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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发文部署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

中小学生到校后先进行20分钟活动

保障学生每天校内、校外
各1个小时体育活动时间

《意见》要求，将健康教育与
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
相结合，融入教育教学、管理服务
全过程。

提升学生健康素养，健全学
生健康素养评价机制，纳入教育
评价改革。明确健康教育内容。
落实课程课时要求，确保各级各
类学校将健康教育贯穿教育全过
程。拓展健康教育渠道。保障食
品营养健康，开展学生膳食营养
监测，实施学生营养干预措施。
增加体育锻炼时间，提倡中小学
生到校后先进行20分钟左右的
身体活动，保障学生每天校内、校
外各1个小时体育活动时间。强
化心理健康教育。养成健康行为
习惯。

学生的体质与健康情况
出现了明显改善

发布会上，教育部体育卫生
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表示，
第八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
是2019年启动的，本来应该在
2020年6月份发布调研结果。但
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所以发布
晚了一年的时间。

本次调研按照分层整群随机
抽样调查方法，在全国31个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93个地市1258所学校进行调研，
调研学生374257人，覆盖全日制
普通中小学、普通高等学校学生。
调研身体形态、生理机能、身体素
质、健康状况等4个方面24项指
标。调研实施过程中，先进行体
检项目测试，再进行体测项目测

试。对体检样本中的小学四年级
以上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被调研
学生按城、乡、男、女分四类，每周
岁一个年龄组。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这个
调研结果基本符合当前学生体质
与健康的情况。2019年，全国6
至22岁学生，也就是从小学到大
学，体质健康优良率达到了
23.8%。但是，在调研结果里可
以看到，初中、高中和大学优良率
的上升幅度是有显著差别的：初
中生优良率的上升非常明显，从
2014年到2019年一共增长了5.1
个百分点；但是高中生，2014年
到2019年优良率只增加了1.8个
百分点；大学生只增长了0.2个百
分点。

2020年总体近视率
比2018年下降0.9个百分点

针对学生近视问题，2018年
八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防控青少
年近视的文件，2019年教育部就
落实文件开展了第一次评议考
核。2018年教育部做了学生视
力不良率的基数的统计。经过
2019年的努力，全国青少年学生
总体近视率比2018年下降了3.4
个百分点。八部门关于青少年近
视防控的文件要求，各地每年让
青少年近视率下降0.5个百分点，
2019年应该说是取得了非常显
著的效果。2020年，由于受到疫
情的影响，青少年的近视率又上
升了2.5个百分点。但是上升之
后，跟2018年相比，还是下降了
0.9个百分点。所以，扣除疫情的
影响，3年内平均每年还是下降了
0.5个百分点。

在评议考核过程中，对于没

有达标的地方，教育部也提出了
明确的要求，同时在这次评议考
核中，分省份把每个省的考核评
议结果发放到各省级人民政府。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各地正
在按照教育部评议考核结果去查
缺补漏、总结经验、进一步完善。

中小学生超重肥胖率上升
但是总体增长趋势放缓

从2019年和以前的7次体质
调研的情况来看，有的指标是在
向好，比如说身体素质，不管是速
度、柔韧性还是耐力，中小学生都
是有所改善的。然而，大学生身
体素质出现下降趋势。

关于超重和肥胖的问题，中
小学生超重肥胖率上升，但总体
增长趋势放缓。其中，以低龄段
学生最为明显。

当前国务院多部门联合出台
的一系列促进学生健康的政策，
已经基本形成了青少年健康促进
政策体系，下一步主要是围绕政
策的落实，有针对性地进行问题
导向、目标引领和需求驱动，来解
决问题、增强体质。

义务教育段每天一节体育课
高中每周三节以上体育课

对于体育课课时被挤占的问
题，中小学校要严格落实国家规
定的体育与健康课程的刚性要
求，小学1至2年级是每周四课
时，3至6年级和初中是每周三课
时，高中每周二课时。有条件的
学校每天开设一节体育课，确保
不以任何理由挤占体育与健康课
程和学生的校园体育活动。

2021年6月，教育部印发了

《<体育与健康>教学改革指导纲
要（试行）》，聚焦“教会、勤练、常
赛”要求，提出在基本保障现有体
育课时的基础上，鼓励中小学各
学段根据学校实际，适当增加每
周体育课时。义务教育阶段可以
每天一节体育课，高中阶段保障
每周三节以上体育课。

对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持续三
年下降的地区和学校，在教育工
作评估中实行“一票否决”。将开
展体育活动作为解决中小学课后

“三点半”问题的有效途径和中小
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重要载体。

加强学校食堂食品安全
确保学生的营养健康

针对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
康工作，今年教育部会同有关部
门进一步加大了管理力度，确保
青少年学生吃得健康、吃得卫生、
吃得有营养。

今年8月13日，教育部联合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卫生健康委
印发《关于加强学校食堂卫生安
全与营养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
特别强调要确保学生的营养
健康。

另外，教育部结合今年的特
殊情况，要求发生洪涝灾害地区
的校外供餐单位和学校食堂不得
使用洪水浸泡过的食品原料来加
工食品等。同时，对于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操作规范以及校外供餐
单位也提出了明确要求。

今年8月23日，教育部联合
国家卫健委印发《高等学校、中小
学以及托幼机构疫情防控技术方
案》，对于学校的食品安全与营养
健康再次提出了升级管理规定，
要求更加严格、更加细化。

■ 相关新闻

第八次全国学生
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显示

中国学生
长得更高了

9月3日的新闻发布会公
布了第八次全国学生体质与
健康调研结果。结果显示，
各年龄组男女生身高、体重、
胸围指标均继续呈现上升趋
势。与2014年相比，2019年
全国13至15岁男生身高增加
1.69cm，体重增加2.52kg。

同时，学生身高、体重、
胸围等形态发育指标持续向
好。各年龄组男女生身高、
体重、胸围指标均继续呈现
上升趋势。

调研结果显示，反映农
村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指标
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和提高。
具体表现在：

一是农村学生生长发育
水平全面提高，健康状况明
显改善。比如说身高、体重、
胸围、肺活量等指标增长明
显，缩小了与同龄城市学生
之间的差异。其中，7岁农村
男生的身高比城市男生低
1.23厘米。农村男生的肺活
量仅比城市男生低38毫升，
几乎持平。

二是农村学生身体素质
测试成绩总体表现要优于城
市学生。其中，农村男生立
定跳远平均成绩比城市男生
要远1.37厘米。在男生的
1000米和女生的800米耐力
跑上，农村学生分别比城市
学生快2.93秒和2.64秒。

本组稿件据教育部网站

9月3日，教育部举行第五场2021教育金秋系列发布会，发布解读《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
代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第八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以下简称调研结
果），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情况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