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昨天采访了我市教育部门有关负责人，

他表示，体育中考是否取消现在下定论为时过早，

今年全国还没有地市下发相关通知。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体育中考实行的新标准，

要求学生从初一开始进行训练，绝非初三几个月

突击而成，因此对学生而言，相对公平。

根据抽测结果显示，没有经历体育中考的学

生，在身体素质上大大落后于有参加体育中考的

学生，因此为了学生的身体素质，还是最好能如期

举行体育中考。但鉴于今年的特殊情况，

是否可以尝试开设多个考试时间，供学生

选择，但切莫因噎废食。

温都记者 姜瑾瑾

教育专家：
今年体育中考尚未有定论

切莫因噎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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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揽下13枚数学奥赛金牌，6人入选国家集训队
温都讯 2022年全国中

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决

赛）结果刚刚揭晓，温州再创

历史新高，为“数学家之乡”

再添浓墨重彩一笔。本次比

赛共决出201枚金牌、258枚

银牌和132枚铜牌，其中获

得金牌的前60名学生进入国

家集训队，获得清华大学、北

京大学的保送资格。浙江省

有11位学生进入国家集训

队，紧随上海之后位居全国

第二。

浙江省11位进入国家集

训队的学生中，温州有6位。

他们分别是来自温州中学的

刘谨畅、胡加怿和乐清市知

临中学的龚浩然、叶哲嘉、叶

景浩、潘浩翔。其中，温州中

学的高二学生刘谨畅曾于

2021年 12月入选数学国家

集训队，2022月 3月入选国

家集训队二期（共 16 人），

2022年7月入选信息学国家

集训队，2022年12月再次入

选数学国家集训队。乐清市

知临中学的高一学生龚浩然

为全国3位获得满分的学生

之一（其他两位分别为高二

和高三学生）。

在全国 201 枚金牌中，

浙江省获得27枚，学生分别

来自省内的9所普通高中。

其中温州共获13枚，分别为

乐清市知临中学8枚、温州

中学3枚、温州育英实验学

校2枚。

温州素有“数学家之乡”

的美誉。为响应国家培养拔

尖创新人才的号召，2022年

11月，温州市启动了“数学

家之乡”人才培养计划。该

计划在2002年温州市“数学

家摇篮工程”的基础上，进一

步挖掘和推广温州区域数学

文化历史，规划与整合数学

教育资源，目的是要建设以

学校为主体、家庭和社会共

同参与的数学教育新生态，

全方位多渠道培育温州学生

的数学学科核心素养。在

2022 年五大学科奥赛中取

得优异成绩的学校，大多为

“数学家摇篮工程”领军学

校。此前，为了推动普通高

中多样化、特色化发展，温州

市于 2020 年 10 月出台《关

于推进普通高中高品质发展

的实施意见》，以培育特色学

科基地和特色项目基地为抓

手，不断加大学术高中和特

色高中的建设力度，其中落

实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学术

高中建设的重要任务。随着

一系列措施的落地，温州市

在提升普高教育品质方面取

得了一系列标志性的成果，

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方面，

也呈现出点多面广的良好态

势。

本次数学竞赛是 2022

年全国五大学科奥赛的收官

之战，在此前结束的物理、化

学、生物及信息学奥赛中，温

州市都取得不俗的成绩：获

得赛区一等奖和进入省集训

队的人数，除信息学位列全

省第四外，其余三科均位列

全省第二。在各学科的决赛

中，物理学科温州中学获全

国金牌2枚，平阳县浙鳌高

级中学获全国金牌1枚；化

学学科温州中学和乐清市知

临中学各获全国金牌1枚，

其中来自温州中学的郑乐同

学入选国家集训队；生物学

科瓯海中学获全国金牌 1

枚。统计2022年的五大学

科奥赛，温州学生共有 153

人获得赛区一等奖，其中33

人进入省队。在全国决赛

中，温州学生获金牌19枚、

银牌13枚、铜牌1枚，7人入

选国家集训队。

通讯员 王少莲

孩子“阳康”后
体育中考该照常还是取消？

近日，“是否取消2023年
中考体育”的话题引发关注。
按照惯例，温州的体育中考安
排在4月至5月举行，有家长焦
虑地说：“阳康后恢复期会比较
长，这段时间没有系统训练，过
完年体育中考就要临近了，真
希望考试时间延后。”杭州、宁
波、广州、郑州等各地教育局相
继发声，想请专家进行充分研
判，并根据体育中考相关政策
规定审慎决策，科学安排2023
年体育中考，及时向社会公布。

那么，来听听温州“取消
派”和“不取消派”家长的声音。

“取消派”：
阳康后担心参加

体育考试身体吃不消

“不取消派”：
疫情已渡过感染高峰期
孩子有足够时间恢复

讲述人：小杨妈妈

我建议取消体育中考。作为过来人，两年前我的孩子参

加体育中考的情形仍历历在目，同时也心有余悸。那年初三

时，孩子的体育老师似乎把重点放在补弱上，他让部分平时

体育成绩优秀、稳拿满分的孩子在体育课上自由活动，重点

去训练部分体育成绩不太理想的学生。我的孩子体育还算

不错，据他自己说，体育课的时候他就和男生打篮球，很少进

行长跑训练。这帮孩子并没有把体育考试放在心上。结果，

体育中考那天天气很冷，他跑完1000米后脸色煞白，喘不上

气，到家后就拉肚子了。庆幸那天是周六，得以休息了两

天。周一回学校后，他得知好几个同学在考试结束后发烧，

上吐下泻。这时我才明白，没有经过高强度的持续训练，考

试时身体容易吃不消。

联系到当下的疫情，我个人建议取消体育中考。因为体

育考试是对身体的极大考验，无论平时体育成绩怎么样，一

旦上了那个赛道，肯定会拼尽全力。以长跑为例，如果平时

不强化训练，就直接去考试，很容易发生意外。阳康后的孩

子更需要充分休息恢复，不宜剧烈运动。

讲述人：九年级学生家长陆女士

孩子阳了，身体虚弱了很多。体育中考，势必要参与高

强度训练，我怕孩子身体吃不消。医生说有序恢复体育锻

炼，我可以接受。但是体育中考800米，站在赛道上，每个孩

子都会拼尽全力。再加之，体育中考的标准较之前提升了不

少。作为家长确实非常担心。

所有的考生阳康时间不同，目前并没有关于感染人数、

症状特征、所需要恢复期的准确数据和确定无疑的科学依

据。这意味着无法准确评估学生身体素质是否适合参加体

育中考。在没有准确数据和科学依据的前提下，让所有考生

参加强度较大的竞技考试，无异于将部分不适合考试的学生

推向危险的处境，极易出现极端事件。这将与体育考试的初

衷背道而驰。

对家长来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虽然说运动猝死的概

率是很低的，但是发生到一个家庭身上就是100%。我真的

不愿意让孩子冒这个险。

讲述人：九年级学生家长陈先生

我的孩子体育成绩不差，也能靠体育拉分。但是体育再

拉分，也就是高一两分。如果这一两分要让我冒失去孩子的

风险，我坚决反对。况且，浙江省体育局表示3月前不提倡

举行各类竞技性较强体育赛事，运动员尚且如此，更何况初

三考生。希望有关部门慎重决定。

取消体育中考统一考试并非不重视体育，也并非取消体

育锻炼。而应更加重视体育的日常考核和日常锻炼，避免体

育教育的应试倾向，促进学校上好体育课，引导学生重视平

时的运动锻炼。从简单的结果评价转向过程评价，让学生更

加重视日常体育锻炼。

讲述人：九年级学生家长叶先生

个人认为没必要取消体育中考。温州的疫情一直控制

得很好，也很少出现学校大面积停课的情况，因此学生基本

上都有持续性训练，保持了良好的身体素质。

疫情第一波高峰在去年12月至今年1月，大家现在不

同程度地阳康了。省卫健委也宣布全省整体疫情已渡过感

染高峰期，预计在1月底将降至较低的流行水平。中考考试

时间在4月~5月，中间有4~5个月的恢复期，供学生缓冲，

缓慢恢复体力，完全可以参加体育中考。

讲述人：家长王女士

考试时间在4月~5月，按往年看来，气温回暖，病毒的

活跃度就下降了，传染的风险也小了，二次感染的概率就

更低了。正是因为新冠病毒，所以才要更重视体育锻炼。

不管是阳康还是未阳的学生，都要通过体育锻炼增加免疫

力。而学生的体育锻炼，前提是在中考体育的指挥棒下。

没有了这个指挥棒，大家都在卷学科成绩，根本不注重体

育锻炼，危害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