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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开展阳光体育运动要与我国现实国情相结合，要充分发挥体育部门和

学校领导及监督机构的作用；要以《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为主线，要从基层

做起，建立长效机制；培养学生体育锻炼的兴趣、养成锻炼的习惯。确保阳光体

育运动正常、持续、有效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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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推进素质教育，认真落实“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

把学校体育工作做好、做实，促进青少年的健康发展，在全国亿万学生中掀起体

育锻炼的热潮，2007 年 4 月 29 日，由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联合

发起的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全面起动。但是，还有不少人对阳光体育运的目标、

内容、意义以及如何推广阳光体育运动不甚了解，妨碍了阳光体育运动的顺利开

展。  

一、开展阳光体育运动的意义  

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的启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从科发展

观看，青少年学生是国家的未来主人，他们的健康体质是国家的财富，是社会进

步、国家昌盛的希望。开展阳光体育运动是新时期加强人才建设的战略措施和富

国强民之本；从人性化的角度看，开展阳光体育运动是落实“以人为本”的内在

要求，是加强和谐社会建设重要的物质基础；从教育本身看，是转变教育理念，

全方位提升办学的内涵与层次，提高全面发展素质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开展阳

光体育运动就是要通过阳光体育的抓手作用，使各级各类学校形成浓郁的校园体

育锻炼氛围和风气，培养学生体育锻炼的兴趣、养成锻炼的习惯，有助于培养学

生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意志坚强、充满活力。给国家带来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

财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有利条件。  

二、    开展阳光体育运动所面临的困难  

1、学习、就业压力造成学生体育锻炼时间不足  

素质教育已提倡多年，但高考、中考指挥棒的作用依然十分强势，部分学校为了

提升自己的知名度或影响力，自觉不自觉地将主要精力放在追求升学率上面，无

形中给学生带来了巨大的学习压力；家长为了孩子的未来，也迫于就业压力，别

无选择地将孩子往高考升学的独木桥上赶。因此，学生必然成为中考、高考制度

的牺牲品，根本没时间进行体育锻炼。  

     2、体育法规制度的贯彻和监督不力  

     近年来，国务院及有关部委先后出台了如《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

年体质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法规，要求学校严格执行国家课程计划，不得挤占

体育课和压缩体育锻炼时间，要保证学生每天一小时体育锻炼时间，但事实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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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课被随意挤占，课外活动只是应对检查，能够真正保质保量的开展课外体育活

动的学校比例太少，甚至有的学校高三年级学生根本不开设体育课。虽然体育中

考制度对学生体质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促进作用，但体育中考的监督不力也

值得关注。  

3、体育经费不足，场地器材短缺  

各高校扩招以后在改善学生住宿条件和教学设施等方面均作了大量投入。但是，

几乎所有高校都存在着体育场地建设滞后、设施设备和经费投入不足的情况，供

求矛盾十分突出，这一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必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学校体育的发

展。因此，市教育行政部门应督导各高校切实认真按照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

学校体育场馆设施、器材配备目录”及有关规定进行规划和建设必要的运动场

馆，足额拨给体育经费，为广大学生参加体育学习与课外体育锻炼提供各类丰富

的、数量充足的体育场地和设施设备，为增强大学生的体质健康提供强有力的后

勤保障。  

4、学生锻炼意识薄弱，没有养成体育锻炼习惯 

 学生体质下降的原因主要是体育锻炼不足，这既有体育锻炼时间、活动内容安排问题，也

有学生自身缺乏刻苦锻炼的意志问题。学生不爱参加体育锻炼，或参加活动时避重就轻，在

很多时候都是源自人本身的惰性。帮助他们克服惰性自然要靠改变他们正确对待体育的意

识。  
三、 对开展阳光体育运动的建议  
    1、完善相关法规体制  
    学校在开展阳光体育运动过程中，设立专项基金, 实行专款专用, 为开展阳光体育运动提供

经费保障机制。设立相关的领导机构,建立健全开展阳光体育运动的监督机制, 加强督导检查,
严格管理制度，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总结好的经验,及时进行宣传推广。对不认真落实的部门,
应提出严肃批评,并限期改正，严格惩奖制度。把体育课和阳光体育运动以及校内课外体育

活动以立法的形式体现出来，把学生体育成绩（学习或参与的态度等）和身体素质提高进度

（进入不同学校之初和结束对比）按一定的比例列入升学考试成绩的一部分。硬性的法规会

迫使学生重视、适应、习惯。转变应试教育体制，向素质教育迈进。  
2、转变观念完善管理机制  
转变学校领导、教师以及家长的观念, 必须切实开足、开齐体育课,不得以任何理由削减、挤

占体育课时间,充分保证一小时的锻炼时间，各级教育、体育行政部门要成立相应的工作机

构, 各学校要成立以校长牵头的领导小组, 按照全国的统一部署,制定具体的措施，实行领导

小组责任制，转变重智育轻体育的思想；再次是转变学生的观念,让他们充分认识到体育活

动对身心的影响,树立终身体育观念，养成良好的体育习惯。  
3、提高评分标准改革考核内容  
    现在很多学校实行的《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标准过低，据调查只要参加测试了的学校，

学生及格率高达 90%以上，及格率如此之高，应该说明了学生体质没有问题，而事实是连

续 20 年来学生体质一直成下降趋势，学校体育的目的、任务形同虚设。如果不改变评分标

准和考核内容，改变单一的《学生健康标准》测试为《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测试，让学生走

到阳光下，走到操场里参加运动进行测试，才能改变学生长期以来的惰性观念，惟有提高要

求，才能使学生感到压力，产生动力，克服惰性，坚持参加课外体育锻炼。否则，改变现状、

增强体质的愿望只能成为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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