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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试100分到健康“100”分
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两会现场速递 两会报告解读

两会声音

“中高考体育”话题背后

作为最早推动“体育入中考”的专家之
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全国学校体育联盟

（教学改革）主席毛振明表示，设计中考体
育，主要是为了解决当时初三体育课大量
被文化课占用，学生体质普遍下滑严重的
问题。他坦言，“虽然是应试教育，但至少
它能提升体育课在学校的地位，促使孩子
们增加体育锻炼。”

2020 年 9 月，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联
合印发《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
康发展的意见》，将学校体育的重要性提升
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面对刻不容缓的改
革之势，一些业内专家认为，用应试的办法
来解决应试的问题，一定程度上能起到倒
逼效果。

记者采访发现，随着体育中考分值不
断提升，不仅学校体育课日益受到重视，

“体育老师被生病”现象日益减少。
毛振明认为，从目前中考的经验来看，

中高考体育改革一定能够推动中学生体质

状况的改善，而从体育教育改革的全局考
虑，体育考试应该是一个阶段性的策略，其
目的在于用应试教育的办法来解决应试教
育造成的问题，而当素质教育大行其道时，
这种方式也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体育教育改革亟须“破冰”

针对体育考试存在的弊端，一些业内人
士表达了担忧。“分数不是教育的全部内容，
更不是教育的根本目标。”全国政协委员唐
江澎说，“好的教育应该是培养终生运动者、
责任担当者、问题解决者和优雅生活者。”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大学国际教育交
流学院副院长双少敏认为，将原本象征快
乐、自由的体育纳入考试范围，不仅增加
了家长的负担，而且让一些学生对体育产
生了抵触情绪，这某种程度上是对体育的

“异化”。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促进青少年身心

健康发展、形成体育爱好和运动习惯是推
进体教融合的终极目的，仅靠考试显然无
法达到，而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学校体育

教育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记者发现，体育教师短缺问题在一些

地方仍十分突出，特别是一些农村地区地
域性和结构性的缺编问题严重。在山西一
所挂牌“足球特色学校”的农村小学里记者
看到，该校没有一名专职体育教师，足球教
练是由美术老师和另一位身兼多门课程的
老师来担任的。

此外，体育教师专业素养不足、体育课
质量较低等情况也是有关专家普遍提及的
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跆拳道协会和
空手道协会主席管健民认为，“当前的普遍
现象是青少年喜欢体育，但不喜欢上体育
课，运动项目化发展水平不高是学校体育
工作的明显短板。”

对症下药补齐短板
体教融合任重道远

面对体育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专家
表示，中高考体育改革只是体育教育改革
的一个方面，推进体教融合不能“一考了

之”，而是要多措并举、对症下药。
“加大资源投入、完善资源配置是推

进体育教育改革的前提和基础。”双少敏
建 议 ，各 地 政 府 应 加 大 体 育 教 育 投 入 力
度，增加体育教师编制，支持学校体育场
馆建设和体育设施购置，保障各中小学尤
其是乡村学校配齐体育教师、开足体育课
程。他同时呼吁政府相关部门加强宣传
引导力度，让家庭、学校、社会各方加快树
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真正促进青少
年健康发展。

“ 运 动 项 目 化 是 现 代 体 育 的 本 质 特
征 之 一 。”管 健 民 建 议 ，以 运 动 项 目 为 抓
手 ，推 动 学 校 体 育 工 作 高 质 量 发 展 ，加
大 中 小 学 运 动 项 目 专 项 师 资 的 培 养 、培
训 力 度 ，同 时 教 育 部 门 应 与 国 家 级 体 育
单 项 协 会 加 强 沟 通 协 作 ，就 如 何 科 学 合
理 地 在 中 考 体 育 测 试 内 容 、方 式 和 计 分
办 法 中 融 入 更 多 运 动 项 目 元 素 ，如 何 将
运 动 项 目 教 学 、竞 赛 活 动 纳 入 中 小 学 体
育 课 程 内 容 与 教 学 体 系 等 展 开 合 作 与
研 究 。

“高水平运动项目赛事应是未来学校
体育的重要载体之一。”毛振明提倡中小学
体育课施行走班制教学，把全年级的体育
课安排在同一时间，打破班级，以项目分
组，设置排球班、足球班、舞蹈班等，学生自
行挑选感兴趣的项目进行学习，只要喜欢
就可以坚持下去。同时每个班都是一支运
动队，体育课主要通过比赛的形式进行，每
学期一开学赛季就开始了，让学生在实战
竞技中提高技术、获得成就感，从而真正爱
上某项运动。

新华社太原 3月 10日电

人格权与每个人息息相关，是民事主
体最基本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提出，加强人格权保护。

近年来，各地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的
指导下，陆续审理了一些具有指导意义的
网络侵害人格权纠纷案件。

最高法报告显示，审理侵害“两弹一星”
功勋于敏名誉权等案件，决不让人民英雄受
到玷污，树立崇尚英雄的良好风尚。审理微
信群侮辱人格案，坚决制止网络暴力。审理
职场性骚扰损害责任案，让性骚扰者受到法
律制裁。审理进口冻虾万名消费者信息案，
禁止滥用权利泄露公民个人信息。

“这些案件妥善处理了私权保障与信
息自由的关系，促进了网络空间的净化，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最高人
民法院副院长贺小荣表示，社交网络的发
展，引发了大量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纠
纷 诉 讼 。 从 案 件 数 量 来 看 ，仅 2019 年 一

年 ，全 国 法 院 共 审 理 人 格 权 纠 纷 案 件
177135 件，较 10年前增长了近十倍。

同时，为加强互联网的司法治理和公
民权利保障，北京、杭州、广州设立了互联
网法院，集中审理包括网络侵权在内的 11
类案件，开辟了互联网司法发展和公民线
上权益保障的新路径。

去年下半年，根据民法典规定，最高人
民法院顺应新时代人民群众对人格尊严、
人格权保护的新要求新期待，对有关人格
权纠纷的司法解释进行了修改清理，增加
规定声音保护、个人信息保护、申请人格权
侵害禁令等民事案件案由，完善了人格权
保护的司法裁判规则。

贺小荣表示，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
以问题为导向，加强对肖像权、声音和个人
信息保护、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违约精神
损害赔偿等新规定的适用指导和裁判规则
研究，完善有关自然人生物性、社会性数据
等合法权益的司法保障机制，把握好信息
技术发展与个人信息保护的边界，平衡好
个人信息保护与公共利益的关系。

新华社北京 3月 10日电

9 日下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
议浙江代表团分组审议现场，全国人大代
表、浙江广电集团浙江卫视新闻中心首席
主播席文现场@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如何
弥合老年人面对的“数字鸿沟”提出建议。

“我们杭州有个景区，去年 5 月发布
公告，要求所有游客必须提前线上预约，
给一些老年人带来不便。后来，杭州市检
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专项监督的方式，督
促景区完善购票方式，维护游客权益。”

说到这里，他专门@正在“云旁听”的
最高检的工作人员。“建议最高检研究相
关检察公益诉讼经验，探索维护老年人的
权益。”

这番话，引发在场的全国人大代表、
中 国 残 疾 人 联 合 会 副 主 席 吕 世 明 的 共
鸣。近年来，他一直在关注和推动无障碍
环境建设问题，今年也提交了相关建议和
议案。

“席文代表讲的例子很鲜活。你关心
的事情，我在政府工作报告里也看到了相
关表述。无障碍环境建设，无论是设施无
障碍，还是信息无障碍，都能让我们更多
地拥抱太阳、无忧无虑……”吕世明谈起
这一问题，更有切身体会。

在场的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贾宇回应说，数字时代的
老年人权益保障问题不容忽视。移动支
付、“码”上生活、智能家居等数字场景，
年轻人可以自然融入，老年人却可能障
碍重重。

“保障不同群体生活的无障碍，是社
会各界都应关注的重要民生问题。”贾宇
说，“检察机关在通过公益诉讼推进市政
无障碍设施建设的同时，已经开始探索老
年人数字生活无障碍领域的公益诉讼。
相信在共同努力下，人们生活中的障碍不
便会越来越少，满意度会不断提升。”

“在数字化改革进程中，要注重数字
包容。”正如席文代表所说，“数字是冰冷
的，但数字化应该是温暖的。”

新华社北京 3月 10日电

——代表委员热议中高考体育改革

正在进行的全国两会上，有关中高考体育改革的话题再次引发
热议。随着推进体教融合的步伐不断加快，越来越多地方开始讨
论、探索“中考体育100分”“体育入高考”的可能性。考试能否成为
解决当前体育教育问题的良药？推进体育课改革、实现学生身心健
康发展，前路在何方？

老年人的“数字鸿沟”，怎么跨？

人大代表@最高检

新形势下人格权保护发力

人格权纠纷案件攀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