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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生运动能力等级有了国家标准
包括足球、篮球、游泳、武术等22个项目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基本实现青少年熟练掌握一项以上体育运
动技能”。如何定义“熟练掌握”？测评依据是什么？缺少统一、规范的评价体系
曾是长期困扰学校体育工作的一道难题。

10日在京举行的中国学生运动能力等级标准研究成果推介会上，教育专家及
学校体育工作者表示，随着今年5月《足球课程学生运动能力测评规范》等22项针
对学生运动能力的国家标准正式发布，上述难题在未来有望得到破解。

【相关】

这所高校除毕业证、学位证外
还发一本“身体倍儿棒”证书

2024年毕业季来临，作为一名高校毕
业生，除了手握毕业证、学位证外，如果还
有一本“身体倍儿棒”的证书，会不会增加
求职成功率？面试官会有什么反应？在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典礼上，部分
毕业生就领到了一本特别的证书——国
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等级证书。

拿到证书的杨复云同学感到很激动，
因为她的证书等级显示是“优秀”。“真没
想到能获得这样一本证书，太有仪式感和
荣誉感了。”杨复云说。

该校体育部主任羌梦华介绍，这是学
校第一年颁发与体质相关的证书，毕业生
想要获得这本证书是有“门槛”的：他们需
要三年体测总评成绩在80分以上，即要达
到“优秀”或“良好”才能获得。证书由学
校党委书记亲自签发，是学校对体质优良
学生的认可与肯定。

“我校今年4000余名毕业生体质健
康整体合格率是83.45%，优良率仅4.9%，

这两个比率都不高。”学校党委书记赵
伟并不避讳谈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不
佳的话题。

赵伟说：“体育能塑造学生各
种稀缺品质，比如耐力、意志力、
自信心等，我相信有这本体质
优良证书的激励以及学校对
体育工作的高度重视，今后
我校学生的体质一定会有
提升。”

对于用人单位来说，
是否会对这本证书“买账”
呢？
毕业典礼第二天，该校

的何阳同学来到学校组织的
招聘会现场，当他摊开这本体质优良证
书后 ，立刻吸引了不少招聘人员的目
光，不少企业都向他投去了“橄榄
枝”。

来自长三角的人才开发师
付勇说：“这本证书是毕业生加

分项，因为他们的健康状况
是企业面试时首要考虑

的问题，证书能直观
反映学生的健康与
自律水平，感谢学
校帮企业把好了选
拔第一关。”

珠海一家装备
公司面试官何中银是第

一次见到有学校发这个证书，
他表示，有体质健康优良证书
的毕业生，在同等条件下会被企
业优先录取。“我们发现身体健康

的员工精力更旺盛，工作情绪更高

涨，职业晋升机会更大，哪怕没有这个证
书，我们在面试时也会看重学生的体育特
长，因为经常锻炼的学生身心健康，自信
阳光、有毅力、善于沟通，在工作中遇到困
难也不会轻言放弃。”

云南大学体育学院院长王宗平评价
道：给毕业生发体质优良证书在全国并不
多见，这种做法值得国内各高校借鉴。

据《都市时报》报道

【解读】

“身体倍儿棒”证书
背后的三个深意

这个毕业季，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的“身体倍儿棒”证书火了。该校4000多
名毕业生，只有217人获颁，足见这本证书
的含金量，而这本证书背后蕴含的三个深
意也逐渐清晰。

从招聘单位层面看，学校认定的“身
体倍儿棒”证书为企业把好了用人第一
关。一直以来，毕业证、学位证主要证明
学生学习，而“身体倍儿棒”证则证明学生
体质，当毕业生在招聘会现场摊开这本

“新”证，面试官几乎都抛出了“橄榄
枝”——“这本证是毕业生加分项，能直接
反映求职者的健康与自律水平”。的确，
三年体测80分以上，足见学生坚持锻炼的
毅力、自我管理的能力，这样的毕业生必
定受到企业欢迎，因为“身体好”本身就是
用人单位选人标准。

从学校层面看，“身体倍儿棒”证书能
激励更多学生重视体育、主动锻炼。近年
来，大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令人担忧，不少
大学生一个引体向上也拉不起；在立定跳
远、50米跑等多个指标上甚至不如中学
生；宅在宿舍看剧、打游戏成为不少大学
生常态。为了改变和扭转这一现状，云南
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用“发证”的形式告诉
师生：学校狠抓体育是认真的，让“脆皮大
学生”动起来、壮起来不是空话，这是学校
的育人标准。

从社会层面看，颁发“身体倍儿棒”证
书值得许多高校借鉴。专家解读说，立德
树人是高校的根本任务，培养“为祖国健
康工作50年”的人才是高校秉持的宗旨，
而这本证书带来的重要启示是：正向激励
法这种“赏识教育”值得提倡，其他高校可
以从中汲取营养，本着“一校一策”的务实
态度，引导大学生养成终身锻炼的习惯，
让“身体倍儿棒”成为新时代大学生标配，
成为大学新风尚。

健康是1，其他都是0。“身体倍儿棒”
是大学生追求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建设的
根基，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有实现一
切的可能。当毕业生离开校园，走入社
会，还能感受到母校为他们的身体健康、
职业发展带来的长久滋养，这也许正是

“身体倍儿棒”证书的深意。 据新华社电

【最新】

22项标准测评指标各有侧重

《足球课程学生运动能力测评规范》等
22项国家标准，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以下简称“教科院”）牵头研制。该标准自
2019年正式启动研究至2024年5月通过
审批发布，历时5年。

标准研制牵头人、教科院体育美育教
育研究所副所长于素梅表示，运动能力测
评研究是个庞大工程，牵涉测评什么、用什
么测评、怎么测评，以及测评场地与器材的
运用等问题。标准研究团队由来自全国的
体育专家学者、一线工作者等400余人组
成。他们通过会议、走访等形式广泛征求
了来自学校、体育部门、教育部门等多个层
面的意见建议。经过实验、数据分析和反
复论证，最终确定了22项运动能力标准，
包括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
球、田径、体操、游泳、武术等21项专项运
动能力和1项基本运动能力。

于素梅介绍，每项标准都划分六个等
级且逐级提升。基本运动能力六个等级与
学段年级对应，专项运动能力六个等级按
难度进阶划分为三期，夯实基础期包含一
级、二级，提高能力期包含三级、四级，发展
特长期包含五级、六级。学生可根据自己
的兴趣爱好、能力水平，有选择性地进行测
评。根据各类专项运动特点，设立的评价
指标有所不同，如球类运动主要通过单个
技能、组合技能、比赛进行评价，武术、健美
操等主要通过单个动作、成套动作进行评
价，还有的如游泳、滑冰通过单个技能、组
合技能、竞速进行评价等。

教育部体卫艺司一级巡视员郝风林表
示，这套标准是我国首个用于评价学生运
动能力的国家标准，对标最新的《体育与健
康课程标准》，将为深化体育课程教学改
革、促进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
撑。

22项标准助推体育教学改革

22项学生运动能力标准作为我国首
个用于评价学生运动能力的国家标准，开
创了我国学生运动能力国家标准的先河，
具有里程碑意义。该套国家标准的正式发
布必将为强化体育学科的标准化建设、推

行体育教学的一体化改革、助力体育教育
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据了解，这套标准将陆续在全国试点
推行。教科院院长李永智认为，学
生运动能力标准开创了教科院科
研成果转化的新维度，是
教育科研成果直接应
用于教育实践的具体
体现。

在北京师范大
学体育与运动学院
首任院长毛振明
教授看来，这套国
家标准的发布，实
现了“从0到1的突
破”。他表示，制定中
国学生运动能力等级标
准是一个“天然的难题”，
因为这涉及到社会对体育
的整体认知、体育项目自
身特点等多方面因素。“比
如，运动表现并非完全重复
的特点，使得它难以评判。
此外，运动有多种类型，搏击
类、表演类，等等。”

毛振明说，过去体育课
教学的一块短板在于上下学
段不衔接。例如，从小学到中
学再到大学，篮球教学都从最基
本的运球开始。“为什么会重复？
为什么不衔接？这是由于下一个
学段不知道此前学到什么水平
了。现在有了这套标准，就不会出
现这样的现象。”

于素梅表示，该套标准不仅有助
于“体育课走班制”落地，真正实现体育分
层教学的目标，还可用于体育中考、学业评
价、体育教育质量监测等。

据新华社电

青少年球员在天津市足协青训基地
训练。 新华社发

学生参加体能考核。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等级证书。

10日在京举行的中国学生运动能力等级标准研究成果推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