性国学班进学校
拒绝“山寨军”误人子弟

在汪胜洋看来，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需要进行规范系统的学
习。“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简单
的知识传播，而是将价值观融合
在一起的深度学习。这些经典
著作字里行间就是教你如何做
人。”

汪胜洋认为，传播和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其切实的现
实需要。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当代化的要求。传承和弘扬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延续我们的
文化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声，也

是文化自信的表现。
但现在有些人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理解不到位，以讹传
讹的也很多。

他举例介绍说，人们常说
“三思而行”。《论语》中记载“季
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

‘再，斯可矣’”，意思是说，没有
必要“三思”，只要能“再思”也
就行了。孔子还说过一句话叫

“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意思是
先做好事情后再计较个人的得
失，这是高尚的品德。还有我
们常说，“言必信，行必果。”实
际孔子说的是，“言必信，行必
果，硁硁然小人哉！”意思是，说

出的话就一定守信，做了事就
一定有结果，这就是耿直固执
的小人啊。

“当下规范、系统、全面学
习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太
少了，相关的体制机制和制度
还不健全。”汪胜洋认为，正因
为社会上有这样的需求，各种
乱象就出来了，比如一些伪国
学班进行占卜、算命、风水、测
字行骗，推销书画作品敛财，或
传授、鼓吹传统陋习等糟粕内
容。

他向记者介绍了浦江学
堂，其招生对象主要是小学二
年级学生，学习时间包括每周

末半天和寒暑假的集中学习，
学习内容涵盖《论语》《孟子》
《大学》《中庸》等经典著作。“全
部的学习时间是 3+2 年，如果
把这些经典学下来，毫不夸张
地说，孩子的文言文水平不亚
于初中语文老师。”

“据我所知，浦江学堂对授
课老师有严格要求，至少是正规
大学毕业的中国古典文学、中文
系的博士，有的甚至是邀请教授
来授课。而非外面的一些所谓
国学班，对经典的解读是信口胡
说。”汪胜洋建议，应该让公益性
的国学班进学校，而非让一些

“山寨军”误人子弟。

推动优秀传统文化
系统性制度性进校园
他建议，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规范、系统、全面教育上升为
国家意志，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国民教育体系。融合优秀传
统文化与青少年价值观教育，在
教育过程中不断区分精华与糟
粕、优秀与落后。

他还建议，要提升优秀传统
文化的教材占比。“其中义务教育
阶段古诗词和古文的占比，可以从
原来的30%，逐步增加到50%。增
加大学阶段的语文和优秀传统文
化的课程教学内容，增加优秀传统
文化的必修课的比例，增加优秀传
统文化课程的数量和学分。”

汪胜洋还建议，要推动优秀
传统文化系统性、制度性进校
园，组织各类优质文化机构与学
校共建实践教育基地，丰富传播
教育内容和形式。

“我认为，教育部门要下决
心，把《论语》等经典著作系统地
带进课堂。”考虑到师资有限，汪
胜洋建议，所有师范类大学的语
文老师都要上经典课程，便于日
后在校园教孩子们。

“以浦江学堂为例，一个班
有 40 个孩子，其实这个人数已
经太多了。建议最好是形成小
班制，这样老师能关注到每个孩
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
必须是面对面的，不是简单看视
频就能学会的。”汪胜洋强调说。

全国政协委员汪胜洋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支招

依托学校课程推动系统性学习
由百家讲坛主讲人鲍

鹏山教授在2013年 9月
创建于上海浦东图书馆的
浦江学堂如今在全国有
100 多个班级。每次开

班，名额都被秒杀。可见，传统经典读物诵读对
家长和孩子来说很吃香。巨大的需求随之而来
的是市面上参差不齐的伪国学班应运而生。

今年的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
央委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汪胜洋带去了
一个话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进校园？”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让孩子们动起来、玩起来、笑起来”
——代表委员热议青少年运动锻炼

小学生在大课间跳长绳。 新华社 图

学生们在诵读国学经典。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