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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针对我国当下中考体育逐渐提高分值渊乃至与主科同分冤以及将体育作为

高考必考科目这一改革取向的操作和实践问题而展开袁涉及考试设项尧平时成绩及

野减负冶野双减冶等相关理论假定的困境或误区袁旨在为体育中高考改革议题和决策提

供理论参考及警示遥 认为院渊1冤体育中高考的设项难以与体育渊及健康冤关联袁并存在

操作性偏差遥 考试项目难以体现体育的实质及其多维目标袁考试设项数量确立及选

项尧抽考等举措存在理论缺失和缺陷袁野考什么冶渊考试项目冤对野教渊练冤什么冶导向失

当及评价失灵遥渊2冤体育中高考的平时成绩难以与过程性评价及体育锻炼关联袁并衍

生相关问题遥这主要缘于平时成绩偏离常规体育教学过程性评价的真实功能且缺乏

公平性曰同时袁平时成绩的可能构成中袁野平时表现冶难以培养学生的锻炼意识尧习惯

及其他内在相关品质袁野体育竞赛冶和野体育素养冶也均存在较大的弊端或局限遥
渊3冤体育中高考改革取向难以对冲文化应试教育及推进野减负冶或野双减冶遥 其中的认

识误区为将一般性尧 适度的体育锻炼等同于高区分性升学考试压力下的功利性尧极
限式训练遥 提出院体育中高考应与体育相分离的根本原因为考试设项所具有的个体

化尧体能化尧简单-片段化尧标准化等特征袁难以体现体育项目尧体育教学所应有的内

容及相关素养袁甚至难以反映真正的体育运动能力曰体育课程不能野教什么袁考什

么冶袁是制约这门课程应试化及纳入中高考的结构性因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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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warning for the reform issues and deci-

sions of the PE entrance exam for senior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It points out the misunderstanding and

dilemma of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such as examination setting, usual performance, and burden reduc-

tion after analyzed the operational and practical problems of China's current reform orientation with

gradually increasing the score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ination (until the

same as the main subject) and taking physical education as a compulsory subject in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It argues that: (1) The items (content) of PE entrance exams exist operational difficulties.

They are also difficult to relate to sports (and health). Examination items are difficult to reflect the

essence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its multi-dimensional goals. There are theoretical deficiencies, ambi-

guity, and defects in the number of examination items, options and selective examination and other mea-

sures. The examination items (test what) also misdirect "teach what" and fail to evaluate. (2) The usual

score of PE entrance exams is difficult to connect to process evaluation and physical exercise. It deviates

from the real function of ordinary grade evaluation of regular PE teaching, and it also lacks fairn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usual performance is difficult to cultivate students' exercise consciousness, habit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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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erent related qualities. Sports competition and sports literacy (as the expression of usual score) are in-

troduced into PE entrance exams has major drawbacks and limitations. (3) The PE entrance exams are

difficult to hedge against exam-oriented education and to promote burden reduction. The misconception

is to equate general physical exercise with utilitarian and extreme training under the pressure of entrance

examination. The studypropose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separation of physical exams and physical

education is that the individualized, physical fitness, simple-fragmented, standardized, and other chara-

cteristics of the examination items can't reflect the PE items, the cont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related

literacy, or even the sports ability. It also proposes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 can't only teach what to test

which is the structural factor that restricts the exam-oriented of this curriculum and the inclusion of PE

entrance exams.

PE entrance exam for college; PE entrance exam for senior high school; reform; major

subject; exam-compulsory course; usual performance; exam-oriented education; double reduction

近年来袁从全国两会代表尧委员的发言尧议渊提冤
案袁到知名学者尧相关官员的表态尧发文袁到有关文件

的精神袁再到云南尧河南等地体育中考及部分高校的

实践袁体育在中考中逐渐提高分值乃至与主科同分袁
以及作为高考必考科目袁 似乎已成为一种主流改革

取向遥 当然袁同时也有学者尧广大家长和学生群体对

此项改革取向并不认同袁但其分析或观点又显局限尧
片面或渗入利益本位遥总的来看袁当前对于新时期体

育中高考改革取向的问题和弊端还缺乏较为全面尧
系统的分析与厘清袁 而一旦该项改革贸然推进则不

仅将偏离学校教育尧学校体育的内在规定袁且可能违

背改革初衷袁造成波及深远的消极社会影响遥
综观当下体育中高考改革取向及其理论支持袁

多为将体育中高考与体育过于甚至直接关联袁 而缺

乏对体育中高考与体育的区分袁 以及对体育中高考

改革取向所滋生的弊端认识不足[1]遥 对此袁作者已行

文予以分析袁然而对于某些议题仍需深化袁对于相关

争议及操作尧实践问题也有必要进一步澄清或剖析遥
本文主要从操作和实践维度探讨体育中高考改革取

向的直接尧现实效应假定要要要体育中高考渊考试设项

及平时成绩冤与体育尧锻炼关联袁以及体育中高考有

助于学生野减负冶等假定的理论困境和不足遥 这些议

题涉及体育中高考所假定的价值目标和功能达成的

实际效度要要要可谓体育中高考改革的出发点袁 是考

察体育中高考与体育之间关联及审视体育中高考改

革取向合理性的重要视角遥 故本文可为我国当下体

育中高考改革取向提供学理支撑尧 实践指引乃至警

示曰同时袁基于体育中高考对我国学校体育发展的主

导作用袁 本文也可为我国学校体育发展理论和实践

问题的修正尧调适提供参考和启示遥如认识体育中高

考在野双减冶政策下的定位与受限袁从而有助于推进

学校体育合理地介入野双减冶遥
本文所提出的体育中高考改革取向袁 指体育中

考要野逐年增加分值冶乃至主科化袁以及体育作为高

考必考科目遥其中袁体育中考主科化的内在假定某种

意义在于拉开分数差袁 以及随之而提高评分标准或

考试难度从当下体育高考的备选方案来看袁 其区分

标准的存在同样对部分学生产生相应影响遥理论上袁
该标准越高袁 将使得越多学生处于非适度的 野极限

式冶追求状态袁对体能性或体质健康测试项目尤其如

此曰而那种虽然提升分值袁但大部分学生可以野拿高

分尧拿满分冶的体育升学考试方案渊实际是淡化考试

的区分度冤袁其问题则要缓和得多袁也非本文主要关

注的遥 此外袁下文涉及的体育课程袁当下通常指体育

与健康课程曰作为体育中高考成绩构成的平时成绩袁
不同于常规体育课程的平时成绩曰 考试内容主要为

体尧技能项目袁不包括体育与健康知识遥

从可评价尧测量的意义袁体育不宜作为中高考内

容袁 主要与体育考试的效度不高有关要要要此为结构

效度袁即其测量尧评价结果与理论假设之间的一致性

程度 [2]遥 从现有部分省市体育中考实践来看袁其中的

野考试冶不仅指野终结性评价冶野现场考试冶和野统一考

试冶袁也包括过程性评价渊考核冤尧平时成绩或综合素

质考核等成绩构成中的考试项目或内容遥

在论及体育中高考渊考试冤与体育的关系时袁通
常也将文化科目或智育相提并论袁 既然语数英等文

化-智育科目的中高考渊考试冤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要要要也是应试教育袁 那么为什么体育就不能纳入升

学考试呢钥 这除了与二者的社会价值定位和取向有

关袁还主要涉及效度问题遥 文化-智育科目所培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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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能力袁如知识及理解尧推理尧逻辑尧概括尧表达能

力等袁其表现以文字尧数字尧符号尧图表等形式呈现为

主袁并辅以语言表达及规范化操作袁能主要通过考试

渊含笔试及专门考核冤较好地反映出来遥相应地袁这种

文化-智育科目的考试可以经由考试题目的设计尧题
量渊及抽查冤等达到较高的效度遥 长期以来袁基于文

化-智育的评价已形成相对成熟的考评体系袁并得到

世界范围的认可遥相较而言袁对体育的评价更多是通

过测试尧 比赛反映特定项目的运动能力要要要以身体

形象化尧身体渊心理冤能力尧物理运动尧时空-动态性

为主袁有的还具有对抗性尧审美性袁这些运动能力中袁
只有少部分内容和元素可通过大规模尧 个体化为主

要特征的体育升学考试予以考评遥
如果将体育课程纳入中高考袁对于诸多体育项目

而言袁或由于体育技能表现的主观性袁或由于众多项

目的集体性尧对抗性袁对其评价难以标准化和量化袁无
法做到客观公正袁而这是升学考试首先需要避免的弊

端曰在这种情况下袁当考试更多与标准化和量化相关

时袁所体现的体能化尧个体化等野体育冶特征势必难以

与常规体育教学建立关联遥 更为重要的是袁当把体育

纳入中高考科目时袁其假定指向体育相关品质尧素养

的发展及健康促进袁 而这些均难以通过考试作出因

果评价遥 如果说对于体育专业招生袁招生规模小袁可
以舍弃部分公平性而更为注重学生专业技能水平考

查的话袁那么对于涉及绝大多数考生渊残疾尧病尧伤考

生除外冤的体育中高考来说袁几乎没有办法通过大规

模尧 公正的升学考试对常规体育教学及其结果予以

客观尧准确评价袁而只能以片段化技术及体能项目为

主要要要从实践来看袁 即便简单的个体技能性项目袁如
体操尧武术等个人难美性项目的评分袁也面临较大的

公平及具体操作问题遥 如裁判评分主观性较大袁造成

不同地区尧不同组别评分的不公平曰且由于裁判组织

难度大袁不适合大规模开展遥 由此可见袁体育中高考

项目无法反映学校体育及体育教学的内容和实质遥
因此袁如果常规体育教学的目标渊如技能及所谓情意

目标冤和内容应反映其内在规定和要求的话袁但体育

中高考要要要野考什么冶 却不能体现体育教学的目标和

内容要要要野教渊练冤什么冶袁以及不能真实地表达与体

育的关联袁这是体育进入中高考的根本困境遥 一旦主

要基于升学考试的公平性和操作性而不得不放弃体

育诸多内在实质来设计体育考试方案袁则将不可避免

地对体育教学产生消极导向和影响遥
此外袁与文化-智育科目相比袁体育中高考项目

的成绩表现稳定性较差袁 容易受伤病和心理等因素

的影响遥其典型表现为部分项目具有较大的偶然性袁

受临场发挥的影响较大袁 如篮球运球上篮尧 排球垫

球尧足球绕杆运球等遥其中袁相关项目的技战术尧心理

因素越多袁其偶然性尧不稳定性也越高遥 作为体育竞

赛和体育专业考试袁这本属正常情况袁尚可以接受袁
但作为牵涉几乎每个学生的升学考试袁 则应尽可能

避免这种不稳定性遥

对于当下体育中高考改革取向袁 无论持支持还

是反对的意见袁野考什么袁教渊练冤什么冶议题均处于

中心袁可谓考量体育中高考合理性的核心问题遥这里

的野考什么冶袁主要指终结性或统一考试袁也适用于下

文平时成绩中的考试内容遥
如前述袁 语数英等智育科目作为升学应试科目

之所以相对合理袁得到较大的认可袁很大程度是由于

其考试具有较高的效度袁能较好反映课程的内容遥在
某道题所测试的知识尧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袁相关科目

考试效度的重要体现为该科目的题量庞大袁 考试供

选的题目资源相对丰富遥 相应地袁 为提高考试的效

度袁体育考试的野题量冶要要要项目设置数量及选择的

问题就凸显出来遥 因此袁体育考试中袁某个考试项目

到底有何价值和意义袁 所有考试项目是否具备体育

渊科目冤的代表性袁甚至能不能代表运动能力袁无疑就

成为体育是否应纳入中高考的一个重要考量遥也即袁
理论上袁从对体育的代表性来看袁体育中高考设项应

体现全面性尧多样性袁并要求学生尽可能考更多的项

目遥 然而袁在操作和实践中袁这种假定却无法落实或

本身就面临理论困境院渊1冤 对于体育学科的相关素

养要要要即便所谓体育学科核心素养渊运动能力尧健康

行为和体育品德冤也难以通过具体考试项目所体现遥
从中考设项来看袁其主要体现为体能项目渊含体质健

康相关项目冤及某个单项的简单化尧片段化技能袁二
者实际仅为特定体育运动能力遥 且这些不同运动能

力之间的关系如何袁 是否均必要钥 渊下文将继续探

讨冤遥 渊2冤 学校体育及学生参与体育项目的多样化尧
体育育人价值的多维性及学生锻炼意识尧 习惯的形

成袁很大程度是建立在野重在参与冶和体验的基础上袁
并非要求众多学生在特定多个项目上的极限式发

展要要要处于当下中高考改革取向的高分值及拉开区

分度时袁 后者这一结果性评价是否能真正激励前者

的展开钥渊3冤若相关体育素养需要通过更多的项目予

以体现袁而学生时间和精力有限尧个体条件参差不齐袁
不可能普遍要求他们在较高水平上发展众多的运动

项目遥 在考试评分标准较高并拉开个体间分数差的

情况下袁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袁如果要取得较好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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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袁参与 3~4 个项目的训练就需要投入较多的时间袁
进行准专业化的训练袁 那么更多项目是否将进一步

加大学生负担袁增加过度训练的风险钥乃至有损健康

或更易导致受伤钥渊4冤如果忽略不同体育项目所代表

体育素养的多维性袁 只考虑锻炼或健身效果袁 在时

间尧精力有限的情况下袁体育中高考是设定数量相对

较少的重要项目渊标准和要求较高冤袁还是设定数量

较多的一般项目渊标准和要求较低冤钥 哪种的锻炼或

健身效果更好钥当下从相关文件到实践管理袁均提出

野让每位中小学生掌握一两项运动技能冶 [3]袁 其是否

与体育中高考设项的实践相矛盾钥渊5冤体育中高考设

项及数量是否能解决考试与体育教学的兼容尧 一致

性问题钥 事实上袁为兼顾考试的客观性和公平性袁体
育中高考项目将不可避免地具有个体化尧体能化尧片
段化的特征袁 因此设置更多的项目并要求学生尽可

能多选项考试并不能消除由此造成的考和教之间的

隔阂遥 且学生难以承受这种高评分标准下更多项目

的训练负荷袁 这限制了增加每个学生考试项目数量

的可能遥
提供众多项目供选考或抽考作为当前体育中考

的主要举措袁除了置于上述理论背景袁还存在以下理

论缺失尧模糊及具体问题遥
第一袁选项的代表性和必要性问题遥由于公平和

操作的考量袁 上文提及的考试项目对体育的代表性

某种程度表现为对体能的代表性袁包括耐力尧力量尧
速度等类别曰 各地体育中考一般将体能项目分为 2~4

大类袁供学生选择渊每类选 1 项冤遥 也就是说袁这 2~4 个

项目对体能的代表性也是极为有限的遥 从各地具体

项目设置来看袁除了耐力类项目较为通用袁作为必考

项目外袁其他的项目袁包括同一大类的各小项袁表现

出很大的差异和自由选择空间遥这说明袁在操作的层

面上袁除了耐力项目袁其他体能并非每个学生所必需

的遥 那么袁如果学生不具备这任选的几种体能袁抑或

具备某几项考试项目之外的体能是否可以钥 现有关

于支持体育纳入中高考的理论并没有给出答案遥 换

言之袁 学生既然可以选这个项目袁 也可以选那个项

目袁说明这两渊几冤个项目都非必需要要要是否两渊几冤
个都不选或具备选项以外的某种运动能力也可以袁
则无从回答遥同理袁对于其他技能性项目的选项也同

样遇到这个问题遥 这其实就是这些项目必要性的问

题遥 在这种情况下袁如果就某种观点所言袁体育中高

考的目的要要要野说到底是促成体育锻炼习惯养成冶袁
那么体育锻炼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钥 这种主要建立在

少数几个体能尧片段化技术项目基础上的阶段性野锻
炼习惯冶和效应渊如下文所述袁源自升学考试的压力

并不能真正培养学生的锻炼习惯冤袁能作为体育中高

考及至主科化的支撑理论吗钥 是否为了考而考钥 或

说袁既然这些项目对于每个学生并非必要袁是否能将

这种野体育冶作为每个学生的必考科目乃至主科化就

值得深思和质疑遥是否也可以由此推理袁那些特殊学

生 渊如超重考生冤袁 甚至一般学生不考某个 渊些冤项
目袁其实关系也不大钥

第二袁多选项下的抽考问题遥 在文化-智育科目

考试的命题实践中袁 那种用一份试题考查某科目所

有知识尧 能力点的情况并不可能袁 故命题常采用抽

查要要要抽考的形式来提高考试对该科目的导向效

度遥那么袁为避免学生野偏项冶及陷入学生选考的项目

是否必要的争议袁体育中高考能否采用抽考形式呢钥
即设置较多的供选项目袁考前渊如 1~3 个月冤才公布

考试项目遥 如此袁 虽然体育考试设项本身的效度不

高袁 但可以通过这种考前抽查的方式促使学生在考

前练习更多的项目袁 发挥体育学科考试的指挥棒作

用遥 如河南省在 2021 年公布的体育中考方案中袁即
在考前 3 个月左右从素质类项目库中随机抽取 2

项遥 然而袁这种抽考方案除了无法回应野考较少必要

项目冶袁还是野考较多一般性项目冶所导向的锻炼效果

更好的疑问袁以及到底考多少项合理袁在多项中所抽

取选择的项目是否必要等理论问题袁 其他问题还包

括院如果抽考项目确定的时间早袁抽考的全面性练习

导向效果不明显曰如果抽考项目确定的时间晚袁这无

疑进一步加重了学生的负担遥正如家长们所担心的院
在抽签之前袁野我们要把所有项目都练到满分袁 才万

无一失冶遥 体育中高考项目类型如何设置尧每个学生

到底参与多少个项目袁这既是社会学尧教育学问题袁
也是涉及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和体尧 技能训练提升的

科学问题遥如果不能回应或解决这些问题袁抽考的意

义和必要性也就难以显现遥
第三袁 选项多无法实质性缓解个体先天差异导

致的公平问题遥学生运动能力具有个体先天差异袁由
此所导致的后天训练及提高的效应或幅度也大不相

同袁是客观存在和无法否认的遥在体育升学考试评价

制度下袁 为保障不同运动能力学生群体 渊含特殊群

体冤的公平权袁一种观点及做法是提供更多的选项袁
供他们选择袁野考试选项会越来越多袁 以缓解考试公平

问题冶[4]遥实际上袁学生运动能力的劣势并没有因此而

实质性得以避免遥比如袁有的地方将考试项目分成若

干大类袁每个大类代表一种运动能力渊含体能冤袁包括

多个项目袁 学生须在每或某大类中选考 1~2 项遥 然

而袁某些大类的各个项目可能均不适合某些学生袁如
体重超标的学生通常可能只在某些力量类项目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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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袁而在速度尧耐力项目中袁无论怎么选择袁均为其

弱势项目遥 再者袁 如果有的学生所有考试项目都差

呢钥 是否因为其人数少而可以忽略钥
这种选项考试的理论诘问还在于袁这些不同的

运动能力袁包括野弱势冶群体所要避开项目的运动能

力是否正是体育考试需要区分的和评价的钥 正如学

生间的语文或数学能力也不平衡袁语文或数学考试

某类题所要考查的知识尧能力点袁是否可以让部分

学生避开不考钥 如上述袁如果该项目能够被替代袁说
明这种特定项目及其能力本来就非必需袁完全可以

不用考试遥 可见袁这种公平问题在操作的层次袁即在

学生运动能力先天差异的意义上已经无法探讨袁必
须置于社会价值体系及对人的发展价值的语境之

下袁考查相关运动能力作为考试内容本身是否公平尧
合理遥

第四袁项目评价可比性的问题遥 由于不同项目之

间评分标准难以平衡袁以及一些项目的自由裁量权较

大袁因此不同项目之间袁甚至同一项目不同考区尧分组

之间分数缺乏可比性的问题就浮现出来遥如跳箱项目

本来是一个技术评分项目袁实践中有的裁判组默认只

要跳过去就基本是满分遥再如袁有的项目因自身特性袁
受临场个人状态尧发挥因素影响较大袁成绩不稳定袁这
也会造成选项间的评价不平衡和不可比遥

需要指出的是袁 体育中高考设项是基于体育中

高考能表达体育内蕴的各种价值尧功能袁体育纳入中

高考及主科化也正是建立在此假定基础之上的袁而
如上述袁 不同项目更多指向不同运动能力遥 一旦虚

化尧游离于其作为体育的多维价值尧功能定位袁如提

出让每位中小学生通过 1~2 项运动技能达到锻炼尧
健身目的袁 则不宜作为体育中高考改革取向及设项

的依据遥事实上袁当下体育中考实践并非依据这一提

法或要求予以设项遥从中也可看出袁体育中高考的设

项实则缺乏切实的理论支持和实践依据袁 其多项化

所追求的体育野效度冶与个体一般性体育锻炼渊1~2 项

即可冤存在矛盾遥在此袁需要对体育教育教学尧体育考

试要求与体育锻炼三者加以区分遥

有官员在回应家长和学生对于体育中考分值主

科化的担忧和焦虑时袁 提出院野无论是学生的综合素

质考核还是体育中考内容袁一定是教什么就考什么遥
学校体育不管是课程安排还是教学内容安排袁 都应

该和考核或者考试高度一致遥 冶 [5]在此袁对其他学科

来说袁野教什么就考什么冶或许还可以理解为二者限

定在同一知识尧能力领域遥 但由于中高考的客观尧量
化等评价要求袁无论其终结性评价还是过程性评价

或平时成绩中的考试项目 渊含抽考冤袁 均难以避免

渊或很大程度表现出冤个体化尧体能化尧简单-片段化

取向遥 故即便成倍扩大学生考试项目的数量袁也不

能实质解决其对体育教学的这种消极影响曰而在考

试项目有限的情况下袁体育升学考试与体育教学的

关系袁更是等同于野考什么题目袁就教什么题目冶遥 另

外袁这些项目相关能力的提高主要不是野教冶的问

题袁而是野练冶的问题袁且在主科化及区分性考试的

背景下袁要求学生每项都练习尧发展到较高的水平袁
学生可以承受的考试项目数也将非常有限遥 相应

地袁在以考试为中心的指挥棒导向和作用下袁不仅

课外体育活动以这种专门性尧 针对性的练习为主袁
而且体育课也将极大地丧失野教学冶功能遥 体育教

学尧课外体育活动必然呈现严重的单一化尧体能化尧
训练化现象袁学校体育的丰富多彩和生机将消失殆

尽袁 体育的多维育人价值也将极大萎缩遥 因此袁在
野考什么冶 本身不合理及其导向下袁 最终也会影响

野教什么冶的内容袁实践中并不能做到野教什么就考

什么冶遥 当然袁这里的野教什么冶袁是学校体育基于各

种育人价值而所应有的体育项目尧体育教学内容及

所关联的相关素养遥
如果将过程性评价中的 野考试冶 仅作为达标或

野送分冶的测试袁那么这种野考试冶作为平时成绩的激

励意义已虚化袁仅是将野考什么冶的内容更多指向终

结性考试而已遥
与上述认可体育中高考会导致 野教什么就考什

么冶的消极后果不同袁有学者 [4]认为体育中高考未必

会导致或可避免野考什么就教渊练冤什么冶袁野这并非

是中考体育本身的问题袁 而是体育教师错误观念和

专业化能力不足冶遥 这实际否定了考试制度的结构

性尧决定性和导向性作用袁而片面放大体育教师个体

的作用袁把问题归咎于体育教师袁这显然是他们难以

承受之重遥

从体育中考所采纳的测试内容来看袁 除了技能

项目中的单个尧 片段化技术及一些简单的个体难美

性项目袁主要是田径和游泳等体能主导项目袁包括与

体质健康相关的体能项目遥 如果说技能项目还可以

较好地反映教尧学尧练及其发展尧提高或进步这一过

程的话袁 那么体能类项目要要要尤其是那种缺乏技术

的纯体能项目袁则主要和练习或训练有关袁且由于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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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因素影响较大袁其发展空间较为有限遥这使得相

关考试成绩对学期尧学年等阶段性学习尧练习及其进

步进行评价时缺乏灵敏性袁 这表现为特定个体达到

某个阈值后对练习效应不再敏感要要要在较高的评分

标准下袁 这个阈值对于相当部分学生来说可能处于

较低的考试分值遥 故这种体育考试成绩难以反映体

育教学尧课外体育活动的成效袁从而使得体育中高考

在某种意义上丧失了对体育教学尧 练习的评价和反

馈作用 渊练习的保持效应不宜作为教学评价指标冤遥
尤需指出的是袁当基于健康考量时袁体能主导类项目

的发展应是在野适度范围冶甚至野正常范围冶内袁是一

种针对个体而言的健康体适能曰 而对于相当部分学

生来说袁在统一尧过高的考试标准及其竞技尧极限式

要求下袁这种体能项目的发展已经偏离其初衷遥

体育中考实践中袁 平时成绩通常体现为过程性

评价渊考核冤袁或作为综合素质考核的构成曰广义上袁
还可以把体育竞赛以及体育素养纳入其中遥 根据体

育中考现有及拟改革方案袁作为过程性评价的主体袁
平时成绩主要由体育课及课外体育活动的 野表现冶
渊如锻炼记录冤尧 体质健康指标测试和学期考试或测

试成绩构成遥其中的野考试冶已占很大比重袁但基于平

时成绩是体育中高考改革取向的一个单独的构成部

分袁被赋予特定的目标和功能袁尤其是野平时表现冶尧
竞赛等已经或拟纳入平时成绩或 野过程性评价冶袁其
相关问题需专门讨论遥 至于同样属于过程性评价的

体育与健康知识考核袁 由于其已超出与身体活动相

关的野体育冶范畴袁对此不予讨论遥
提出将平时成绩计入体育中高考成绩主要是假

定过程性评价具有某些特点和优势袁具体有二院一为

培养学生体育锻炼习惯养成袁野引导学生参加经常性

的体育锻炼冶野避免耶考什么袁练什么爷的应试体育问

题冶[6]袁某种程度也为实现体育的情意表现或体育素

养目标曰二为野稀释冶体育中考分值袁减缓体育中考压

力 [4]要要要或作为体育中考分值的野保障冶袁即假定学

生野能够按时参加体育课袁完成体育课布置的锻炼任

务冶[5]就可以获得高分遥 其中袁后者没有揭示平时成

绩的实质意义袁并非体育中考提高分值的理由袁甚至

与野提分冶矛盾袁只是为了缓冲体育中考分值过高的

压力或消极影响遥就实际效应而言袁体育平时成绩计

入中高考并不能有效达成相关假设或其野保障冶并无

多大意义袁且衍生难以避免的弊端或局限遥

根据部分省市体育中考的实践袁期中尧期末考试

是体育中考平时成绩的主要构成遥这种期中尧期末考

试一旦纳入升学考试袁 必须尽可能保证考试的公平

性和客观性袁 这无疑将区别于常规体育教学意义上

的期中尧期末考试曰甚至不排除各校为服务于体育升

学统一考试或终结性评价袁而在期中尧期末考试中直

接采用体育升学统一考试的项目遥另外袁学校和教师

对学期体育考试拥有较大的自主性袁 本来是常规体

育教学的特征袁 甚至是区别于体育升学统一考试的

优点袁 但如果体育升学考试平时成绩中的考试也由

各校组织尧教师评价袁其与统一考试相比袁将滋生更

大的公平性问题遥如体质健康测试难以被监督袁以及

学期考试的技能评价尧平时表现由任课教师给出袁带
有更大的主观性遥 这里也陷入制度安排和实施的悖

论院 如果期中尧 期末考试采用相对统一的形式或规

定袁为实现评价的公正尧客观性袁其考试方案势必趋

向于体育升学的终结性统一考试曰 而如要体现常规

体育教学的特点袁学校及教师对期中尧期末考试则具

有充分的自主空间袁如此一来袁期中尧期末考试作为

升学考试评价的可信度和公信力则无法得到保证遥
或如上述袁 学校还有可能将体育升学统一考试内容

直接引入期中和期末考试遥此悖论的另一种形式是袁
体育项目尧 体育教学所应有的内容及相关素养表现

的主观性袁 几乎是必然与评价的公正尧 客观性相抵

触遥若基于升学考试的评价要求袁平时成绩构成的期

中尧期末考试除了纳入更多的项目袁在项目测试形式

上可能很难区别于终结性考试遥

在学校各科教育教学中袁平时渊表现冤评价的重

要功能是尽可能真实反映尧 检查学生的平时表现及

阶段性考试成绩等情况袁 也帮助教师改进和提高下

阶段的教育教学工作遥 平时渊表现冤评价通常区别于

结果性尧终结性尧区分性尧选拔性尧鉴定性的评价袁某
种意义可视为发展性尧过程性尧反馈性评价的最佳方

式和手段遥 因而平时渊表现冤评价更宜作为学期尧学年

等阶段性学业评价袁 且一般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

的办法袁如结合评语和分数遥 即便量化评分袁也通常

在同一群体渊如班级冤内加以比较袁并可结合个体发

展进步情况袁故不同教师尧学校间的标准不一遥 而一

旦将体育平时表现置于中高考升学压力之下袁 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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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尧班级尧学生的切身尧本位利益的驱使下袁这种评价

必然会偏离平时渊表现冤评价的真谛和要求渊如各校

会普遍性给出高分冤袁并将冲击平时渊表现冤评价的功

能遥 从体育中考的实践来看袁其中的平时成绩或过程

性评价已一定程度演化为野平时考试冶袁而野平时表

现冶或被压缩袁或具有难以克服的缺陷和局限渊见下

文冤遥 在这种情况下袁体育中高考背景下的此平时成

绩已非常规体育教学中的彼平时成绩遥 同时袁为满足

正常体育教学平时渊表现冤评价的需要袁将不得不另

外建立一套评价方案遥

由于中高考招生面向全市尧全省或全国袁而平时

成绩由各个学校乃至个别教师给出袁 不同学校尧班
级尧教师的评价标准难以统一袁即使可以统一袁也难

以从制度上予以保障和监督遥 在中高考成绩每增减

0.5 分都会牵涉到学生和家长敏锐神经的背景下袁为
降低其消极影响袁 最为合理和被接受的方案无疑是

弱化其区分度遥一旦硬性规定拉开分数差袁则易造成

更大的问题袁如各校生源条件不同尧标准不一或执行

不一袁 教师裁量权过大而造成权力寻租等遥 如此一

来袁在多年的体育中考实践中袁几乎所有学生的平时

成绩都是野送分冶或满分就不奇怪了遥
公平是中高考制度在我国存在的最为重要的

社会基础袁当将体育纳入中高考袁也应首先基于公

正这一前提遥 将平时成绩纳入体育中高考袁实际开

启了将平时成绩纳入中高考统一考试的先例袁也在

某种程度上挑战尧冲击着我国整个中高考制度的公

平性基础遥

从现有主流观点来看袁 将平时成绩纳入体育中

高考主要是为培养学生的锻炼意识尧 习惯等体育相

关素养袁然而根据体育中考实践中平时成绩的构成袁
其中的体质健康测试尧 期中和期末成绩虽作为过程

性评价袁但实为准终结性评价袁因为其很大程度是考

试分期化或分散在多个学期遥从积极意义来说袁如果

这种考试能结合体育教学所应有的教材或内容袁对
体育教学的某些技能学习尧掌握和体能发展袁有一定

的强化和提高作用袁与体育教学有更高的切合度遥但
实际上袁在体育升学考试特有的要求下袁这种考试在

设项等方面仍不可避免地带有诸多前述弊端袁 难以

与体育运动项目及体育教学的实质相结合袁 只是增

加了更多的考试项目而已遥 故这种与体育中高考维

系的锻炼意识尧 习惯并非真正指向体育项目及体育

教学袁且这种准终结性评价与体育锻炼意识尧习惯等

素养的形成也没有必然因果关系遥在此袁需要区分的

是袁学生广泛尧经常性参与常规体育教学尧课外体育

活动袁 与中高考高区分性压力下需极限式发展的项

目开展不宜简单等同遥 前者的学习尧学会尧掌握及锻

炼袁或作为业余爱好与后者的准专业化训练尧发展遵

循不同的逻辑袁而体育锻炼的意识尧习惯更多是建立

在前者的基础之上的遥
当忽略平时成绩中的期中尧期末考试袁在培养学

生的锻炼意识尧习惯等体育素养方面袁平时成绩构成

中的野平时表现冶评价通常被认为具有更大的介入可

能和合理性遥 事实上袁野平时表现冶评价既表现为部分

省市中考过程性评价的专门成绩袁如野平时上体育课

的情况冶袁还通常作为每学期体育课程期中尧期末成

绩或体育课成绩的构成袁进而纳入体育中考成绩遥那
么袁野平时表现冶成绩是否能纳入体育中高考袁用以反

映学生锻炼意识尧习惯等相关素养呢钥 其实也不然浴
即便尽可能加强组织公正化尧教师专业化袁这种平时

表现仍存在评价的表象化尧行为化与表现的非内化尧
非自律性等问题袁以下主要对此展开讨论遥

体育相关素养或品质由知尧情尧意尧行等要素构

成袁或可分为内外 2 个维度遥 从量化评价的意义袁对
相关品质和素养的评价更多体现为外在尧表面尧行为

化遥而体育参与及过程所表现的情感尧兴趣尧意志尧合
作态度尧体育品德袁及意识尧习惯等袁属于难以定量评

价的心理和精神状态遥 由于事关竞争激烈的升学区

分袁且平时成绩在施行过程中通常由个别教师把握袁
如果仅对学生一般性行为表现予以考查而给出平时

成绩袁其消极影响主要有院渊1冤由于观察不可能具有

全面覆盖性袁且单个教师通常负责较多的学生袁这使

得评价的片面性尧主观性较大袁具有随机性尧第一印

象尧晕轮效应尧刻板效应尧以点带面尧以偏概全的特

征遥 渊2冤在教师权威及其监督尧评价下袁学生表现出

野守纪尧听话冶袁容易滋生野当面一套冶野合乎要求冶的
伪善行为或表演性人格曰学生为迎合教师某种喜好袁
可能掩盖其个性发展及行为表现的多样性和丰富

性袁同时催生学生依附性人格及功利性的师生关系遥
更为深层的机制性问题在于袁 中高考压力下的

体育野平时表现冶评价本质是一种单纯尧典型的外在

行为评价袁必然会导致教师中心主义袁以及弱化和忽

略学生的自我尧内部评价和自律遥社会心理学研究表

明袁当人们处于较小的外在压力下或奖赏时袁其行为

动机更容易转化为个体的内在自觉 渊内在动机冤曰当
外在压力或奖赏增大袁 人们更倾向于将其动机与压

力或奖赏本身建立联系渊外在动机冤袁并削弱内部动机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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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外在压力或奖赏消失袁其行为动机也随之消失遥或
说袁如果外界压力很大袁个体的行为是迫于外界环境约

束做出的袁 它就不能代表个体内在的状态尧 特性或态

度袁这即所谓的过度合理化效应渊over-justification ef-

fect冤[7]遥而体育中考提高分值乃至主科化的初衷正是

以高压力倒逼学生重视体育曰 在升学的巨大压力及

其辐射下袁 学生的相关行为也与延续几个学期的平

时成绩评价及其压力相维系遥 当然袁 从教育规律来

看袁在学生相关品行发展的早期袁必要的外在野他律冶
性行为养成也是必不可少的袁 但这种外在压力也应

适度袁并适时取消袁而更多结合学生自我评价和自我

意识的形成遥 长期非适度的外在评价势必会抑制学

生的内化和自律袁 使得学生缺乏独立意识和判断能

力袁 导致学生策略性服从袁 甚至激发学生的逆反心

理遥一旦失去这种外界压力袁学生的锻炼性行为表现

可能会出现反弹性消退遥
从表现时机来看袁学生的锻炼意识尧习惯等体育

素养袁更多出现在教师观察和评价的范围之外袁如课

外袁甚至校外袁这也非野平时表现冶所能体现袁即使使用

现代科技手段也不能尧不应简单加以覆盖遥事实上袁除
了走尧跑尧跳绳等少数项目可以凭借电子设备袁通过物

理动态记录尧人脸识别等技术予以考核渊但其公信力

仍无法得到保证冤袁 诸多课外体育锻炼任务的完成情

况尚难以监测遥此外袁因存在个体差异袁学生的技能表

现尧体质指标难以与课外锻炼建立关联袁故仅凭平时

考核也无法反映学生锻炼任务的完成情况遥
值得指出的是袁在一般的行为表现之外袁即使那

些可以客观记录和描述的行为活动及相关信息袁也
无法较为全面尧全程袁或长期尧全体尧完整尧准确被监

测和观察遥 而作为平时成绩的体质健康指标及体育

课期中尧 期末成绩袁 则更多表现为结果性的运动能

力袁难以反映体育锻炼意识尧习惯及其他体育素养遥
当然袁 上文对平时成绩的探讨均是建立在公正评价

的基础和假定之上的遥实践中袁由于这类成绩由各校

甚至任课教师掌握袁 相关项目实际上演化为送分项

目袁充斥人为因素遥这显然是考试纪律要求和教师专

业化水平所不能解决的遥
从实际结果和效应来看袁由于终结性考试渊统一

考试冤及平时成绩的期中尧期末考试的设项对野平时

表现冶具有重要的导向性袁因此贯穿平时的体育锻炼

内容也将以这些考试项目为主曰而如前述袁这种野体
育锻炼冶实则游离于体育及体育教学所应有的内容袁
也与体育相关素养相偏离袁 并不能有效避免体育应

试教育或终结性考试所导致的野考什么袁教渊练冤什
么冶等消极后果遥

相关文件和实践中袁 体育竞赛成绩可作为平时

成绩或单独纳入体育中考分数遥 与体育中高考计分

相结合袁体育竞赛可在 2 个层面展开袁具有不同的弊

端遥 一是袁对于学生广泛参与的校内体育竞赛来说袁
普遍性的计分面临各校成绩的不可比及现实操作性

的问题遥 这种比赛理论上可以通过计取较多的名次

扩大加分范围袁甚至给所有参赛者加分遥 然而袁与前

文所述纳入平时成绩的相关问题类似袁 这种竞赛也

面临不同学校间可比性和平衡性的问题遥除此之外袁
由于涉及升学考试分数的敏感性袁 相关比赛组织的

难度及其认可度尧公正性问题也会随之浮现遥现实意

义上袁体育竞赛毕竟不宜演变为全员考试式的计分袁
追求优胜的实质决定了其是精英性或是排除大部分

的遥 再者袁野体育比赛会不可避免地引发部分学生的

挫折尧排斥心理冶 [8]袁故对学校体育的野常赛冶或大面

积比赛及其介入体育中高考应持审慎态度袁 并把握

合适的度遥 这包括在野赛冶与野练冶之间保持张力袁不
宜简单地把野赛冶视为野练冶的目的遥 二是袁对于校级

以上高水平体育竞赛而言袁 低比率的加分实际上仅

有利于少数体育特长生或尖子生遥这种竞赛加分袁某
种程度只是为体育生或少数体育尖子的升学增加了

砝码袁并不为大多数家长认可遥即使限制体育特长生

或区分更多的组别袁对相关弊端的改善也非常有限袁
且容易滋生不当的人为因素曰 而一旦限制体育特长

生袁这种比赛的高水平几乎无法体现遥

体育素养作为特定内涵和评价指标的概念袁已
被广泛用于国内外学校体育发展和评价遥 在体育中

高考成为热点且势在必行的当下袁一种呼声为将体

育素养评价代替体育中高考遥 然而袁体育素养虽然

可以用于过程性或平时评价袁但却包含诸多的野测
不准冶因素遥 如有研究提出院体育素养中的体育行为

维度分为体育健身行为和体育竞赛 2 个指标袁其中

体育健身行为仅采用加速度计尧计步器或问卷等方

法予以评估 [9]袁具有较大的局限和片面性遥而体育意

识则通过学生的报告式问卷进行测评袁这种测评结

果显然不能用于升学评价遥 另外袁相关文献中体育

素养的 5 个维度仅指向野体育健身冶袁且有的下位指

标并不一定属于野健身冶的范畴 [9]袁这并不能代表体

育袁甚至不能代表健康袁因野健身冶不能涵盖健康的

3 个维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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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对冲文化应试教育的消极影响袁 或减轻学

生的学习负担及至推进野双减冶政策袁可以说是体育

中高考尤其是体育中考主科化改革取向最为直接的

外在假定和动力袁即以体育应试这一野非常手段冶应
对文化应试教育的消极影响袁所谓野以毒攻毒冶遥该说

法虽然一定程度认可体育应试的某些局限袁 但并没

有充分认识到中高考语境下体育的特有规定遥 如当

野建议把体育列入中高考必考科目冶时袁只是一般性

地指出体育锻炼和活动有利于减免学生的文化学习

时间和负担[10]遥其问题在于袁体育在中高考必考或高

分化后袁 虽然可以增加学生的体育课开课率及锻炼

时间袁但相关野锻炼冶很大程度已转变为运动成绩压

力下的训练任务要要要即便当下体育高考改革取向下

所存在的相对较低的区分标准也对渊少冤部分学生产

生相同的影响或效应遥对于相当部分学生来说渊主要

指体育中考改革取向下袁下同冤袁高区分性下高强度

的竞技化尧体能为主的练习很难说是一种野降压冶或
野减负冶遥 正如调查中学生所反映的院野学生的解压方

式本就有限袁当体育分值提升后袁运动不再是快乐的

解压方式袁反而成为压力的来源之一遥 冶就体育课来

说袁在体育考试目标和任务的压迫下袁体育课将不再

是他们的野快乐一课袁而是压力与负担冶遥 另外袁理论

上袁只要中高考的竞争资源有限袁中高考作为选拔性

考试的重要性没有改变袁 学生的学习负担和压力就

不会减缓或降低袁 且在其他考试科目尧 难度没有减

少袁文化课程压力没有变小的情况下袁体育中高考必

考尧主科化实际上相当于增加了学生的负担[1]袁野使得

体育这门课变成了类似语文尧数学的存在冶遥野面对当

前学生不堪重负的课业压力袁 如果不注重合理安排

体育锻炼袁反而使体育本身成为一种新的负担遥 冶[11]

因此袁 体育中高考改革相关举措更似采用体育 野增
负冶的方式挤压尧对抗文化学习的空间和时间袁而学

生的总体负担却未必减少袁甚至可能会增加遥尤应注

意的是袁对于那些相关运动能力较差渊主要指处于均

分以下冤的学生来说袁他们不仅需要比其他人更多的

时间进行运动项目训练袁 而且可能需要以更高的文

化分来补偿体育项目得分低的弱势袁 这无疑会进一

步加重他们的负担遥而在健康促进的意义上袁为追求

体育成绩而导致过多尧过强的运动袁效果可能适得其

反袁更易对那些体质较差尧身体虚弱学生的身体造成

损害[11]遥
以上问题的重要认识误区在于将一般意义的体

育锻炼或体育活动等同于高区分性中高考压力尧任
务导向下的体育训练遥 如果说前者可以在兴趣或适

当压力下保持合理的量和强度袁 而作为积极休息手

段用以缓解尧消除文化学习的疲劳袁乃至增进人体健

康袁是一种良性负担的话袁那么后者已很大程度游离

于兴趣尧休闲和健康促进的范畴袁不能简单视为脑力

劳动的积极休息袁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其更可能是一种

任务-功利性尧极限式的训练和追求袁从而构成一种

实质性的负担遥
当前文化学习压力过大袁 且已成为学生健康的

主要威胁袁在学生连基本睡眠尧户外玩耍时间袁甚至

课间十分钟都难以保证的情形下袁体育对于学生野减
负冶的意义更多在于提供一种相对宽松尧自由尧休闲尧
兴趣化但又张弛得当的场域和过程袁 其传达的重要

理念为让学生在特定时间出离教室及摆脱作业的束

缚遥 体育对于文化学习的这种野降压冶和野减负冶作用

某种意义上应超越运动的野健康冶效应渊如与体能及

强度相关冤袁而在野学习第二冶及缓解文化学习可能对

健康造成隐患的意义上指向健康要要要大健康观语

境遥这可视为体育与野健康第一袁学习第二冶的重要契

合点袁也应作为体育中高考改革的理论背景遥由此可

知袁体育中高考的野减负冶效应至少是条件性的袁如应

降低其应试的成分 渊主要指降低考试难度和区分

度冤遥 同时袁应从组织和制度上保证真正意义的学校

体育的切实开展袁并防止将体育中高考作为推进野双
减冶等野减负冶政策的出发点袁或当提出通过野双减冶
等政策助推学校体育时袁 其动力和体育表现形式不

应主要与体育升学考试相维系遥 如此袁体育的介入才

不至于成为一种新的负担袁才能真正以体育为野双减冶
及相关野减负冶举措的落实提供支持和推力遥

体育中高考被假定与体育尧锻炼关联袁以及达成

野减负冶的目标袁是当下体育中高考改革取向的立足

点和直接动力袁 二者分别指向体育中高考的内外效

度遥 然而袁 从操作和实践的维度考察体育中高考设

项尧平时成绩的效度及野减负冶效应目标的实现袁相关

假定存在以下理论困境和不足遥
体育中高考的设项渊内容冤难以与体育渊及健

康冤关联袁并存在操作性偏差遥 这包括院考试项目难

以体现体育的实质及其多维目标袁 考试设项数量确

立及选项尧 抽考等举措存在理论缺失与缺陷袁野考什

么冶对野教渊练冤什么冶导向失当及评价失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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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中高考的平时成绩难以与过程性评价及

体育锻炼关联袁并衍生相关问题遥这主要缘于平时成

绩偏离常规体育教学过程性评价的真实功能且缺乏

公平性曰同时袁平时成绩的可能构成中袁野平时表现冶
难以培养学生的锻炼意识尧 习惯及其他内在相关品

质袁野体育竞赛冶和野体育素养冶也均存在较大弊端或

局限遥
体育中高考改革取向难以对冲文化应试教育

及推进野减负冶或野双减冶遥 这其中的认识误区为将一

般性尧 适度的体育锻炼等同于高区分性升学考试压

力下的功利性尧极限式训练袁而后者的严重程度或涉

及人数又与体育考试分值的高低及拉开分数差的大

小有关遥

体育中高考应与体育渊及健康冤相分离的根本

原因为院考试设项所具有的个体化尧体能化尧简单-
片段化尧标准化等特征袁难以体现体育项目尧体育教

学所应有的内容及相关素养袁 甚至难以反映诸多类

型体育项目的运动能力曰体育表现形式主观化袁体育

相关素养养成和培养具有过程性尧内在性袁以及体育

课程不能野教渊练冤什么袁考什么冶袁或野教渊练冤什么冶
不能野考什么冶袁是制约这门课程应试化及其纳入中

高考的结构性因素遥 这里的野教渊练冤什么冶是学校体

育所应有的体育项目尧教学内容及相关育人价值遥
学生的体育锻炼意识尧习惯和行为更多与常规

体育教学袁课外体育活动的参与尧体验及校园体育文

化等相联系且是基于休闲性尧 娱乐性以及个体差异

与适度发展的袁 并不能建立在体育中高考特定项目

的强制性尧极限式训练和发展的基础之上遥
体育中高考的消极尧负面影响将随着其分值的

提高及分数差的拉大而增长曰当分值较低尧学生成绩

分数差小或采用低标准的达标尧合格式考试袁且仅限

于中考时袁可作为权宜之计袁但仍需充分保障特殊学

生群体的利益曰 当诸多副作用和负作用难以被避免

时袁体育中高考相关改革方案不应贸然推行袁以免造

成野解决问题的方案比问题本身更糟糕冶要要要而其隐

患更在于袁 相关方案的一些负面效应是隐性和不易

觉察的袁涉及社会伦理袁对此仍有广泛的讨论空间遥

在野五育并举冶下袁对体育的重视程度不应与体

育是否为中高考科目及其分值高低相联系袁 这种重

视及其组织尧制度保障更应是过程性尧条件性或环境

性的袁是从时间尧场地和设备等方面保证学校体育按

其项目内在规定尧体育教育教学规律和要求展开袁是
从区分-选拔性到参与-过程性袁从而为学校体育释

放更大的空间遥 这也是学校体育介入和落实野双减冶
政策的真正着力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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