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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
集中开工动员会在雄安新区举行，主要
位于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北部的大
学园，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
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4所高
校雄安校区全部开工建设。4所高校雄
安校区开工建设，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

策部署，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疏解北京
非首都功能、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
区的重要成果。

北京交大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北
京海淀和雄安两个校区将优势互补、协
同发展，共同构建“一校两区、协同发展”
的办学格局，为建设特色鲜明世界一流

大学提供支撑。
占地面积约2450亩的北科大雄安校

区将作为北科大前沿科学的重要研究基
地，规划布局国家级大科学装置，致力于
打造教学、科研与产业融合，多学科交叉
的世界级创新高地。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占地面积约

2200亩，北林大相关负责人表示，雄安校
区将大幅提升综合办学实力，为学校可
持续发展、快速发展、高质量发展贡献蓬
勃力量。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雄安校区占地
面积1600亩，预计2025年底完成一期建
设并投入使用。 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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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在单杠上晃来晃去一个引体向上也
拉不起来、5分多钟跑完800米、上楼梯层
数多了两腿直哆嗦……

记者近日走进一些高校发现，部分
学生身体素质堪忧。很多男生做引体向
上非常吃力，立定跳远跳不远，不少学生
短跑爆发力不足，存在“长跑恐惧”。

教育部 2014 年印发的《高等学校体
育工作基本标准》要求，加强学校体育工
作管理，创新教育教学方式，指导学生科
学锻炼。如何落实相关要求，不断提升
大学生体质？

“没有劲”“跑不动”

“我校40%的男生体测引体向上项目
拿不到分，很多男生一个都做不了。体
测优良率每年都在下降。”山东某高校体
育部负责人说，十几年前大部分男生都
能拉到10个甚至更多。

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与体质健康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张一民曾参与修订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长期关注大
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即便基于学生体质
状况，一些项目的及格标准有所降低，但
体测结果仍不尽如人意。”他说。

张一民说，以大学男子组 1000 米为
例，1989年60分及格是3分55秒，2014年
是4分32秒，降低37秒。这相当于，1989

年长跑刚及格的学生已到达终点，2014年
的学生还在距离上百米开外的地方跑着。

身体素质为何下降？

记者调查发现，大学生身体素质下降，
既有学生不愿锻炼的原因，也和一些高校
对体测不重视、体育课设置不合理相关。

——部分高校未严格执行《国家学
生体质健康标准》，对体测不重视。根据
该标准，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
高等学校学生毕业时，测试成绩达不到
50分者按结业或肄业处理。

多所高校体育部负责人表示，出于
各种考虑，这一规定在不少高校并未严
格执行，有的甚至直接忽略，导致学生心
理上对体育锻炼、测试产生松懈。

张一民透露，有高校为应对大学生
体质健康测试抽查复核，得知专家组来
了还会专门找体育成绩好的学生配合，
导致体测数据失真。

——一些高校体育课设置不合理。
提高大学生身体素质，大学体育课发挥
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记者调查发现，当前
很多高校的体育课程设置雷同，与大学生
的运动需求脱节，影响其上课积极性。

张一民介绍，相比中小学生体育课
有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高校体育课并
无统一课标。不少本科院校通常只在
一、二年级开设体育课，学生体育锻炼时
间明显不足、效果不佳。

教育部学生体质健康抽样复查数据
显示，截至2020年，大学生的不及格率约
为30%。

——部分大学生锻炼意愿不强。受
访体育老师表示，一些学生上体育课在
操场边玩手机，“以前足球场上常看到学
生们抢场地，现在就只有零星几个人”。

山东某高校研究生李景磊说，学校
研究生阶段没有体育课，体育运动全靠
个人。班里仅有十分之一的同学平时会
进行有规律的体育锻炼，想打篮球都凑
不齐人。

多措并举增强大学生体质

受访人士表示，提升大学生身体素
质，不仅需要大学生“自我加压”，还需要
相关部门和学校的联合推动。

专家表示，要严格执行相关标准，提
升学生重视程度。2021 年，云南大学出
台的“最严体育校规”曾引发网上热议：
从2021年秋季入学的大一新生开始，任
何一个学年体质测试不及格的话，将拿
不到毕业证。

“这并非云南大学首创，而是教育部
的规定。”云南大学体育学院院长王宗平
说，学校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后，学生体测
合格率大幅提升，从2018年的68.6%提高
到2022年的90.3%。

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刘波建议，学
校可以基于自身条件开设更多特色课

程，帮助学生提升运动兴趣。目前，清华
坚持本科四年开设体育课，涉及竞技体
育、休闲体育、民族传统体育和体疗课等
50多个课项，为研究生开设体育选修课。

此外，应优化体育课成绩构成、评价
方式，严防体测造假。合肥工业大学体
育教师成守允说，学校进行了体育教育
课内外一体化改革，将“体育健身”纳入

“第二课堂成绩单”必修模块之一，作为
学生毕业硬指标。体育课成绩与学生课
外锻炼挂钩，体育课内课堂测试及期末
考核占 60 分，理论学习占 10 分，课外健
身占30分，课外健身中健跑运动不少于
60%，通过智慧系统预约其他体育运动不
超过40%。

尤为重要的是，要体教融合，养成良
好锻炼习惯。在清华大学，本科新生会
齐聚一堂，通过“体育第一课”体会“无体
育，不清华”的体育传统与精神。也有不
少学生因为参加新生赤足运动会、校园
马拉松，找到热爱的体育项目，收获了属
于自己的成就感和归属感。

“高校可以采取符合自身特色的举
措，帮助学生掌握 1 至 2 项运动技能，养
成终身锻炼的习惯，打造面向全体学生、
贯穿全过程、渗透育人全方位的校园体
育文化。”刘波说，“体育锻炼所具备的内
在教育价值可转化为社会生活中所提倡
的优良品质，这将令学生终身受益。”
（记者 谭谟晓 舒静 张力元 周畅 岳冉冉）

“很多男生一个引体向上都做不了”
——部分高校大学生身体素质下降现象调查

11月29日，武汉大学学生在
校庆活动现场合影。

当日，武汉大学迎来建校130
周年校庆日，其历史可溯源至
189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清政
府创办的自强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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