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江苏宣传工作动态
社科基金成果专刊

第 15 期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2020 年 6 月 9 日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科学开展体育课
及体育锻炼的对策建议

摘要：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事关复学复课安全。在深化

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背景下，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

念，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加强学校体育工

作。当前江苏省部分地区中小学已陆续开学，体育课也进入正常

轨道，针对疫情对我省学校体育的影响，超前研判可能出现的学

生体育锻炼盲区、室内外锻炼方式和标准是否合理等问题，提出

了进一步加快线下体育课持续向好发展，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体

魄强健的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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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学锻炼、区别对待、精准施策”为导向，改革创新体

育教学模式，全面提升体育教学质量，夯实学生体育素养，切实

发挥体育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德智体美劳

“五育并举”的战略进程中的时代价值。苏州大学王家宏承担的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体育深化改革重大问题的法律研究”，

结合调研，提出了优化我省疫情防控期间科学开展体育课及体育

锻炼的政策建议。

一、树立健康第一理念，开齐开足体育课

1. 实行“低起点”教学。认真落实我省对体育课程的规定，

不得以任何理由削减、挤占体育课时间。各地各校要精准分析学

情，科学评估学生体能状况和运动能力，有针对性地以“低起点”

制订教学计划。

2.体育教学组织形式。划分固定区域并固定上课路线，错开

体育课时间。设置多元化教学形式，保证锻炼安全性。体育课中

学生不面对面站立，建议前后、左右间隔距离不低于 1.5 米，或

对学生之间的间隔距离进行最大化安排。在相互间保持安全间隔

距离的基础上，可以不戴口罩。严禁佩戴 N95 口罩进行体育运动。

3.体育教学内容。开展多种形式的强身健体活动，提高教学

质量，形成学校的体育特色。避免进行身体直接对抗性和接触性

的体育活动，以发展心肺功能的有氧运动和单人自主完成的练习

动作为主，要创新体育活动内容、方式和载体，增强体育活动的

趣味性和吸引力。

4.运动强度及密度。运动强度及密度要符合课程标准的要

求，复课初期可以适当降低，建议小学、初中及高中生平均心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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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分别不低于 110 次/分、115 次/分、120 次/分，各学段练习密

度要达到 30%以上。根据学生情况逐渐调整，注重实际效果。

二、实施“体育＋”行动，丰富课外体育锻炼形式

1.体育与生命教育融合。充分挖掘《体育与健康》教材的内

涵，筛选适合进行生命教育的内容，以课外体育锻炼为载体，对

学生进行认识生命、珍惜生命、敬畏生命、欣赏生命、提高生存

技能和生命质量的教育活动。

2.体育与健康教育融合。把疫情防控的健康教育融入体育课

堂内外。强化健康理念和知识的学习与掌握、健康技能的学习与

应用。课外体育锻炼形式和体育作业的选择以有利于疫情的防

控，有利于学生增强学生体能为目的。

3.体育与劳动教育融合。中小学校可根据本校实际情况，探

索课外校外劳动与课外体育锻炼结合的方式，通过科学的体育教

学和锻炼过程，全面发展学生的身体素质，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并有机地渗透劳育内容。

4.体育与安全教育融合。夏季体育锻炼要依自己的身体状态

量力而行，并做好“三防”措施，即防晒伤、防中暑、防脱水。

提高师生体育健身锻炼中的自身安全意识，加强学生自我保护意

识和安全防范能力方面的引导。将运动过度危害、运动不当危害、

科学锻炼误区、户外运动风险等涉及安全问题的教育内容融入到

体育课堂。

三、增强基础能力，完善学校体育的保障机制

1.加强体育教师队伍建设。加强疫情防控知识的岗位培训，

各地要利用现有政策和渠道，按标准配齐体育教师和体育教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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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可以采取“先上岗、再考证”的过渡举措。加强复学后优秀

教学案例的观摩学习和校际交流。

2.推进体育设施建设。各地要按照《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

试行基本标准》《中小学校体育设施技术规程》及相关学校建设

标准和技术规范要求，加大对学校体育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开

发和改造可利用的场地设施为体育课和课外体育锻炼开展提供

环境支持。

3.完善经费投入机制。各级人民政府在安排财政转移支付资

金和本级财力时要对学校体育给予倾斜。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支

持发展学校体育，多渠道增加学校体育经费投入。

四、加强考核评估，促进学校体育健康发展

1.加强体育教学质量监测。建立中小学体育课程实施情况监

测制度，定期开展体育课程国家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加快建立符

合素质教育要求的过程性与结业性相结合的考试评价制度，引领

青少年体质向好发展。

2.调整考试评价办法。构建课内外相结合、各学段相衔接的

学校体育考核评价体系。现阶段调整以《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为依据的考核，突出过程性考核，从学生出勤、课堂表现、健康

知识、运动技能、体质健康、课外锻炼、参与活动情况等方面进

行全方位的考核评价。

3.落实教育督导制度。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要加强对学校体

育的督导检查，强化对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体育课风险防控、疫

情防控成效进行全面督导检查，检查结果作为对学校进行考核和

问责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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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强化大局意识，健全学校体育风险防范体系

1.落实卫生防疫的安全规范。在卫生部门指导下开展学校卫

生工作，发挥卫生室功能作用。体育教师要熟悉疫情防控和教学

全过程安全的应急处置预案。器材使用前后要清洁消毒，器材尽

量不交换使用，开展好体育活动的同时确保防疫安全，督促学生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做好洗手消毒工作。

2.健全风险管理机制。按照《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学校卫

生工作条例》《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中小学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防控指南》要求，完善学校安全条例。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强

对学校体育安全的指导和监督，建立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

学校体育风险管理机制，形成包括安全教育培训、活动过程管理、

保险赔付的学校体育风险管理制度，依法妥善处理学校体育意外

伤害事故，保障学校体育工作健康有序开展。（省社科规划办公

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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