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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体育卫生艺术社会实践

第一节体育

体育教学

明清时期，境内私塾、书院在课余时间由教师组织的跳绳、拍球、踢毽等活动，即为

体育教学雏形。

清末，学堂兴起，光绪二十九年(1903)现代体育的部分项目传人境内。光绪三十二

年(1906)，清政府宣示教育宗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所谓尚武，即为体

育教育。境内中学堂、高级小学堂大都开设体操课，每周两学时，主要项目有跑步、跳

高、跳远、列队、游乐等。教师多为兼职。

民国初时，体育教学内容增加了跑步、跳高、跳远、普通体操等，每周两节课。1918

年，长治县五龙山高级小学校，建起操场、篮球架和木马等简易体育设施。

1919年，全国教育调查会第一次会议确定教育宗旨为：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

神。健全人格包括私德、公德、知识技能、体格、感情等，把培养学生强健体格列人教育

宗旨。此后，境内各高小的体育课教学内容有所改进，除以队列训练为主外，增加了跳

绳、踢毽、球类、游乐等项目。

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后，体操课更名为体育课。教学时数占总教学时数的10％，

仅次于国语课，与算术课占同等地位。

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施行《／J、学课程标渤，规定体育课在小学低、中年级

占150分钟，在高年级占180分钟。1934年，沁县较大规模学校设有童子教练，负责童 ．

子军训。 ；芏

1937年前，境内中等学校和县高小体育课内容多为队列训练和一些田径项目。有条 {雩

件的学校，如省立四中等，还增开网球、篮球等教学内容。 |育

抗日战争期间，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学校的体育课主要服务于战争需要，经常进行爬 |生

山、野营拉练、埋雷、投掷等军事训练，也进行跑步、跳高、跳远等一些简易田径项目的 呈{术

训练。日伪所办学校的体育课渗透了奴化教育，如学生出操列队报数要用日语。 墨!茎
面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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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期间，学校体育课仍以军事训练为主，有条件的学校增设了篮球等项目。

1948年，晋绥行署通令解放区学校体育课每周2课时，境内随着执行，教学内容有：

动作、姿势、体育理论知识、运动技术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教育部颁发《中小学暂行教学计划》，体育课定为每周2

节。境内体育教师大都为兼职。教学内容有队列、跑、跳、踢毽、跳绳、篮球等一些简易

活动。

20世纪50年代，在毛泽东主席提出关于“健康第一、学习第二”，“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等指示和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指引下，教育部等9部委于1951年

发出推广广播体操的通知。1952年，教育部颁发了《各级学校体育教学暂行规定》。1954

年，国家体委正式颁发《准备劳动与卫国制度》 (以下简称“劳卫制”)，1955年颁发了

等级运动员制度。境内学校体育教学因地制宜，逐步走向规范，把体育课列为必修课，每

周2节。各学校广泛开展学习广播体操活动，开辟了体育场地，增加体育设施，开设了中

长跑、体操、投掷、球类等体育教学项目，县以上中学和部分高、完小均配备了专职体育

教师。1954年5月，市区学校成立体育联合教研组，组长温绍伟(长治师范)、副组长刘

樵(长治市一中)。1955年后，境内县直中学以上的中等学校，都设立体音美教研组，一

般有1至2名专职体育教师，长治市一中等重点中学有3名体育教师。各级学校重视体育

课教学，体育教师按国家颁发的锻炼标准教学。

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期间，学生因营养不良，体质下降，患病率增

加，学校体育课减少授课时数，有的学校停开体育课。

1961年11月，国家颁发俭日制中小学暂行工作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绦

例》规定：体育教育要使学生身心得到正常发展，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具有健康的体

质。此后，境内体育工作开始走出低谷，逐步趋于正常。县以上中学和县高、完小都按照

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开展体育教学。同时，各县在体育教师严重短缺的情况下，通过听广

播、举办培训班、以老带新等途径培训体育教师。县以上中学和双轨制以上小学设专职体

育教师，其余学校设兼职体育教师。体育教学内容逐渐增多，田径、篮球、乒乓球、体

操、足球、跳绳、踢毽子等常规体育活动广泛开展。是年，长治县组成中学生篮球代表

队，参加晋东南地区中学生篮球赛，获得第4名，1963年长治县组成的中学生乒乓球代

表队参加全省中学生乒乓球赛，韩店中学学生郭孝堂获男子第6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停课闹革命。不少体育教师转行或调走，本来就短缺的

体育教师越发短缺，体育课形同虚设。

1967年始，境内学校受极左思潮影响，中小学体育课改称军体课，学生自制木枪、

木大刀、红缨枪，教学以学军为主。主要项目有：野营拉练、军式队列操练、刺杀、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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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等。

1975年，虽然军体课恢复为体育课，但常被学工、学农等活动挤占。

1977年后，各县在恢复体育教学的同时，举办了不同形式的体育教师培训班，以补

充体育教师的严重短缺问题。学员结业后，大都充实到农村学校任教。

1978年4月，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国家、省相继颁布了相应

的规定和办法。境内体育教学得以恢复正常。中学体育课列为必修课，每周2节，校内体

育活动也列入教学计划。各县针对体育教师短缺的情况，多渠道培训体育教师。

1979年12月，晋东南地区行署教育局在长子县召开了全区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经验交

流会，对学校以后深入开展体育卫生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

各县(区)中小学贯彻执行教育部颁行的《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专、兼职体育教

师都按大纲要求教学。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根据《国家体育锻炼标滩勘制定了结合当地实

际情况的学生体育锻炼标准，列为教学的主要内容实施。

1981年，长治县在长治市体育运动学校举办了体育教师培训班，培训人数60多名。

1983年开始，该县教育局开始每年从教育经费中划出1．5％，用于购置体育器材，每年暑

期举办一次体育教师培训。屯留县为县直中学拨付体育专款1．3万元，用于增添体育器

材。是年起，潞城县随着农村学校规模和数量的增加，连续3年在职业高中体育班，学生

毕业后全部按民办教师待遇分配到农村中小学任教。

1984年，境内中小学普遍使用山西省编写的《体前课本。学生的体育课成绩开始

纳入学生的总成绩内，每学期考核一次。

1985年起，全市小学开始使用全国统编的《体育》课本。

1986年6月，市教育局用一周时间在全市进行了优秀体育课评教评学活动。评选内

容包括：体育教学大纲掌握情况，课堂结构是否合理，组织教学和教学方法有无创新，课

堂密度和运动量是否合理，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体现得如何。每个县(区)

选送2节，市直学校3节、厂矿学校l节。参加评选的教师须提交1985至1986两个学年

的教学计划和教案，写一篇观点新颖、说理充分的教学体会。

1987年，全市各中学开始使用修订后的山西省统编教材《体前课本。潞城县建立 ．

了中小学生体育合格登记卡。县教育局规定，体育成绩不合格的学生不能参加“三好”学 i壬

生评选。是年9月，沁县红旗小学办起了少年体育班，从一年级新生中择优编班，从小抓 !譬

起，培养体育后备人才。 j育

1989年7月，市教育局、市体委在全市评选“十佳”体育教师。lo月，市教育局成 i生

立长治市学校体育研究会。 塞!术

是年，市教育局发出通知，从本年起，凡无体育合格证书的中学生(含职业中学)， 毒；至
。哭
盂i践

383



不颁发毕业证书，不得参加高一级学校的升学考试。根据山西省教委文件，市教育局对全

市中专学校(含驻市中专)新生进行体育合格标准检查。

1990年，市教育局认真贯彻落实《学校体育工作条例》、 《国家体育锻炼实施办法》。

5月，对全市体育教师进行了韵律操培训，7月，对全市100名骨干体育教师进行了提高

培训，10月，组织全市50名体育教师赴重庆参观学习。在农村中小学评选出3名国家

级、lO名省级、15名市级优秀农村体育教师。

1991年，长治县开始建立学生体育成绩档案，改革体育成绩评定办法。体育课成绩

占60％，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占15％，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测试成绩占25％。

是年9月，潞城县教育局、县体委联合创办的体育小学在全县招收体育特长生并开

学，学生在学好文化课的同时，搞好体育训练。该县教育局借助县政府创建全国体育先进

县的机遇，为各学校配齐了体育教师，增添了体育设施，建立健全了档案资料，次年，经

国家体委验收合格，并得到国家、省、市体育和教育部门的一致好评。1994年始，在抓

“两基”达标中，全市各中小学不同程度地建起了体育场地和增加了体育设施。

1995年10月，长治县教育局把体育课列入教学水平评估体系，至年底，全县音美体

劳开课率均提高了35％。

2002年秋，全市中小学相继按照教育部《关于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设置体

育课。小学一、二年级每周4节，三至六年级每周3节；初中开设体育与健康课，每周

3节。

2003年2月，市教育局转发《山西省<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试行方案)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栎勘)。全市50％的学校开始实施栎渤，包括城区、高新区、市直、厂矿

学校、民办学校及各县(市、区)城镇中小学。2004年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全面实施标

渤。市直各学校、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按照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的统一部署

和要求，采集、汇总、上报《际滩勘的有关数据。各级各类学校试行新缅；潍酚后，原来

的《大学生体育合格标榷酚、 《中学生体育合格标祚勘、 《／J、学生体育合格标滩酚和《国家

体育锻炼标勘的内容不再执行。新标渤成绩即为《国家体育锻炼标渤达标成绩。

实施《标准》的学校将达标的测试和锻炼工作纳入正常的体育教学工作中。各县(市、

区)教育行政部门设立专门机构，责成专人负责，实行岗位责任制。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分

管领导和各级各类学校校长(院长)为实施新缅；准》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至2009年，全市在实施新标勘中，市教育局强调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

和市直各学校本着有利于评价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以对学生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

做好《际潍盼实施工作，坚持落实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积极推进素质教

育，促进体育教学改革，提高学生身心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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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清末民初，境内学校的课外体育活动多为学生自由参加。省立四中、四师、部分县立

高小组建有代表队，课余时参加体育活动，各队常在一起举行各种形式的比赛。之后，长

治女子学校也组建了代表队。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校体育活动除一些田径项目外，女

生主要是踢毽、跳绳、捉迷藏、荡秋千等。男生还参加民间传统体育活动项目，如摔跤、

气功、举石、掷石、翻石磙等活动。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区和游击区的学校课外活动，主要是参加军事训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改革旧的教育体制，学习苏联经验，推行“准备劳动与

卫国制度”。

1953年，毛泽东主席发出“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三好”指示后，推动了

境内学校课外体育活动的广泛开展。

1954年至1958年，各中等学校按国家体委正式颁发《准备劳动与卫国制励和等级

运动员制度标准组织学生开展体育活动。体育活动内容很丰富，课外体育活动开展得很活

跃。下午第二节课后，学生争先恐后地到体育室领器械，一直活动到晚饭开始前(当时都

为寄宿制)。

寄宿制小学也普遍开展“两操、两课、一活动” (早操、课间操，每周两节体育课，

下午二节课后的体育活动)。农村初小和城市非寄宿制学校一般不安排早操。

1958年“大跃进”中，境内受全民大炼钢铁运动的冲击，课外体育活动受到影响。

1959年，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为祖国夺得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单打冠军后，境内

中小学生课外乒乓球运动遍及城乡。

20世纪60年代初，境内受三年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影响，学生营养不良，健康状况

低下，课外体育活动处于低潮。之后，在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指

引下，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学生营养状况逐步改善，学校课外体育活动渐趋恢复。

1964年，国家体委干部和著名乒乓球教练员傅其芳、孙梅英、王传耀等在长治县参

加“四清”运动，县教育局和县体委以此为契机，邀请这些教练向当地乒乓球教练员、运

动员传授技艺或表演比赛。长治县中小学掀起乒乓球热等课外体育活动高潮。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境内学校课外体育活动基本处于无序状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境内学校课外体育活动走上健康、规范、发展的轨道。早

操、课间操、眼保健操、各种球类、田径、体操、武术等课外活动开展有声有色。

早操普遍以班为单位，进行锻炼。小学除寄宿制学校外，多数无住校生，普遍不出早

操。许多中学因操场紧缺，只好在大街或公路上进行晨练。

课间操安排在上午第二节课后，一般由全校统一组织，做眼保健操、做广播体操或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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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操，活动秩序要求做到“快(集合快)、齐(动作整齐)、静(安静)”。

课外活动安排在下午第二节课后，一般每周3～4次，围绕《达标》内容组织活动。

1979年起，境内各中学施行第六套广播体操。

20世纪80年代，因学校、社会和家庭都受片面追求升学率影响，学生课外活动一度

处于冷落，特别是高、初中学校压力过大，学生课业负担重，课外体育活动被挤占。市

(县、区)教育、体育行政部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发现和培养学校体育工作先进

典型。

1983年，梅辉坡小学被评为全国群体工作先进集体，校党支部书记赵金林赴上海参

加了全国第五届运动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会。长治市一中、二中和潞城县等被市里

表彰为学校体育先进单位。

1987年起，市、县(区)着手改革初中招生入学办法，取消升学考试，减轻了升学

压力，课外活动又逐步升温。境内各中学认真推行国家教委颁发的《中学生体育合格标准

试行办法》。坚持每天的“两操”和体育活动，确保学生每天有1小时体育锻炼时间。

1988年5月，全市中学生运动会在长治市一中举行，对全市学校体育教学推动很大。

1989年，山西省教委、省体委公布1 19所全省田径项目小学课余训练点，批准长治

市13所：其中潞城县4所：实验小学、城关小学、东关小学、微子镇小学；城区4所：

八一路小学、淮海小学、梅辉坡小学、英雄街小学；襄垣县1所：城内--d,；平顺县1

所：体育小学；长子县1所：东方红小学；武乡县l所：城关小学；沁县1所：红旗小

学。市教育局、市体委要求，在保证参训学生文化课不低于同班平均水平的前提下，确保

训练质量。

1990年，国家教委、国家体委联合颁发伴校体育工作条便盼。贯彻绦锄成为全

市中小学体育工作的一项主要内容。

是年，各中学开始推行第七套广播体操。长治市体育学校(即市十一中)正式成立。

之后，潞城、屯留、平顺等县(市)相继成立体育小学，全市学校体育教学效果增强。

1991年，山西省教委、省体委联合对全市已命名的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进行复查和验

收，经复查合格的有9所学校。

1993年，长治市一中被教育部、国家体委表彰为全国中学贯彻伴校体育工作条例》

先进学校。

1997年，长治市二中被国家体委表彰为群众体育先进集体。

2001年，长治市根据省教育厅《关于贯彻实施“全国中小学生课外文体活动工程”

和建立“山西省中小学生课外文体活动中心”的通矢Ⅱ》，制订《‘长治市中小学生课外文体

活动工程”工作规戈蚣 (以下简称《规戈蚣)。《规戈吩实施时间为10年，工程分两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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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第一期工程(2001年一2005年)，在市直和有条件的县(市、区)建立课外文体活动

基地，使参加课外文体活动的中小学生达到在校生总数的30％左右。第二期工程(2006

年一2010年)。在继续完善组织体系基础上，充分发挥示范基地的作用，扩大规模，提高

工作水平，使在校中小学生经常参加文体活动的总数达到80％左右。

2004年9月，全市44所高级中学的3万余名学生参加了军训。

2005年8月，长治市教育局、长治军分区按照(Q003年一2005年长治市学生军训工

作发展规划》，要求各级教育部门、军事部门和学校，要加强军训工作的领导，把军训工

作纳入学校教学整体计划，保证军训内容和课时，搞好军训安全和准备工作。全市63所

高级中学的4万余名学生在开学后参加了军训。

是年，屯留县投资3．5万元为全县学校购置足球370颗，并对全县体育教师进行足球

运动培训，在全县学校有史以来开始开展足球活动。

是年11月14日早晨5点40分，沁源县第二中学(郭道中学)初二、初三13个班的

900多名学生在汾(阳)屯(留)公路上出早操，被一辆疲劳驾驶的东风带挂大货车闯入

队列压倒，东风带挂车轧倒一大片学生后，当场有18人死亡，包括一位32岁的班主任老

师姜华，压伤21人，有3名学生在送往医院途中或救治中，因伤势过重死亡。死亡学生

中，年龄最大的18岁，最小的15岁。教育部、国家安监局召开会议进行了通报，省、市

教育部门紧急部署，要求各学校以此为戒，对学生课外体育活动要精心组织，严格管理，

不具备体育教学和活动条件的学校，不准在校外进行体育锻炼。

2006年，全市中小学新(扩)建操场130个，确保学生体育锻炼。

2007年，根据国家，山西省教育、体育、共青团三部门《关于全面启动全国亿万学

生阳光体育运动的通知》精神，全市各学校开展了保证每天锻炼l小时的阳光体育运动。

2008年，市教育局在全市全面落实《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渤，围绕青春、奥运、健

康主题，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中小学生阳光体育运动，各级各类学校全面实行大课间体育活

动制度。是年，全市53058名初中生毕业体育考试，及格率为99．6％。

2009年，市教育局召开了全市学校体育工作会议。在全市学校推行娣三套中小学

生广播体拗和衔版眼保健操》。 ．

：第
比赛 ；±

；三

1920年，长子县首次举行了为期3天的第一届学生田径运动会。比赛项目分高、初 i雩

小学班两级，高级班有：60米、100米、1000米赛跑，4×100米接力赛，竞走，高低栏 i宵

障碍赛跑，撑竿跳高，爬高，跳远等。初级班有：驰算，驰拼音等。 {生

1921年春，长治城内在皇城(今烈士陵园处)内举行了第一次学生田径运动会。参 堇侏

加单位有省立四中、四师、三职及城内的4所小学，约1500人参加，运动项目只有田径。 喜’坌
∞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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钐

÷参 1929年10月，长治城内在皇城举行第二次学生田径运动会。参加单位增加了省立四

詈k 女师，有了女子项目。运动会开了2天，刷新不少项目记录。

垦整 1946年暑期，屯留县举办了抗战胜利后首届小学生田径运动会。

吾事 1952年夏，沁县中学篮球代表队参加晋东南地区中学生篮球赛获第一名。

引薹 1979年以后，境内中小学一般在春秋两季各举行一次学校体育运动会。春季运动会

引 在“五一”前后举行，秋季运动会在“十一”前后举行。

i 1982年以后，全市学生田径运动会除1989年未进行外，每年由市教育局、市体委

(局)共同举行，1982年至1990年，在每年6月举办；1991年至2004年在5月举办；

2005年后，改为4至5月举办。1985年至今，除2005年沁源郭道中学发生特大交通事故

停办一年外，每年元旦举办市区中等学校越野赛，参赛人数一般在万人左右。

1983年，长治市二中代表队获山西省第八届学生运动会初中组团体总分第2名。

1984年，山西省小学生田径运动会，长治市代表队获团体总分第三名。

1988年5月，长治市在长治一中承办了山西省中学生田径运动会。

1989年，市教育局组织全市各类体育比赛16次。长治一中获全省中学生男子篮球赛

冠军。

是年，长治一中分别在国家、省的2项大赛中获得第一。两项第一分别为：张志霞同

学在全国第二届长城杯青少年田径对抗赛中，获1500米和800米两项第一；学校篮球代

表队在全省中学生篮球赛中夺得冠军。长治县一中获全国田径两项第一。

1990年，全省重点中学田径运动会上，长治二中获第2名，师专附中和长治一中分

别名列第8名和第lo名，沁县中学第21名。

是年，市教育局与有关部门举办第二届大中专院校教职工“教育杯”羽毛球赛和“一

中杯”篮球赛。
‘

是年lO月，山西省第一届重点中学暨第三届中等师范田径运动会上，长治二中代表

队获重点中学团体总分第二名。

1994年．长治一中获九运会中学组男子篮球第三名，潞矿中学获中学组女子篮球第

四名。

1995年，在全省体育传统项目比赛中，潞城一中获团体总分第二名，城区小学代表

队获踢毽、跳绳项目第一。山西省中学生篮球赛中，长治一中代表队夺得冠军，并于7月

代表山西省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第六届全国中学生篮球赛，战胜北京队、天津队，获得华

北赛区亚军。

1998年，山西省教育厅、省体委在潞城市联合举办山西省中小学生跳绳、踢毽、田

径三项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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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9月，市教育局、市体育局和市教育工会联合举办了长治市教职工篮球比赛。

参赛单位为驻市各大中专院校，技工学校、市直、厂矿各中学、师专附中。

2004年，市教育局举办了市直学校教职工教育杯羽毛球比赛和正大杯教职工篮球赛。

2005年，长治一中代表队在全国第九届中小学生运动会上，荣获贯彻《学校体育工

作条侈妨先进单位。

2008年，市教育局举办了长治市中小学田径运动会和乒乓球赛等多项赛事。

2009年5月，市教育局和市体育局联合在长治县举办了全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

元旦越野赛每年元旦前后，市教育局，市体委、市总工会联合举办一次中学生元旦

越野赛，由市内中学生参赛。1985年一1994年称元旦环城越野赛，1995年一2004年改称

元旦交通安全杯越野赛。1982年一1997年，越野赛参赛人数一般在l万人左右。1998年

起，出于交通安全考虑，越野赛参赛人数减至1200人左右。2005年11月14日，沁源县

二中发生特大交通安全事故后，元旦越野赛停办。期间，各县(区、市)学校也相应的举

办了不同形式的环城越野赛、登山越野赛等。

田径运动会1982年以后，全市学生田径运动会除1989年未办外，每年举办一次。

由市教育局、市体育局、市总工会联合举办。1982--1990年，在每年6月举办。1991—

2004年在每年5月举办。2005年后，改为4至5月举办。大中专学校，市直学校，各县

(市、区)派出代表队参赛。

达标活动

达标活动是学校体育进行目标管理的方式之一，对广大学生既有具体的要求，又有强

烈的吸引力和推动力。

1954年，市区各中学、师范学校根据《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暂行条例》、 僭行

项目标准及预备级暂行条锄和国家体委、教育部、卫生部联合发出的《关于在中等以上

学校中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的指示》精神，开展了以《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励 (以下

简称“劳卫制”)为标准的达标活动。参加活动的有8700人，达标学生占总数的63％。多

数学校均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利用早操、课间操、体育课，采取集中与分散、辅导

与自练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体育锻炼。这一活动到1958年形成高峰，全市中学生达标的有 ．

3780人，占学生总数的76％，其中达到三级以上运动员标准的占1％。 i壬

1960年以后的三年困难时期，达标活动自行中止。1964年，劳卫制锻炼标准改为 j警

《青少年锻炼标渤，各中学和市内小学施行。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断。 j育

1978年后，全市中小学全面开展了达标活动，但由于少数学校盲目追求升学率，大 l生

量挤占课外活动时间，无节制地延长学习时间，达标活动受到一些影响。针对这一问题， 堇i术

教育、体育部门联合采取措施，强化了中学生达标活动。1982年在中学抽查测验中，达 薹{室
∞哭

389
盂j践



标率为83％。1985年，境内城市中小学生达标率在85％以上，农村中小学生达标率在

65％以上。

1989年，城区梅辉坡小学被评为全国达标先进集体，教师崔树明被评为全国达标先

进个人。

1996年，长治市一中获全国达标先进单位，邓建成被评为全国达标先进个人。

1997年，市教育局定期对全市各学校进行达标评比。城区梅辉坡小学和英雄街小学，

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达标竞赛活动，达标率上升到95％，城区其余各校的三年级以上达标率

均为90％以上。

1997年统计，全市学生达标人数340 552人，占在校中小学生达标总数的78％，其中

市内达标率为90％。

体育传统项目学校

1988年—2000年，境内先后列为山西省体育项目传统学校的中小学校共46所，分布

在市直学校和10个县(市、区)。

市直4所：长治一中(田径、篮球)、长治二中(田径、篮球)、长治市实验小学(田

径)、长治九中(田径、健美操)。

城区11所：梅辉坡小学(田径、篮球)、英雄街小学(田径、篮球)、淮海中学(田

径、足球)、东街小学(田径)、紫坊小学(田径)、下南街小学(田径)、上南街小学(田

径)、城区太行职业学校(田径、篮球)、建东小学(田径)、西街回族逸夫小学(田径、

游泳)。

郊区3所：铁三局一处中学(田径)、郊区实验小学(田径)、郊区中学(田径)。

潞城市10所：潞城一中(田径)、潞城三中(田径)、潞城实验小学(田径)、微子镇

小学(田径)、山水小学(田径)、市职业高中(田径)、山化小学(田径)、黄牛蹄中学

(田径)、微子镇中学(田径)、店上中学(田径)。

长治县2所：长治县一中(田径)、长治县二中(田径)。

长子3所：东方红小学(武术、田径)、鲍店中学(田径)、长子二中(田径、篮球)。

屯留2所：屯留一中(田径)、屯留五中(田径)。

襄垣8所：襄垣县二完小(田径、乒乓球)、潞矿中学(田径、篮球)、襄垣一中(田

径)、襄垣二中(田径)、五阳学校(田径)、夏店中学(田径)、下良中学(田径)、厩亭

中学(田径)。

黎城1所：黎城一中(田径)。

沁县1所：沁县一中(田径)。

武乡1所：故城镇信义中学(田径)。

39[)

◆够¨场．靶甄铲酐抽引引●



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

1998年，根据国家教委和省教委统一安排，全市首先在城区进行初中毕业生升学体

育考试试点工作。1999年扩大到郊区、潞城市、长治县、襄垣、黎城6个县(市、区)。

从2000年开始，全市l3个县(市、区)的全省中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全部增加体育考试

科目。

1998年一2001年，升学体育考试由教育行政部门组织。考试时间为5月中旬到6月

中旬。考试项目共三项：中长跑(男子1000米、女子800米)，跳跃(男、女子均为立定

跳远)，投掷(男、女子均为13公斤铅球)。三个单项每项10分，满分30分，计人中考

总分成绩。2002年起，升学体育考试改由招生部门统一组织。体育考试项目按三类设立：

第一类，一分钟跳绳(男、女生)；第二类，一分钟仰卧起坐(女生)和立定跳远(男

生)；第三类，握力体重比指数(男、女生)。分值仍为30分，测试标准按省统一规定执

行。2007年，全市把中考体育测试成绩列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并以此作为高中录

取的重要依据。

第二节卫生与健康

课程设置

1913年，省立四师在二年级开设卫生课，每周1学时．

1915年，北洋政府颁布《国民学校锄，境内废除旧课程，在开设新课程的常识课
中，进行卫生健康知识教育。

1922年、1936年和1942年，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教育部先后颁布(撕学制课程标准

纲要》、 修正小学课程标渤、 《／J、学课程总纲》，卫生课名称几经变易，或日常识，或

日自然，但始终把卫生知识教育列入主要教学内容之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华北人民政府颁发课程计划，境内高小以上学校开设卫生课，并增

加防空、防毒等卫生救护知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对课程进行了改革，卫生与健康知识渗透到自然课、常 _

识课、生理卫生课、生物课等课程进行教育。

1964年，教育部等8部门发出保护学生视力的办法。境内对学生视力保护工作采取

相应措施，在学校推广眼保健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卫生健康教育被迫停止。

1973年，学校开始恢复卫生课、课间操和眼保健操。卫生部门也开展对学生卫生教 善；

育、卫生检查等工作。 萤
当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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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境内中学于上年恢复的《生理卫生》课改为《体育卫生》课。

1978年，小学恢复自然课，课内包括卫生常识。中学《体育卫生课》更名为《卫!生：》

课。

1979年，境内各级各类小学通过自然常识课，实施卫生常识教育。各中学按照教育

部颁发的《生理卫生教育大纲》开设生理卫生课。

1982年起，境内中小学逐步建立起学生健康档案。有条件的学校，一般每年让家长

或学校组织学生做一次体检，将检查结果填入档案。卫生部门开始对学校进行卫生监测

管理。

1986年，山西省教育厅、省卫生厅在全省50所小学进行卫生保健授课试点工作，长

治县安城小学等学校作为试点校，采用省卫生厅编写的俐、学卫生保健课本》，每2周授

课1次，后逐步推开，扩大到全县中心小学。潞城县也确定实验小学和各乡镇所在地小学

为试点校，使用省卫生厅宣传处和省卫生防疫站编写的一至五年级卫生课本。课程由校

医、保健教师或班主任讲授。

1988年，国家教委颁发《中小学学生近视眼防治工作方案(试行)》。全市各中小学

制订了相应的保健制度，将眼保健操纳入“两操”活动中。

1989年，世界卫生组织、卫生部开展初级卫生全面达标活动。全市于3月在各城镇

中小学按规定开设卫生课，每周l课时。同时，市教育局组织了全市中小学生口腔、牙齿

卫生比赛活动。

是年，市教育局、市计生委联合下文，确定长治市二中、十中、城区一中为开展青春

期教育试点学校。

1990年，国家体委、教委、卫生部联合颁布伴校卫生工作条鳓。市、县(区)教

育行政部门根据绦侧》要求，将学校卫生工作列入考评学校整体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1992年，国家教委、卫生部联合颁布《中小学健康教育基本要求》和《缝康教育大

纲》。全市中小学普遍开设了健康教育课，学校卫生健康教育进一步规范化。

2000年1月，根据国家教委《关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

的意勋，市、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及时召开会议，组织检查组深入学校课堂听课，调

查访谈，检查学生作业，查看课外文体活动，认真解决中小学学生负担过重问题。市教育

局规定学生在校时间为小学6小时，中学8小时；小学一般不留课外作业，中学课外作业

不准超过规定时间，每天须有I小时体育活动

2002年10月，教育部颁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后，长治市有条件的学

校都开始了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工作。

2003年，山西省教育厅举办了3期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岗前培训班，各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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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派员参加培训后，全市学校逐步开展了心理健康教育。

2005年秋季起，全市所有初中学校均在每周3节的体育与健康课中安排健康知识教

学。课程标准规定，在对学生进行体育教学时，使学生了解健康知识，不组织笔试。

2008年，市教育局结合长治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活动，进一步加强学校健康教育工

作，市区中小学全部开设健康教育课，卫生健康教育收到明显效果。市教育局被省教育厅

表彰为卫生健康教育先进单位，被市政府表彰为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先进集体。

至2009年，全市县城以上中小学健康教育开课率达到了100％，学生健康教育知晓率

达到90％以上。

队伍、设施、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境内学校大部分设在庙宇、

陋，住校生大都睡在潮湿的土炕、地铺和拥挤在木板通铺上，

和健康。

1953年，政务院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

以上学校卫生环境和实施得到逐步改善。

旧房、窑洞里，校舍设施简

直接影响了学生的身体发育

随着，废除体罚制度，县城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虽也建起一大批新学校，但采光、照明、通风、取暖、课桌凳、

黑板、食堂、住宿等仍不达标准。

1960至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时期，学校为保护学生身体，合理安排教

学、劳动和学生休息，抓生活，促教学，尽可能改善师生生活。

“文化大革命”中，学校卫生条件非但没有改善，很多卫生教育教学设施还遭到了

破坏。

1979年以后，县直以上中学大都配备了校医和专兼职卫生课教师。

1984年前后，境内发起集资办学热潮，凡对新建学校，教育部I'-Jx寸教室的朝向采光、

黑板的位置和材质、课桌凳高低等都做了规定。1985年春，屯留县教育局对全县学校卫

生工作进行调研，共抽查学校168所。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学校未配备卫生保健人员，

在调研的25所中学和143所小学中，分别有4所中学和5所小学有校医或保健人员；农

村小学教室有14％不达卫生健康要求，9．75％的教室为窑洞，4．2％的教室为古庙，单向采

光的教室占51．8％，朝向不符合要求的教室占20．6％。

1992年12月，长治市教育局为从根本上解决课业负担过重给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和全

面发展带来严重后果的问题，要求各县(市、区)及市直学校不得随意增加课程、课时，

坚决杜绝利用节假日集体补课和赶新课的现象。

1993年，全市把卫生教育组织管理、防止学生视力下降、防止常见病、普及卫生保

健教育、改善学校卫生环境等列为学校重点工作来抓。全市县直以上中小学基本配备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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