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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胡信昌 通讯员 陈凯

昨天，何先生联系快报：我是天长小学二年级的学
生家长，这学期学校的体育课搞大了，老师带着学生到
西湖边的少年宫去上体育课了，运动项目很多，有击剑、
武术、健美操、羽毛球、跆拳道、艺术体操⋯⋯下午孩子
就要去上课了，非常兴奋，他们一周要去两次，有时一个
下午都在少年宫上课，现在的孩子太幸福了！

何先生说，按学校通知，学校新推的体育选修课，家
长需要提前在网上选课，选课那天，家长们早早守在电
脑前抢名额。羽毛球课的名额，两分钟就被秒杀完了，
击剑、跆拳道、乒乓球特别受欢迎。“我手慢，为儿子抢到
了一个艺术体操，孩子很新奇，一直盼着上课。”

昨天，天长小学二年级和三年级学生吃好中饭稍作
休整后，排队步行15分钟，来到杭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很多小朋友自带运动器材，如羽毛球拍、乒乓球拍，
还有小朋友带着比自己还高的剑包（内装击剑器材）。

“学校的新体育课，星期三和星期四下午都有，一周
两次，很好玩。”一个女生报了艺术体操，满脸期待。边
上一个小姑娘蹦蹦跳跳，她报的是跆拳道。

上课地点在青少年活动中心科体楼，这里有专门的
体操、击剑、跆拳道、武术和羽毛球教室。每个教室的设
施齐备，体操教室里铺着厚厚的地毯，羽毛球馆和乒乓
球馆都是标准场馆，跆拳道教室铺着厚垫子。

三年级学生到了各自教室后，经过热身，开始上
课。击剑教室里，老师先给同学们讲解动作要领，之后，
同学们戴上面罩等护具，互相练习。武术教室里，同学
们换上大红色丝绸练功服，在老师带领下，扎马步、练
拳，根据手势，大声喊着“啊”，英姿飒爽。

跆拳道教室里，学生们换上了白色的跆拳道服装，
先是慢跑，接着压腿、拉筋、练习踢腿。在体操教室，老
师们让同学们练习劈叉，几个女孩子轻松做到了，男孩
子大多劈不下去，老师一边喊着口令，一边帮几个男孩
子慢慢沉下腰去。

杭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相关老师介绍，给孩子们上
课的体育老师都是少年宫聘请的，非常专业，有不少还
在体育大赛上得过奖。

天长小学东坡校区的校区主任陈老师说，天长小学两
个校区都在市中心，共1500多位学生，学校现有的场地，满
足不了小朋友们运动的需求。学校跟市少年宫合作，开设
各种体育拓展课程，解决了运动场地和设备不足的问题。
除了体育拓展课，按课标要求的体育课也正常开设，天长的

学生也因此比其他学校的学生运动时间更多一些。
“学校非常重视同学们的体育锻炼，天长的孩子，每

年都会在西湖边毅行。同学们去少年宫上课，也是走着
去，刮风下雨不间断，身体和意志都得到了锻炼。现在
是二、三年级的同学在少年宫上体育课，以后也是二、三
年级为主。这能让同学们在两年时间内掌握一门体育
运动项目，伴随他的成长，锻炼了身体也体会到了运动
的乐趣。”

中考要考“4+X”
学生可自选科目

先来看看这次改革内容。
在语文、数学、外语三大基础录取计分科目之外，体

育学科也将纳入录取计分科目。同时，试点地区需根据
文理兼顾、负担适度的原则，确定其他录取计分科目，防
止群体性偏科。国家课程方案所设定的科目均列入学
业水平考试的范围，但并不要求将所有科目都纳入录取
计分科目。

在每门课合格的前提下，给学生适当的选择权，
发展学生优势特长。这意味着，学生可以自主选择
除 语 文 、数 学 、外 语 、体 育 之 外 的 其 它 录 取 计 分 科
目。但是，不能仅选文科类科目或仅选理科类科目，
需要文理兼顾。对于其他没有选择的科目，需要达
到考试合格。

“这个方向，和杭州市近年中考政策做的调整方向
是一致的。当时政策规定2017年开始，杭州市中考满分
从570分变为600分，其中科学学科满分分值由180分调
整为 160 分，思想品德历史与社会学科也按一定比例计
入总分，具体是按卷面得分的 50%。这样一来，所有科
目都接触过，进高中后才能做好7选3。”一位重点高中的
校长说。

此外，改革规定在考试内容方面，改革后的中考考
题将减少单纯记忆、机械训练性质的内容，转而考查学
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学生创新精神和能
力素质。

综合素质评价要在招生中起作用
这次改革明确要求试点地区将综合素质评价作为高

中招生录取的依据或参考，让以往处在从属、参考地位的
“综合素质评价”成为主角，在高中录取中真正发挥作用。

在评价内容上，将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
艺术素养和社会实践五个方面作为评价内容和要求。
评价重点上，将注重反映学生的全面发展情况和个性特
长，并考查学生的日常行为规范的养成。学校可根据自
身办学特色制定具体的使用办法，使综合素质评价在招
生录取中真正发挥作用，重在破解“唯分数论”。

改革的另一个重点是大幅减少、严格控制加分项
目。取消体育、艺术等竞赛类加分项目，相关特长和表
现等计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在招生录取时作为参
考。高中学校的自主招生政策也将继续完善，将给予部
分高中阶段学校一定数量的自主招生名额，招收具有学
科特长、创新潜质的学生，鼓励发展学生兴趣特长。

杭州的综合素质评价做了几年，有道德与素养、劳
动与技能、实践与探究、交流与合作、运动与健康、审美
与艺术这六大指标，和这次改革的评价标准基本相似。
而且，综合素质评价在招生中已经起到很大作用，比如
想考重高，六个指标都要合格，其中三个指标还要达到
优秀水平。达不到，不能录取。

职业生涯规划前移到初一
昨天，快报记者联系了几位初中、高中校长、一线教师，

对这次中考改革，大部分老师认为杭州还挺有前瞻性的，不

少方面已经走在前列，比如综合素质评价、控制加分等。
一位重点高中的语文教研组长说，中考变成4+X，剩

下科目里如何选，可能还需要一个细则来规定。但是改
革精神很好，学生第一次有了选择的权利。比如一个学
生不喜欢物理，可能初中就不需要再学了。而感兴趣的
科目，可以提前就有了较深入的学习。

“对什么有兴趣，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但以前很多
高三学生都回答不了。现在，高考改革把职业生涯规划从
高三提前到了高一，而中考改革，就是把这种选择权继续
下放，让初中的孩子们就开始自己做主，有思考地选择。
相当于是，职业生涯规划继续提前，从高一变成了初一。”

不过也有老师比较担忧，政策改革，一下子要影响
不少人。

一位热点民办初中的校长说，不知道具体细则怎么
分，科目怎么选，但是有两点一定要把握好，才能推进改
革进行：

首先是不能增加负担。现在的小学、初中、高中都
比较累，进了大学才相对轻松些。中考改革给了学生选
择权，可以选科目，可能不少同学一进初一就进入紧张
状态，假期都在补课，初三的压力平摊到初中三年了。
希望中考政策不要给孩子太大压力。

二是给学生选择权，但不能偏科。初中最应该的是
多花时间接触各种领域的内容，知识面宽些，学会基础
知识和基本方法。而不是花很多时间掌握某一个技能
和技巧。到了大学后，再选择感兴趣的专业继续深入学
习，才是最合理的。

昨天的艺术体操课间，小朋友在练习。 记者 葛亚琪 摄

教育部公布中考改革方案 对杭州学生影响最大的是
中考要考“4+X”，学生可自选科目
明年9月入学的初一学生最先纳入
记者 张娜 姜晓蓉

这两天，教育部公布了中考改革的详细信息，引起多方关注。不过对杭州的家长来说，可以多几分淡定，因为中考改革的不少内容杭州已经在做了。改革设定了一些目标——
比如今后初中毕业和高中招生考试将“两考合一”，合并为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实现“一考多用”，减轻学生多次备考负担。在杭州初中升高中，只要参加一场初中毕业升学考试（即中
考）就可以。综合素质评价、严控加分项目等，杭州其实已经实行一段时间了。

杭州家长最关注的，是中考变成“4+X”，语文、数学、外语、体育四门科目必考，其他科目由学生自主选择。这门“X”怎么选，怎么学，这是中考改革对杭州学生影响最大的内容。
改革明年开始，也就是2017年9月入学的初中一年级学生最先受影响，他们现在正在读小学六年级。
昨天，浙江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说，将认真学习文件精神，根据浙江省实际制订改革方案，向社会公布。

形体芭蕾、击剑、武术、健美操、羽毛球⋯⋯
天长小学学生到西湖边青少年宫去上体育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