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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明确，镇江市升入高一级
学校的初中毕业生，均须参加当年当
地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初中学业水平
体育与健康学科考试。考试总分 28
分，由平时成绩和现场测试两部分组
成。平时成绩6分，初一、初二各3分，
其中《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评定2
分、运动爱好评价 1 分；现场测试 22
分。考试成绩计入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总分。

《方案》明确，现场测试考生每人
须测试3项，并在一个单元内完成考
试。第一类免考，第二、三、四类为
选考项目。往届生和初三转入我市初

中学校就读的应届考生，考试不计平
时成绩，现场测试在第二类或第三类
项目中增加1个项目（如增测第三类
项目，该项目测试得分减1分为实际
得分）。

《方案》指出，对确实丧失了运动
能力获准免修的残疾学生，根据教育
部有关文件精神，其考试总成绩按 28
分计。因病不能参加考试的考生，持
有当地主要医院证明，可申请一项或
全部免试。申请免试项目的成绩按该
项分值的 60%计算，申请多项目免试
的成绩按多项目总分值的 60%计算。
因伤、病临时不能按期参加考试的考

生，持有当地主要医院证明，可申请缓
试，不得单项缓考，补测时间安排在5
月 15日前完成。手续不全者以弃考
处理，现场考试以零分计算。

市区（包括京口区、润州区、镇江
新区、市属初中）考试由市教育局统一
组织，于4月中下旬进行（具体安排另
行通知，50米游泳测试单独组织，时
间另行通知），往届生考试安排另行通
知。丹阳市、句容市、扬中市和丹徒区
考试时间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确定。

《方案》要求，各地各校须提醒考
生和家长，选择考试项目时，除根据自
己的特长和兴趣爱好外，还应结合学

生目前的体质健康状况，合理选择，科
学锻炼，体育教师应对学生校内外锻
炼的强度和时长给予科学指导，做到
强度适中，循序渐进，因人而异。

《方案》强调，各校在考前一周需
提醒考生和送考人员做好测量体温和
新冠病毒感染相关临床症状观察等健
康自测工作，对出现发热、干咳等疑似
新冠病毒感染症状的师生，应通知其
进行核酸或抗原检测，确认感染须如
实上报，此类教师不得参与送考，此类
考生须申请缓考，如因感染新冠病毒
导致心肺疾病等不适宜参加剧烈运动
的可申请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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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今年体育中考方案正式出炉
本报特约记者 唐守伦

本报记者 张翼

自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乙
类乙管”以来，体育中考的长跑
项目是否进行调整，一直是诸
多家长非常关注的问题。随着
其他省份出台了体育中考的新
政策后，关于“镇江今年体育中
考政策”的各种话题，在家长的
微信、QQ群中越来越火热。

2月20日，“另一只靴子”
终于落地。记者从市教育局获
悉，我市结合当前学生体质健
康状况和病毒流行趋势，发布
《镇江市2023年初中学业水平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科 考 试 方
案》——“体育与健康学科考试
总分28分。考试项目除长跑
免考外，其他项目分值、标准和
测试规则不变，篮球运球、足球
运球、立定跳远、掷实心球等项
目仍采用智能仪器测试。”

记者查询资料后发现，关于体育
中考政策的调整并非我省特例，全国
多个省份都各有相应调整，但调整范
围基本围绕着长跑项目。

今年早些时候，贵州省多个市州

结合当前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对中考
体育项目作出调整。随后，宁夏、内
蒙古、江西、湖北等多省份相继出台
文件，对 2023年初中体育与健康测
试项目进行了调整。广东、四川、湖

北等多地也纷纷宣布了 2023年体育
中考方案。

虽然此次调整涉及地域广泛，但
细看下来，调整大多围绕在长跑(女
生 800米、男生 1000米)这项对心肺

功能要求较高的耐力项目。而调整方
式则以取消考试、替换项目，或将必
考项转为选考为主，只是细节上略有
不同。

（本版图片由校方提供）

尽管今年体育中考的最终方案刚
刚出炉，但在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乙类
乙管”的首个新学期里，全市各中小学
对于新学期的体育课早就进行了相应
调整。

昨天，记者走访了市区部分中小
学、高中了解到，虽然各校的措施、方
法各有不同，不过“强度”都在明显下
降，旨在保护每个学生的身体健康。

在中山路小学，新学期的第一节
体育课，老师们给学生讲解了新冠病
毒相关知识，重视对学生的心理疏导，
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和科学应对新冠病
毒并掌握防护方法。在开学前三周，
以恢复性练习内容为主，不进行对抗
性、高强度的运动，根据学生身体或恢

复情况进行差异化、分层次教学。此
外，大课间取消了跑操，增加了队列练
习和柔韧性练习，运动量减低，但运动
的质量没有减低，保证学生能更好地
得到运动。

江大附小的体育组在新学期刚开
始，就恢复期间的体育课程内容安排
进行了专门研讨，最终决定：通过设置
过渡期、适应期、恢复期，以柔韧、协调
等增强身体素质为主，采用多样化练
习手段，增加参与覆盖面和趣味性，让
学生从身体上、心理上逐步适应正常
的体育教学。

“根据场地情况，我校在五棵松小
树林下设置了爬行管道，课堂、课间都
满足低年级学生对玩乐及探险的需

求，促进学生身体协调性发展，激励孩
子的探索能力，助力培养学生注意力
的集中及自信心的增强。”学校有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体育课堂上，加强对
学生准备活动的重视，关键加强关节、
肌肉韧带的力量练习，防止运动损伤，
充分发挥利用场地现有摆放器材，以
及小篮球的使用率，降低运动强度，但
保证运动密度，使学生的运动状态逐
渐呈现恢复之势。”

京口第十中学采取了组织不同年
级的学生、在不同地点、进行不同类型
的活动方式——3个年级分 3个地点
进行活动，避免过分聚集。“其中，九年
级进行分项训练，开学初期侧重于对
技巧和力量类的训练，合理安排好各

班每天的训练项目；七、八年级主要进
行发展学生心肺功能和力量增长的项
目，如慢跑、跳绳、仰卧起坐、俯卧撑
等，增加活动的趣味性。”学校体育组
负责人告诉记者，“开学初期大课间活
动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和密度，以中低
强度的运动为主，循序渐进提高训练
的强度和难度。”

除了小学和初中之外，高中的体
育课也在新学期进行了相应调整。记
者从江苏省镇江中学了解到，春季开
学后，学校的体育课主要是开展中低
强度的身体活动，暂不开展大强度、长
时间、高对抗的体育活动；组织同学开
展趣味性、低强度的身体活动，以活跃
校园体育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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