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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5 日，教育部等部门发布《关于加强
教育行政执法 深入推进校外培训综合治理的
意见》，明确要加快建成权责明晰、管理规范、
运转顺畅、保障有力、监管到位的校外培训监
管行政执法体系，依法严格查处校外培训违法
违规行为，确保“双减”工作扎实有效。

国家体育总局与地方体育局近期表态都
强调了对“应试体育”的警惕与遏止。如北京
市体育局提出，坚决抵制应试体育思维，将建
立体育培训市场“黑白名单”，纠正虚假宣传、
焦虑营销等行为。

首都体育学院校长钟秉枢认为，不当的体
育培训会加重学生、家长的负担，扭曲教育初
衷。

张一民表示，学校体育教育在“体量”上大
幅提升，以往“体育老师被病假”的现象也减少
很多，但校内教育受硬件、师资等方面制约，在
系统开展教学、满足个体需求及提升学习兴趣
等方面，仍需进一步完善。一些中学校长、体
育科组长称，部分学生仅靠学校体育课在中考
拿高分甚至满分，难度较大。

一位校长算账：“初中一周3节体育课，一

学期约50节，中考体育项目那么多，跑、跳、投
掷、三大球，体育课上只能教会学生基本技术，
一个项目要熟练、巩固、提高，必须课后坚持训
练。”体育技能形成也有“20 小时规律”，仅依
靠课堂练习远远不够。

不少培训机构已与学校开展合作，通过课
后服务来为校内素质教育提供有益补充。广
州体育学院教授韩会君认为，培训机构要与学
校形成互补，考虑多方需求，形成服务链条。

业内人士认为，一方面要继续完善课内体
育教学的内容，另一方面要加强监管。钟秉枢
表示，体育教育专业性强，教学经验不足的教
练易造成学生损伤或影响学习兴趣，应加强师
资培训、提升教学质量。

为进一步完善课外体育培训治理，国家体
育总局 2021 年 12 月印发的《课外体育培训行
为规范》对场地设施、课程、从业人员、内部管
理、安全等都做出明确规定。

辛颖认为，科学有效的监管能让行业更加
规范。同时，体育教育也不能是暴利行业，不
应成为新的负担，未来应更多作为学校教育的
有益补充，为爱好各类运动的孩子服务。

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网站 14 日消息，近日，国家
监察委员会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开展深入调研的基础
上，研究起草了 《关于办理国有企业
管理人员渎职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意见》 并正式印发施行。这是
国家监察委员会印发的第一个针对职
务犯罪实体认定方面的监察执法指导
性文件。

据介绍，意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国家法律为依
据，共分八部分内容，围绕非法经营同
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国有公
司、企业人员失职罪和国有公司、企业
人员滥用职权罪等 4 类案件的法律适用
问题，主要明确和解决了追诉标准、犯

罪主体、犯罪地、“国家利益遭受损
失”及挽回后处置、犯罪构成的认定标
准等问题。

此外，对调研中发现的其他问题以
及涉及国有企业的其他渎职犯罪问题，
国家监察委员会将继续会同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展调查研究，在
工作实践中进一步总结经验。

记者了解到，此次印发的意见是深
入贯彻落实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关
于深化国有企业反腐败工作部署要求的
重要举措，有助于准确把握和处理国有
企业管理人员渎职犯罪案件，严肃查处
靠企吃企、“影子公司”等突出问题，
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以零容忍态度
惩治腐败，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的实际成效有力有效推动国有企业高
质量发展。

“双减”的第一个寒假，体育培训火了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舒静、郑天虹、王恒志

一放寒假，北京家长杨女士
就给孩子报了轮滑和游泳班，

“学科培训少了，学校看重体育
成绩，上个培训班可以强身健
体，孩子在家待着老看电子产品
也不好。”

类 似 想 法 的 家 长 并 非 少
数。寒假期间，很多学生都至少
参加了一项体育培训。广州一
名初三学生告诉记者，班里有超
过一半同学在校外补体育。

北京市海淀区一家武术馆
的教练说，寒假期间报名人数
增长了一倍。一名北京家长发
现，此前处于兴趣班“鄙视链”
底端的武术班，原本只有 5 个
孩子，一周内突然增加了 8 名
新生。

北京的曹先生是位体育达
人，工作之余喜欢打羽毛球。他
发现，德胜门外一家球场的 4 块
训练场地，已完全被培训班的孩
子占领。他们大多在 6 至 10 岁
之间，每班约 15 人。由于人数
太多，场地费也水涨船高，价格
上浮30%。

长期关注体培行业的某资
本合伙人辛颖认为，体育培训机

构正处于迅速发展期。其中，篮
球项目规模最大，因为孩子喜
欢、家长认可、场地相对易得，更
重要的是被列入中考体育选考
项目。羽毛球、乒乓球因父母可
以参与、陪伴，备受青睐。同时，
高尔夫、马术等小众运动市场也
日益扩大。

一份 2022 中国素质教育行
业报告分析认为，体育教育受
政策利好发展迅速，市场仍在
升温。到 2023 年，我国少儿体
育培训市场规模预计将超 1300
亿元。

很多家长不吝付出。北京
多家体培机构推出的各类课程
大多为数千元，如羽毛球培训40
节课 7980 元。北京学生小米的
轮滑课一个假期 3000 元，游泳
私教课一小时 300 元，一年至少
花两三万元，但家长觉得“为了
孩子都值得”。

有家长发现，中考体育分数
增加后，一些机构学费水涨船
高。一些机构的中考体育培训
课程细分为排球跑步班、篮球跑
步班、引体跑步班等，价格都在
千元之上。

专家认为，体育课外培训市
场迅速扩张的背后，是素质教育
意识加强和考学功利性诉求等
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

健康中国行动、发布体育强
国建设纲要、深化体教融合……
近年来，一系列政策的出台给体
育市场与全民观念带来深远影
响。越来越多家长开始接受体
育是教育重要一环的理念。

南京家长朱先生平时并不
怎么运动，但希望孩子能通过运
动强身健体，培养综合素质。从
幼儿园中班开始，他就尝试让孩
子接触一些体育项目，大班就开
始在外上体育培训班，最多的时
候同时报了三个项目。

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与体质
健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张
一民注意到，积极效果已开始显
现。从教育部开展的全国学生
体质健康监测结果来看，学生体
质呈向好发展趋势，中小学生尤
其突出，国家学生体质健康达标

优良率不断提高。
近年来，各省市中考体育分

值不断上升。如云南省将中考
体育分值提高到 100 分，北京中
考体育由30分提高到70分。

张一民认为，体育并非选拔
性考试，更多是水平性测试，且
采用“一次性考核+过程性考核”
的方式，强调渐进性和累积性，
目的是推动学生增强体质、掌握
技能、培养品质。

不少家长将中考体育测试
拿满分视为“基本要求”，助推体
育“补习”走向火热。一名北京
家长表示：“中考体育成绩越来
越重要，为了拿到这些分该花的
钱一定要花。”

不少培训机构顺势推出“中
考体育”培训班。北京的一家羽
毛球培训机构推荐课程时明确：

“我们每节课都会有基础环节，
里面包含发球、挑球、高远球动
作，都是羽毛球项目测试的内
容。”

“班里超半数同学在校外补体育”

升温背后：素质教育意识加强和考学功利性诉求

进一步完善课外体育培训治理

国家监委印发首个
职务犯罪实体认定监察执法指导性文件

“体适能培训寒

假班火热招生”“中考体育

培训招生”“中考体育寒假提

分”……“双减”政策落地的第一

个寒假，各种体育培训广告频频出

现，体育培训十分火爆，不少孩子

在假期参加了少则一两个多则

三四个体培班，一些家长为

此付出数千元至上万元

的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