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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十七中学正
高级、特级教师陈建勤：

评分标准的出台有利于

学校根据自身校情，开设不

同系列的体育课程，以满足

不同学生的需求；把学练赛

三者紧密结合，发展学生的

体能，锤炼意志，使学生真正

掌握 1至 2项运动技能；能够

促使体育老师去全面提高各

项体育项目的运动技能，有

更多的时间去钻研教材教

法，提高教科研能力。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高级
教师何伟：

评分标准从全体学生实

际体能和运动技能基础出

发，普通学生通过努力，绝大

部分可以达到优秀水平。作

为一线的体育教师，可以有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专项教

学中进行深耕，培养学生运

动专长，引导学生在课内外

进行自主锻炼和科学健身，

为终身体育和健康奠定坚实

基础。

北京市第十四中学体育
教研组长李江泰：

评分标准体现“健康第

一”的指导思想，能够发挥评

价的激励和导向功能，注重

促进学生发展的评价，通过

考试杠杆撬动更多的学生参

与体育锻炼，享受运动乐趣。

（本报记者 孙梦莹）

北京体育中考现场考试评分标准公布

新标准引导孩子动起来、体质好起来
突出健康导向，达到良好即满分，注重科学性、基础性、公平性……昨日，北京教育

考试院公布《北京市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现场考试评分标准（试用）》，2024年

中考开始适用。

科学制定 突出健康导向

据介绍，对照原来体育中

考现场考试项目，此次评分标

准的制定，一方面科学调整了

原有项目标准，包括男生 1000

米、女生 800 米、引体向上、仰

卧起坐、实心球5个项目，其中

男生1000米、女生800米、引体

向上、仰卧起坐 4 个项目也是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

年修订）》的测试项目。在全面

分析 2017年以来体育中考、抽

测、统测数据基础上，对照国家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按照“达到

良好即满分”的原则进行调

整。另一方面科学制定新增项

目标准，新增的 17 个项目，也

按照“达到良好即满分”的原

则，参考《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其他省市中考体育相关标准、

实证数据分析和专家论证意见

制定。新增项目难度不高于原

有项目。

市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评分标准的制定坚持和体育与

健康考核评价改革的初衷相一

致，那就是应试和分数绝不是

目的，而是以此为载体，引导孩

子形成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

真正实现在体育运动中享受乐

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

意志。同时注重科学性、基础

性和公平性，考虑选择的多样

性和个体的差异性，弱化压力，

减小分数差异，强化过程，鼓励

学生重在参与。

作为此次评分标准论证

的专家，首都师范大学教育

学院院长、教授张爽说：“体

育进中考的目的不是通过考

试赋分给孩子划分‘三六九

等’，而是在以分数作为高利

害考试录取依据的情况下，

通过给体育‘一席之地’让家

长意识到身体健康和体育锻

炼的重要性。”

反复论证 征求多方建议

评分标准的制定事关考生

切身利益，“在研制过程中我们

反复论证、审慎对待、也征求了

多轮和多方意见建议。”市教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介绍，为了保证标准科

学性和合理性，有关部门在研

制过程中一方面综合实证数据

深入开展分析，参考 2017年以

来的历年体育中考现场考试数

据，从现有体育中考标准、国家

标准两个维度出发，参照抽测、

统测以及其他省市相关标准进

行深入剖析。同时，对部分学

校和学生分阶段进行数据采集

和分析，作为标准制定的参

考。另一方面听取多方意见不

断调整完善，北京教育科学研

究院组织特级教师、骨干教师

团队参与评分标准研制工作。

同时，教育改革专家智库中教

育学、运动与健康、青少年体质

健康、教育政策与法律等方面

专家，将评分标准与首都教育

改革总体方向和宏观要求进一

步校准，反复论证和完善。

北京体育大学中国运动与

健康研究院副院长、运动与体

质健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

任、博士生导师张一民教授表

示，北京市体育中考分值、考试

内容和项目的设置，符合青少

年生长发育特征和规律，特别

是过程性考核的设计以及评分

标准的科学设定，充分体现了

运动是增强体质、促进身心健

康的有效手段，运动的健康效

益是需要长期坚持体育锻炼才

能获得的。

优化组考 做好服务保障

北京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

人介绍，充分考虑到考试项目

多、考生选择组合多，各项目组

考对场地要求不同等特点，考

务安排将更加突出科学性、规

范性，根据考生选考组合和各

项目特点进行考场编排。一般

来说游泳项目会单独安排在一

个独立单元（每半天为一个单

元）进行考试，其他所有考试项

目在两个相近单元内完成。

负责人还表示，考试组织将

更加突出严谨性、细致性，各区

将准备专门的考试场所（考点）

进行考试，按照“统一考试时间、

统一考试项目、统一考试规则、

统一评分标准、统一场地器材设

置及仪器设备标准”的原则组织

实施。考生在考试前可通过初

中学校及时了解自己所选择项

目的考试安排，以便做好准备。

考试实施将更加突出高效性、有

序性，各考点设有考生集结区、

备考区、考试区和救护区等有关

区域，合理安排各项目考试场地

和器材设备，科学规划考试路

径。考试时，组考单位将根据项

目和分组情况，由专人组织和引

导考生，保证考生按最优化进程

完成考试。

家校社协同 服务孩子健康成长

市 教 委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现场考试进一步扩大了

项目数，是为了让更多的孩

子能有机会用自己最喜爱、

最擅长的项目参与考试，以

此来激发孩子体育锻炼的

内生动力，把孩子的健康、

运动能力和运动兴趣考出

来，同时也倡导学校和家庭

积极营造运动锻炼的氛围，

家长多陪伴孩子参加一些

体育锻炼活动。

孩子身心健康、快乐成

长、全面发展既是家长的期

待，也是育人的目标和社会

的期待。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自评价方案发布以来，北

京的中小学校园里已经出现

了很多喜人的新变化。例如

课后 3：30 的延时服务中，校

长、班主任、体育老师和其他

老师配合起来，营造全校参

与体育运动的氛围；学校还

进一步增加课时、增加每天

的体育运动时间，调整学校

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方法，让

设备设施的使用效率更高，

让师生的参与率更高，为学

生提供更好的环境和资源。

据介绍，评分标准公布

后，市教委将开展全面系统

的政策解读和培训，一方面，

将政策内容、背后的考虑、对

孩子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

意义准确、全面传递至师生

家长；另一方面，将加强培训

指导。“学校将有针对性地指

导每一个孩子和每一个家庭

做好项目的选择和相应的准

备，也请广大家长和同学们

安心、放心。”市教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

马上就访马上就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