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4/2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全文)

www.gov.cn/jrzg/2007-05/24/content_625090.htm 1/6

中文简体 | 中文繁体 | 英文 | 邮箱 | 本网站搜索 搜  索
删除

网站首页  | 今日中国  | 中国概况  | 法律法规  | 公文公报  | 政务互动  | 政府建设  | 工作动态  | 人事任免  | 新闻发布

 当前位置： 首页>> 今日中国>> 中国要闻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全文)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www.gov.cn　　 2007年05月24日　　 来源：新华社

【字体：大 中 小】【E-mail推荐  发送 】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

（2007年5月7日）

    增强青少年体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是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事。以迎接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契机，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对于全面落实科

学发展观，深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提出如下意见。

　　一、高度重视青少年体育工作

    1．广大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意志坚强、充满活力，是一个民族旺盛生命力

的体现，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方面。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

度重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少年体育事业蓬勃发展，学校体育工

作取得很大成绩，青少年营养水平和形态发育水平不断提高，极大地提升了全民健康素

质。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一方面由于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影响，社会和学校存在重智

育、轻体育的倾向，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休息和锻炼时间严重不足；另一方面由于体育

设施和条件不足，学生体育课和体育活动难以保证。近期体质健康监测表明，青少年耐

力、力量、速度等体能指标持续下降，视力不良率居高不下，城市超重和肥胖青少年的

比例明显增加，部分农村青少年营养状况亟待改善。这些问题如不切实加以解决，将严

重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乃至影响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2．青少年时期是身心健康和各项身体素质发展的关键时期。青少年的体质健康水平

不仅关系个人健康成长和幸福生活，而且关系整个民族健康素质，关系我国人才培养的

质量。体育锻炼和体育运动，是加强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磨炼坚强意志、培养良

好品德的重要途径，是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的重要方式，对青少年思想品德、智力发

育、审美素养的形成都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各地和各级各类学校必须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高度重视青少年体育工作，使广大青少年在增长知识、培养品德的同时，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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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和发展身体的各项素质和能力，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

人。

    3．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的总体要求是：认真落实健康第一的

指导思想，把增强学生体质作为学校教育的基本目标之一，建立健全学校体育工作机

制，充分保证学校体育课和学生体育活动，广泛开展群众性青少年体育活动和竞赛，加

强体育卫生设施和师资队伍建设，全面完善学校、社区、家庭相结合的青少年体育网

络，培养青少年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形成青少年热爱体育、崇尚运

动、健康向上的良好风气和全社会珍视健康、重视体育的浓厚氛围。通过5年左右的时

间，使我国青少年普遍达到国家体质健康的基本要求，耐力、力量、速度等体能素质明

显提高，营养不良、肥胖和近视的发生率明显下降。通过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坚持

不懈地推动青少年体育运动的发展，不断提高青少年乃至全民族的健康素质。

　　二、认真落实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各项措施

    4．全面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把健康素质作为评价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的

重要指标。加快建立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考试评价制度，发挥其对增强青少年体质的积

极导向作用。全面组织实施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并逐步加大体育成绩在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和中考成绩中的分量；积极推行在高中阶段学校毕业学业考试中增加体育考试的

做法。普遍推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报告书制度、公告制度和新生入学体质

健康测试制度。认真贯彻《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建立和完善学校体育工作规章制度。

    5．广泛开展“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鼓励学生走向操场、走进大自然、走

到阳光下，形成青少年体育锻炼的热潮。要根据学生的年龄、性别和体质状况，积极探

索适应青少年特点的体育教学与活动形式，指导学生开展有计划、有目的、有规律的体

育锻炼，努力改善学生的身体形态和机能，提高运动能力，达到体质健康标准。对达到

合格等级的学生颁发“阳光体育证章”，优秀等级的颁发“阳光体育奖章”，增强学生

参加体育锻炼的荣誉感和自觉性。

    6．切实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各级各类学校要进一步端正办学思想，加强素质

教育，努力促进青少年学生生动活泼、积极主动地发展。中小学要切实纠正片面追求升

学率的倾向，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高课堂教学的

质量和效率，使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参加体育锻炼。

    7．确保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中小学要认真执行国家课程标准，保质保量上好体育

课，其中小学1━2年级每周4课时，小学3━6年级和初中每周3课时，高中每周2课时；没

有体育课的当天，学校必须在下午课后组织学生进行一小时集体体育锻炼并将其列入教

学计划；全面实行大课间体育活动制度，每天上午统一安排25━30分钟的大课间体育活

动，认真组织学生做好广播体操、开展集体体育活动；寄宿制学校要坚持每天出早操。

高等学校要加强体育课程管理，把课外体育活动纳入学校日常教学计划，使每个学生每

周至少参加三次课外体育锻炼。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提出每天锻炼一小时的具体要求并

抓好落实。因地制宜地组织广大农村学生开展体育锻炼。有针对性地指导和支持残疾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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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的体育锻炼活动。要切实加强体育教师队伍建设，按照开设体育课和开展课外体育

活动的需要，配齐配强体育教师。

    8．举办多层次多形式的学生体育运动会，积极开展竞技性和群众性体育活动。各级

政府要定期组织综合性或专项性的学生体育运动会。学校每年要召开春、秋季运动会，

因地制宜地经常开展以班级为单位的学生体育活动和竞赛，做到人人有体育项目、班班

有体育活动、校校有体育特色。进一步办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和高等学校高水平运动

队，充分发挥其对群众性体育的示范带动作用。完善高等学校和高中阶段学生军训制

度，丰富军训内容，开展“少年军校”活动，发挥学生军训在增强体质、磨炼意志等方

面的作用。注重发展学生的体育运动兴趣和特长，使每个学生都能掌握两项以上体育运

动技能。

    9．帮助青少年掌握科学用眼知识和方法，降低青少年近视率。中小学教师和家长都

要关注学生的用眼状况，坚持每天上下午组织学生做眼保健操，及时纠正不正确的阅

读、写字姿势，控制近距离用眼时间。学校每学期要对学生视力状况进行两次监测。各

级政府要进一步改善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确保照明、课桌椅达到基本标准，改善学生

用眼卫生条件。

    10．确保青少年休息睡眠时间，加强对卫生、保健、营养等方面的指导和保障。制

定并落实科学规范的学生作息制度，保证小学生每天睡眠10小时，初中学生9小时，高中

学生8小时。积极开展疾病预防、科学营养、卫生安全、禁毒控烟等青少年健康教育，并

保证必要的健康教育时间。建立和完善学生健康体检制度，使青少年学生每年都能进行

一次健康检查。建立和完善青少年营养干预机制，对城乡青少年及其家庭加强营养指

导；通过财政资助、勤工俭学、社会捐助等方式提高农村寄宿制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伙食补贴标准，保证必要的营养需要。建立青少年营养状况监测机制，加强青少年食品

卫生专项监督检查。根据新时期青少年青春期特征和成长过程中的心理特点，有针对性

地加强心理健康教育，逐步建立健全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指导和服务网络。

    11．加强学校体育设施建设。各级政府要认真落实《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统

筹协调、因地制宜，加强学校体育设施特别是体育场地建设。城市和社区的建设规划要

充分考虑青少年体育锻炼设施的需要，为他们提供基本的设施和条件。公共体育设施建

设要与学校体育设施建设统筹考虑、综合利用。把“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与农村中小学

体育设施建设结合起来，改善农村学校体育条件。公共体育场馆和运动设施应免费或优

惠向周边学校和学生开放，学校体育场馆在课余和节假日应向学生开放。

    12．加强体育安全管理，指导青少年科学锻炼。学校要对体育教师进行安全知识和

技能培训，对学生加强安全意识教育。加强体育场馆、设施的维护管理，确保安全运

行。完善学校体育和青少年校外体育活动的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安全责任，完善安全措

施。针对青少年的特点，加强对大型体育活动的管理，做好应急预案，防止发生群体性

安全事件。所有学校都要建立校园意外伤害事件的应急管理机制。建立和完善青少年意

外伤害保险制度，推行由政府购买意外伤害校方责任险的办法，具体实施细则由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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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保监会、教育部研究制定。要加强体育科学研究，积极开发适应青少年特点的锻炼

项目和健身方法，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为青少年体育锻炼提供科学指导。

    三、加强领导，齐抓共管，形成全社会支持青少年体育工作的合力

    13．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经济社会发

展规划。加大对体育事业尤其是中小学体育设施的投入，正确评价学校的教育质量，为

学校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建立在党委和政府领导下，教

育、体育、卫生部门和共青团组织等共同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解决青少年体

育工作中的重要问题。

    14．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要加强对学校体育的督导检查。建立对学校体育的专项督

导制度，实行督导结果公告制度。健全学生体质健康监测制度，定期监测并公告学生体

质健康状况。加大体育工作和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在教育督导、评估指标体系中的权重，

并作为评价地方和学校工作的重要依据。对成绩突出的地方、部门、学校和个人进行表

彰奖励。对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持续下降的地区和学校，实行合格性评估和评优评先一

票否决。

    15．制定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基本标准，加大执法监督力度。通过制定国家学校

体育卫生条件基本标准，进一步明确国家对各级各类学校体育场地、器材设施、卫生条

件和师资的基本要求。各级政府要认真贯彻执行义务教育法和学校体育卫生工作法律法

规，并加强督促检查。对学校体育卫生基本条件不达标的，要限期整改。

    16．充分发挥共青团、少先队、妇联组织的优势和特色，开展多种形式的课外体育

锻炼活动。青少年活动中心、少年宫、妇女儿童中心和其他校外教育机构要把开展青少

年体育活动作为重要职能。积极倡导和鼓励创建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和青少年户外体育活

动营地。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外体育活动和团、队活动，充实课外生活，努力把更多

的青少年吸引到健康向上的体育活动中来。

    17．切实加强对学校卫生的监督与指导。学校卫生是国家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

重点。要把城乡中小学生作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重点覆

盖人群。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相关卫生医疗机构要明确专人负责指导和协助学校的

卫生工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行政区域内学校提供预防保健等公共卫生服务，定期对

学校的食品卫生、饮用水、传染病防治等开展卫生监督、监测，依法进行免疫预防接

种，所需费用纳入公共卫生经费支付范围。中小学要依据《学校卫生工作条例》规定，

设立卫生室，配备校医或专（兼）职保健教师，在卫生部门指导下开展学校卫生工作。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卫生行政部门建立巡查制度，加强行政区域内的学校卫生管

理。

    18．加强家庭和社区的青少年体育活动，形成学校、家庭和社区的合力。家庭教育

对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起关键作用。要在广大家长中倡导健康第一的理

念，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成才观，注重从小培养青少年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饮食卫生

习惯和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鼓励家长和孩子共同参加体育锻炼。学校、社区要和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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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沟通与合作，组织开展多种多样的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家庭、社会形成科学正确

的教育观念和方式。

    19．进一步完善加强青少年体育的政策保障措施。中央设立专项资金，实施“全国

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器材支持项目，帮助义务教育阶段中西部农村学校配备体育活

动器材。在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初中校舍改造工程和卫生新校园建设工程中，切

实加大对学校食堂、饮用水设施、厕所、体育场地的改造力度。把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健

康体检的费用纳入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其他学生由省级政府制定统一的费用标准和

解决办法。学校要切实保证体育卫生工作的正常开展，所需经费从公用经费中提取和安

排。

    20．努力营造重视青少年体育的舆论环境。大力宣传和普及科学的教育观、人才

观、健康观，加大对群众性学生体育活动的宣传报道，形成鼓励青少年积极参加体育锻

炼的社会氛围。要以迎接奥运会、举办奥运会为契机，开展丰富多彩的“迎奥运、讲文

明、树新风”活动，使北京奥运会成为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推动全民健身运动迈上新

台阶的奥运会，让广大青少年以实际行动与奥运同行，充分展示新时期青少年健康向上

的精神风貌。 

 
 
　相关链接

· 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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