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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课堂课堂

培养运动素养,体育家庭作业该如何做？

如何调适重组家庭的亲子关系

中考体育成硬指标“依考定练”有悖政策初衷

聚焦焦

■ 冯永平

前不久，教育部在“关于印发《教育部教材局
2021工作要点》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将印发国防教
育和爱国尚武精神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这对于
当前传承优秀文化传统、弘扬文化自信的宣传教育
和家庭教育，无疑又是一大利好消息。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尚武的精神和传统。文
能安邦治国，武能策马平天下，是中国人几千年来追
求的至高理想境界。

然而，在经济建设为主的今天，曾有人说，在和
平年代提倡尚武、习练武术没必要。这其实大错特
错，首先，在尚武精神鼓舞下，习练武术可以保护自
身安全；其次，能锤炼人的精神和意志；第三，能强健
身体，使人动作反应及思维敏捷；第四，是坚持文化
自信、传承优秀民族文化、弘扬优良民族传统的一个
好方法。

今天的孩子生活在一个无比幸福的时代，但很
多孩子得了一些现代病和富贵病，娇生惯养，弱不禁
风，吃不得苦，受不起挫折；本该在外面跑跑跳跳，却
窝在家里看电脑玩手机，戴的小眼镜像瓶底厚。少
年正如初升的太阳，又如雏鹰高飞，应有劈波斩浪的
精神。诗人李白说过：“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
开国领袖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写道：“恰同学少
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
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
舟。”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
球”，是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中的观点，今天
依然有现实意义。振兴中华，实现伟大的中国梦离
不开少年为之奋斗终生。勤于习武练武，恰是儿童
少年磨炼精神意志、强健体魄的绝好途径。习武须
先修德，这是入门的基本要求；习武练武需要不怕吃
苦的精神，坚持下来，筋长骨健，会使孩子倍感坚持
的价值；同时，也能培养孩子的自信心，使之懂得团
结和谦让，强中更有强中手，高人背后有高人。

有的家长担心孩子弱，不是习武练拳的料；有的
家长担心习武练拳耽误学习时间。据资料记载，霍
元甲小时候体弱，父亲禁止他习武。霍元甲年少志
高，偷偷练武，长大后成为名震津门的一代大侠，并
创立了“精武体育会”。汉代班超本“久事笔砚间”，
但他能文亦能武，后来投笔从戎，以区区三十人的力
量，两次出使西域，击杀匈奴使团，威震西域诸国。
秋瑾为救国而恃枪仗剑，与腐朽的清政府英勇斗争，
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这些中华英杰，从没因习武
而影响自己的报国之大业。

家长不必担心孩子是不是习拳练武的材料，只
要用心练武，至少身体强健，磨炼意志。自古以来，
危难关头敢于挺身而出担当大义的多是能文又能武
者，班超是，祖逖是，陈再道将军是，许世友将军是。
周恩来总理当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为了强身
健体，拜名扬京津的津门大侠韩慕侠习练形意拳。
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巧逢韩慕侠担任
军校武术教官。师徒重逢，周恩来再度学艺，受益终身。

当然，培养孩子爱国尚武精神不是都把孩子培养成武术家，而
是广泛培养孩子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让他们掌握良好的强身
健体方法，习有形招式，修无形的文化，强健精神，增强文化自信，
热爱祖国，这无疑是更务实的。

引导孩子习练中华武术，培养尚武精神关键在于以下几点：首
先强调以德为先，培养兴趣；二是做家校配合，家长结合学校教育，
在家庭中给孩子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指导；三是在课余时间给孩子
报一个正规的武术班，或者寻找合适的武术教师，帮孩子联系几个
志同道合的武术爱好者，一起切磋学习。

当然，现代社会培养孩子的尚武精神无须只限于练习踢打摔
拿等搏击格斗之术，其含义也应更广，骑车、跑步、游泳、打球，都可
以宽泛地归并到尚武层面上。

中华民族尚武精神不是争强斗狠，不是暴力和侵略，而是一种
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是一种愈挫愈奋的斗志与激情。培养
孩子承继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优秀而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力量是
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责任。相信，那种“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
民族精神和英雄气概，会永远激励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勇立世界
民族之林。

（作者系浙江省妇女干部学校《家庭教育》杂志副编审）

■ 何颖

一天，我正在和朋友聊“育儿经”，放学回来的儿子捧着一张奖
状走到我面前，朋友羡慕地说：“你儿子太厉害了！你是怎么培养
的？”我笑着回答：“我只是看见了他‘隐形的翅膀’。”

我告诉朋友，几个月前，我也头疼自己的孩子不长进。但是一
件小事，改变了我原来的看法。

那天，儿子兴冲冲地说想报名参加班上的科技小组。看着儿
子期待的眼神，我本想答应他，可想到他恼人的成绩，散漫的学习
态度，便冷冷地回应他：“参加科技小组有什么用？有这个时间，不
如多学习，把成绩提高才是正事！”儿子听了，神情黯淡下来。几天
后，儿子班主任来家访。我得知儿子最近上课经常做小动作，还带
动周围的同学效仿他，他把时间和兴趣全花在摆弄科技小实验上，
学习成绩落后成班上倒数。老师建议我，不仅要关注孩子学习成
绩，还要关注孩子的其他优点！听了老师的话，我心中有所触动。

随后，我跟儿子进行了一次正式的谈话。我真诚地向他道歉：
“儿子，对不起！妈妈之前太看重你的学习成绩，忽略了你的感受，
妈妈向你道歉。我看你那么喜欢科技小组，明天咱们就报名参
加！”儿子愣住了，紧接着露出笑容，也向我检讨：“我也不对，不该
不认真学习，考试没考好，让您失望了！”听了孩子的话，我一把搂
住他，心里有种释然的感觉。

此后，我开始重视儿子的其他优点。儿子爱劳动，我就给他指
派家务活；儿子爱动手，我就让他把拆坏的玩具组装回去；儿子爱
科学，我就给他报名参加科技活动……渐渐地，我们的关系越来越
好，儿子的学习成绩也有了提高。

每个孩子都有优点，只是有些优点被家长忽略了，这些不被看
见的优点，就像孩子“隐形的翅膀”，如果我们家长能创造适宜的条
件，给孩子一个飞翔的空间，孩子的潜力就会被发掘出来，他们也
会更快乐。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陈若葵

据教育部消息，目前全国各地都已
推进体育中考，分值从30分到100分
不等。从2021年起，绝大多数省份体
育中考分值都会增加，且增加幅度较
大，同时将改进中考体育测试内容和
计分办法，科学确定并逐步提高分值，
不断提升中考体育科学性、示范性和
引领性。

中考体育分值的提升，加大了在学
生中考总成绩中所占的权重。对此，家
长、学生、老师怎么看？培养孩子的运
动素养、提升身体素质的初衷，会不会
被考试牵着走，导致孩子“依考定学”？
家校怎么配合，以协助学生积极应对？

给孩子“加餐”体育热起来

据媒体报道，2021年北京中考体
育分值为40分，长春50分，河南和广州
70分，山东从2023年开始调整到60
分，而云南2020年9月份入学的七年
级学生未来的中考体育成绩为100分。

面对各地的中考体育新政，家长和
学生既有“多了一项家庭作业”的顾虑，
有如高考“一分一操场”的担忧，也意识
到这一改革带来的“强制性”——学生
必须实实在在地花更多的时间在体育
运动上了。

自2020年秋季开学，北京家长宋
爽每周六带女儿到体育培训班，练习篮
球绕杆、800米跑，跟着教练进行体能
锻炼。宋爽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
者：“我女儿今年读初三，学习成绩稳居
年级二三十名，但体育却是个老大难，
以她目前的状况，要想拿满分是不可能
的，体育中考一直是她的负担。”今年暑
假，宋爽和先生每天陪女儿打羽毛球或

跑步，让她有意识地坚持锻炼。“开学了
学校有体育课，再加上每周一次的课外
培训，希望她尽快把这个短板补上，不
能让体育拖后腿。”

目前，北京市中考体育40分中包
括过程性考核10分、现场考试30分。
宋爽说：“2021年中考体育过程性考核
将新增体质健康标准，我女儿正好赶
上，所以，每天尽量挤出时间来运动，不
敢松懈。经过几个月的运动，女儿的体
能的确好了些，所以，我们比较认同这
项改革。”

“0.1秒就是1分的差距”“1分就可
能让孩子错失好学校”……有媒体调查
发现，随着体育被纳入中考并赋分100
分逐渐成为趋势后，家长们对体育的焦
虑有所升温，排解的出口就是给孩子

“加码”，体育培训市场日趋火爆。宋爽
只是给孩子恶补体育的众多家长之一。

篮球教练张腾告诉记者，虽然北京
中考体育的球类项目篮球绕杆、足球绕
杆、拍球垫球三选一，但选择篮球的最
多。自去年9月以来，自己周一至周五
晚上的预约量明显增加，周六日更是从
早上9点排到晚上8点。张腾的教练内
容除了篮球，还有女生 800 米、男生
1000米长跑和男女生实心球。

除了培训班，抢手的还有体育训练
场地。据媒体报道，“黄牛”伺机而动，
原价150元1小时的周末网球场地，可
以被转手卖到280元的高价。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也有部分家长
对于这项改革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担
忧，他们为是否增加孩子的运动时间而
纠结。北京家长田女士表示，政策的出
发点是好的，但落实起来有一定的难
度。现在的初中生，大多6点半起床就
奔学校，放学回家后有不少作业，晚上
10点半甚至11点才能睡觉。如果再安

排锻炼，孩子睡得会不会更晚、负担更
重？

各地中考体育新政出台，也令小学
生家长不淡定了：“等到我女儿中考时，
体育分值很有可能达到100了，对学生
的要求或许会更加细化，比如在完成程
度、速度、质量等方面加码，相应的技巧
肯定是要掌握的，家长未雨绸缪很有必
要。”女儿刚上小学二年级的秦佳阳说，

“游泳是必会的项目，我女儿已经在北
京一所体校学习蛙泳了，争取让她在两
年内学会四种泳姿。”

据了解，有些家长甚至从孩子幼儿
园开始送他们参加体育培训。“既然孩
子迟早要掌握一项体育技能，索性趁
早，从四五岁开始让儿子尝试游泳、滑
冰、各种球类等活动，由他自己比较、选
择一项感兴趣的坚持下来，练就一副好
身体，到中考时，想必儿子不会为体育
成绩发愁。”

重兴趣轻分数 避免“依考定学”

培训班的火爆和训练场地的紧俏，
足以证明部分家长对“考什么、学什么，
考什么、练什么”的认同。一些家长直
言，对体育科目薄弱的孩子，是否参加
培训，效果明显不同。比如，按学校要
求，北京一年级小学生跳绳及格数男女
生均为17个，但是满分的要求就大大
提高了，男生是 109 个，女生是 117
个。“如果孩子平时不练习，很难跳到满
分。而一个班四十个左右学生，要求老
师个别指导不太现实，这就不难理解为
什么跳绳班一度那么火爆了。”家长雷
女士说，“同样，要让孩子熟练掌握实心
球、立定跳远、引体向上等技艺，仅靠学
校体育课也显然不够。”

除了学校的体育课，家长开始舍得
投入精力、财力培养孩子的体育技能，
不能不说家长们对体育认知的加强。
然而，用“依考定学”“依考定练”的简单
思维定式来应对体育中考，有悖于学生
身心健康发展，也是对“体育入中考”政
策精神的误读。

近年来，儿童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受
到社会各界的关注。2019年7月，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教育教学
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提
出，让每位学生掌握1~2项运动技能。

在前不久教育部召开的第五场“教
育2020‘收官’系列新闻发布会”上，教
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

峰再次明确了“体育中考”的大趋势，并
表示，不管是田径、游泳、篮排足球，还
是乒乓球、羽毛球、武术等，学校体育课
必须立足于教会学生一项运动技能。

可以说，让孩子熟练掌握一项运动
技能，将其发展成为自己的兴趣爱好，
引导孩子更加重视体育、积极锻炼，是
提升中考体育分值的初衷。“我们不希
望学生成为仅会应付中考项目的考试
能手，不赞成学生单纯以应试的态度参
加体育运动。”北京一位资深的中学体
育老师表示。

相对于中考体育得分，孩子能否养
成运动的习惯显然更为重要。体操世
界冠军、退役后从事“快乐体操”培训的
范晔表示，幼儿阶段是培养孩子养成运
动习惯的启蒙阶段，所以，家长应把握
好这个阶段，让幼儿在运动中感受到乐
趣、产生兴趣、喜欢体育，进而树立热爱
运动的生活习惯。

孩子运动习惯的养成，需要家校配
合。近年来，全国很多地方都提出了体
育家庭作业的说法，但如何完成这项作
业，缺乏衡量指标，家长不好把握。
2020年12月，全国中小学和高校健康
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发布了《中国儿童
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行动方案（2020~
2030）》。方案要求，学生每节体育课运
动强度达到心率140-160次/分钟。而
这个指标，也适合于孩子在家的运动强
度。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党
委书记汪晓赞表示，学生佩戴心率带或
手环等智能监测设备，所有数据全都在
线上，体育老师能通过手机、平板电脑
监测到学生在体育课上和在家的运动
量、运动强度是否达标。因此，在家长
的督促下，孩子的家庭体育作业完成得
越好，其运动能力的提升也将越明显，
体育中考成绩也将不再是学生难啃的

“硬苦头”，他们也不会再被体育中考分
数牵着走。

孩子运动习惯的养成还与家庭体
育教育——家长的言传身教密不可
分。试想，一个整天不运动的家长，很
难让孩子爱上体育锻炼。这需要整个
社会的体育氛围进一步提高，帮助家长
形成体育自觉。当越来越多的家长将
体育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孩子才会在潜
移默化中养成体育习惯，保持对运动的
热情，拥有健康的身体和热爱运动的人
生，体育课及“依考定学”“依考定练”的
课外培训也将不再成为提升孩子体质
的主要手段。

妈妈手记手记

看见孩子“隐形的翅膀”

■ 闫瑞颖

很多人说后妈、后爸不好当。在亲
子关系中，重组家庭的亲子关系比较难
处理。重组家庭的孩子往往在原生家
庭破裂时，已经遭受过了一次创伤，新
家庭对他们而言又是一次人生变故，他
们大多是被动进入这场新的旅程的。

如何调适重组家庭的亲子关系？
我们不妨从以下方面入手。

夫妻双方要正确而客观地看待新
的亲子关系，非亲生是客观事实。不
能期待继父母完全如亲生父母一样，
这样，亲生父母更容易看到继父母对

孩子的好，促进了亲子关系和夫妻关
系。

夫妻双方需要更多信任。孩子是
跟随一方来到这个新家庭的，如果家庭
中的成人之间不信任，孩子能很快察
觉，而产生新的不安全感。所以，相互
间的信任是维系家庭稳定的重要因素。

耐心陪伴和等待。新的家庭需要
一段时间磨合，无论孩子还是成人，都
需要相互熟悉和适应。尤其是年龄偏
大一些的孩子，他们往往需要更长时间
来接受新的家庭成员。需要家长的爱、
耐心、尊重和陪伴，给予孩子们更多的
空间和时间慢慢接受。

及时沟通。一旦夫妻间在亲子问
题上有不舒适感，应及时与对方沟通，
不要积压情绪或妄加揣测，在亲子教育
上要原则一致。当觉察到孩子有情绪
时，及时与孩子坦诚沟通。

继父母不要在孩子面前批评他的
亲生父母。无论如何，孩子们都是爱父
母的，当他们听到不好的评价时，一定
会破坏新的亲子关系。

允许、鼓励孩子们爱他的亲生父
母。有些继父母觉得我对你这么好，你
却还是爱那个都不怎么管你的爸爸或
者妈妈，心理失衡，甚至抱怨孩子没良
心等。其实，继父母更宽容，反而能促

进亲子关系的发展，孩子心里会为继父
母留出一个温暖的空间。

多陪伴孩子。可以增进相互之间
的了解、信任，促进亲子关系的发展。

另外，孩子的亲生父母，千万不要
因为觉得亏欠孩子就过度补偿，溺爱反
而更不利于孩子的成长，也不利于与他
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重组家庭的夫妻，如果经过一段时
间的一些努力，还是难以推进亲子关系
的改善，甚至影响新的夫妻感情，应及
时寻求相关专业人士的帮助。

（作者系北京儿童医院精神心理科
医生）

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学生能跻身于优质
高中就读，未来进入重点大学的胜算会大得
多，因此，中考对初中生来说不可小觑。各
地教育主管部门出台的中考体育分值增加
的举措，令家长们普遍不淡定了——在学校
开足体育课的同时，家长也主动应对，想方
设法让孩子“动”起来，用行动对体育拖后腿
说“不”。

提高中考体育分值的目的是增强孩子
们的体质。相对于初二、初三学生的“急就
章”，家长营造爱运动的家庭氛围，使运动成
为一种家庭生活方式，更有益于孩子强身健
体，他们在中考中拿到理想的“体育满分”，
也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

教育观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