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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近日发布《义务教育
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 年
版）》（下称“新课标”）。新课标将
于 2022年秋季学期开始正式施
行。作为未来十年我国基础体育
教育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它的出
炉备受关注。与过去的旧版课程
标准比，新课标有哪些变化？凸
显哪些特色？有哪些新要求？

体育仍是“第三主科”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
标准（2022年版）》显示，从今年
9月起，全国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各年级均要开设“体育与健康”
课，其占总课时比例10%—11%，
仅次于语文（20%—22%）、数学
（13%—15%）。

对于网上“课时增加，体育
取代外语，成为第三主科”等说
法，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
准研制组和修订组组长季浏表
示，这些观点并不准确，“与
2001 年版、2011 年版的课标相
比，新课标中体育与健康的课时
占比虽是 10%—11%，但课时数
并未增加，20 年来一直是每周
小学 1 年级至 2 年级 4 节体育
课，3年级至初三3节体育课。”

南京理工大学动商研究院
院长王宗平认为，十年前体育就
已经是第三主科，新课标之所以
被误读，源于应试教育对学校体
育的挤压，使体育在学校教育中
始终处在非主流地位。“我国加
强学校体育的政策体系已较为
完备，但怎么把措施扎实落地到
基层中、实际工作中，才是关键。

因此，‘开齐开足体育课’仍需被
反复提及。”

新课标共 148 页，分为七
章。其中，“课程内容”着墨 90多
页，除基本运动技能、体能、健康
教育外，“专项运动技能”部分收
录了六大类运动，分别是：球类、
田径、体操、水上或冰雪、中华传
统体育和新兴体育，每类运动包
含若干运动项目。学校可根据实
际情况，创造性地选择和设计其
他运动项目课程内容。

“新课标除传统体育项目
外，还收录了攀岩、滑板、花样跳
绳等，不仅能培养学生的中华民
族认同感、文化自信，还能引导
他们从兴趣出发，尝试参与新兴
运动，相信今后能涌现更多的苏
翊鸣、谷爱凌。”王宗平说。

教“干货”
重“实战”

与旧版相比，新课标将以培
养学生“核心素养”为导向。

新课标这样定义“核心素
养”——学生通过体育与健康课
程学习而逐步形成的正确价值
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包括
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
等。

季浏表示，整个教学设计、
教学实施都将围绕核心素养，在
教学内容上，将摒弃过去单一技
术和单一知识点的碎片化教学，
提倡结构化的运动知识和技能
教学。

他以教篮球为例。过去一节
体育课可能只教双手胸前传球，

而现在一堂课不能只教单个技
术，而要教组合技术，如传球、运
球、跑篮。“新课标强调知识与知
识间、技术与技术间的关联性，
体育课要教组合技术、有对抗练
习和完整技术展示，让孩子能上
场比赛。”

新课标倡导大单元教学，强
调对一个项目的完整学习和体
验。一个大单元最低由 18学时
组成，比如一段时间连续学篮
球，让学生对篮球有完整体验和
基本掌握，不再像过去一节课就
教一个项目的一个技术，甚至这
节教篮球，下节教武术，再下节
教田径。

此外，新课标强调在体育教
学中创造复杂的运动情境。季浏
说，过去的教学经常原地不动做
动作或按一个固定线路做动作，
而真正篮球、足球比赛瞬息万
变，未来的课堂要模拟真实运动
情境，创造出复杂、动态、变化的
场景。王宗平说：“在丰富的应用

情境中评价学到的技能，学生的
集体主义、团队合作精神、抗挫
能力等素养都能得到提升。”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分
校体育老师李世光说：“新课标
高度聚集学生核心素养，很多方
法源于基层，不管什么地域、什
么层次的学校，只要落实‘教会、
勤练、常赛’，学校体育一定能上
台阶。”

“不出汗的体育课”
将成历史

新课标的一大亮点，是对体
育与健康课程提出了学业质量
标准。

季浏解读说，学业质量是指
学生在完成体育与健康课程某
一水平学习后的学业成就表现，
用以反映学生课程目标的达成
度，这样，对学生核心素养水平
的评价就有了标准。

比如，就体能而言，不同学
段，学生必须要达到体质健康标
准的合格水平；再比如，每个学
生每周至少进行 3次体育锻炼，
每次半小时到 1小时之间；像球
类项目“水平三”学业质量的标
准之一，是要求学生能参与班级
内较为正式的教学比赛……

“这些学业质量标准有的是
定量，有的是定性，这是过去的
体育课标没有的。用这个标准去
引导‘教’和‘学’，目的是督促学
生积极参与课内体育学习及课
外体育锻炼。”季浏说。

新课标对体育课的运动负
荷标准作了界定，提出要“科学
设置运动负荷”，每节课应达到
中高运动强度，班级所有学生平
均心率原则上在每分钟 140 次
—160次。

“孩子们的体育锻炼需要强
度。”王宗平表示，如果是无难
度、无强度、无对抗、不喘气、不
心跳、不出汗的体育课，无法磨
炼学生意志品质。

季浏说：“之所以这样规定，
是为了解决体育课‘不出汗’的
问题，是为了让学生充分地‘动’
起来，以获得运动效果、教育效
果。规定是有充分的科学依据、
大量的实践成果做支撑的。我个
人看来，如果新课标能得到很好
实施，体育教师能严格执行，家
长能积极配合，显著改善我国学
生体质健康状况指日可待。”

新课标还对幼小衔接、学生
个体差异、提升女生体育课兴趣
度与参与度等问题提出了解决
办法。

据新华社

作为第三主科，“不出汗的体育课”将成为历史

未来十年，中小学体育课这样上

健 身 教 练 、碳 排 放 管 理
师、收纳整理师、家庭教育指
导师……眼下正值春招旺季，
网络上各类技能培训考证广告
令人眼花缭乱。与数百、数千元
培训费相比，动辄月薪上万元的
承诺令不少求职者怦然心动。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培训机
构以新职业的职业资格为名开
展培训，乱收费、滥发证，不少求
职者被“割韭菜”。

“权威认证”
可能是“坑”

记者在网上搜索“资格证”
发现，各类虚假宣传层出不穷。

有些培训广告夸大证书含金
量、就业前景，宣称“碳排放管理
高级证书，兼职挂靠月入过万”,

“家庭教育指导师岗位缺口数百
万，拿下证书就有了金饭碗”。

记者点开一个名为“2022
年注册消防工程师报考服务中
心”的网页，上面有“证书收入
高”“不坐班拿高薪”等字样，称

“兼职可达 8万元—11万元，全
职达 18万元—25万元，证书价
值目前仍在上升中”。业内人士
指出，消防工程师兼职实际上难
以达到这个收入水平。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培训机
构混淆培训证书与职业资格证
的区别，称“培训证书是国家要

求的入职门槛”。事实上，包括网
上炒作的“碳排放管理师”等在
内的一些职业，并不在《国家职
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中。

据了解，《国家职业资格目
录（2021 年版）》中共计 72项职
业资格，其中专业技术人员职业
资格 59项，技能人员职业资格
13 项。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专业能力技术处相关工
作人员在回复网友咨询时表示，
网上一些培训机构声称的所谓
技能培训证书，与国家认可的职
业资格证书并不是一回事，建议
谨慎看待。

还有的培训机构为获取学员
信任，“拉大旗作虎皮”声称挂靠
权威机构。近日，由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事业单位人事服务中心
主办的网络教育培训专业平台
——中国国家人事人才培训网发
布公告，称接到投诉和举报，有机
构以该网名义进行虚假、夸大宣
传等行为，“极大地误导了学员，
严重损害了学员权益”。

多办证优惠
诱借消费贷

近年来，我国技术技能职业
类社会服务行业市场活跃，在巨
大的利益诱惑下，培训认证成了
一些机构的牟利工具，衍生的

“卖证”行为损害了消费者合法

权益。
一名资深健身教练说，现在

很多培训机构宣称健身教练资
格证不用考试，不到现场就能
办。

在记者咨询中，有机构发来
证书图片，称“最快 4天就给你
寄出来”。机构客服称可办理健
身教练、游泳教练、足球教练等
证书；等级不同，收取的费用也
不同，高级证书收费 500 元左
右；如果办理多个证书可以适当
优惠。

记者调查发现，针对一些毕
业不久的大学生客户，有的培训
机构为牟利甚至诱导学员借消
费贷。

一家培训机构负责人介绍，
仅需 4680元参加线上培训就可
以拿到心理咨询师证；如果报名
8480 元的“尊享成师班”，除了

心理咨询师证书外，还可以领取
青少年指导师以及婚姻情感咨
询师证件。“钱不够的话，可以使
用网贷分3期到24期偿还。”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一
份调研报告显示，近一年来北京
法院审理的 128 件涉考证培训
纠纷案件中，原告为毕业不久大
学生的案件比例高达72%，由于
该部分人群本身经济能力较弱，
部分机构诱导学员与其关联公
司签订消费贷合同，从而牟取额
外收益。

记者调查发现，有些机构所
谓的技能培训，甚至涉嫌诈骗。
安徽一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对
外宣称，可以帮助报考、办理健
康管理师、营养师等国家权威部
门认证的证书。客户与该公司取
得联系后，工作人员以辅导费、
书本费、报考费、包过费等各种

理由收取高额费用。
警方发现，该机构甚至事先

准备好“话术”套路，以证件有国
家资质、安排到医院或体检中心
就业、不过包退学费等“花言巧
语”诱骗缴费。被查处时，该机构
先后骗了 3000多人，涉全国 25
个省市，涉案金额800多万元。

加大“山寨证书”
治理力度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印发关于开展技术技能类“山
寨证书”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
对面向社会开展的与技能人员
和专业技术人员相关的技术技
能类培训评价发证活动进行专
项治理。

不少培训乱象发生在新职
业领域。贵州梦动科技有限公司
助理总裁马进建议，相关部门在
发布新职业时，同步发布统一的
职业技能标准和评价机制，减少
政策空白。

专家提醒，培训考证不要盲
目跟风。要辨别培训机构是否正
规、培训是否适合自己、证书有
多大的含金量，报名时一定要签
好合同，保留转账凭证。一旦发
现有上当受骗的情况，立即报案
并固定证据，寻求司法途径来保
护合法权益。

据新华社

培训证书考过即可“月入过万”，靠谱吗
部分培训机构乱收费滥发证，不少求职者被“割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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