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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护学生健康
从“心”出发

上好儿童
道路交通安全

“第一课”

孩子发热
常见问题知多少

本报讯（实习记者范洪岩 记者马
佳）近日，在教育部召开的2021教育金
秋系列第五场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体
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对教育
部等五部门《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
代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进行了解读，并指出，学
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要纳入整个教育
评价体系，要成为学校各项工作综合评
价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王登峰指出，“健康第一”不仅是教

育理念，也是“健康中国行动”的一个重
要理念。“健康中国行动”的一个核心理
念，就是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
任人。学生要承担起自己健康第一责任
人的职责，社会、学校、家庭也要把“健康
第一”真正放在教育教学、家庭和社会活
动的显著、重要的位置上来。

王登峰强调，落实《意见》重点要做
好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健康教育要真
正抓好落实，利用信息化手段帮助各地
各校开好健康教育课程。第二，进一步

强化学校体育，让学生在体育活动中，不
仅能够享受运动的乐趣，而且能够切实
增强体质。第三，要帮助学生养成健康
的生活方式，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增加学
生户外和体育锻炼时间。第四，强化领
导、管理、监督和评估。学校卫生与健康
教育工作要纳入整个教育评价体系，要
成为学校各项工作综合评价中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也会成为“健康中国行动”
特别是中小学健康促进专项行动的重要
评价指标。

健康教育要纳入教育评价体系

近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今年招收的2800余名医学生（含2000多名研究生）入
校报到。按照分类分批、错峰到校原则，每位新生入学后需开展自我健康管理，每日
测量体温，如实填报相关信息。图为入校研究生欢跳迎开学。 本报记者孙国根摄

医学生 开学了

本报讯（实习记者范洪岩 记者马
佳）近日，教育部发布了第八次全国学生
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从整体上来看，
2019年大中小学生的体质与健康情况
有了明显改善。

据悉，2019年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
开展了第八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
研，在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的93个地市1258所学校进行
调研，调研学生超37万人，覆盖全日制
普通中小学、普通高等学校学生。

调研结果显示，我国学生体质健康
达标优良率总体呈上升趋势。2019年
全国6～22岁学生体质健康达标优良率
为23.8%，13～22岁年龄段学生优良率
从 2014 年的 14.8%上升到 2019 年的
17.7%。各年龄组男女生身高、体重、胸
围等发育指标持续向好。学生肺活量水
平全面上升，与2014年相比，2019年全
国7～9岁、10～12岁、13～15岁、16～
18岁、19～22岁女生的肺活量分别增
加105.3毫升、166.0毫升、187.2毫升、

147.0毫升和102.2毫升。各年龄段男
女生营养不良状况持续改善。与2014
年相比，2019年全国7～9岁、10～12岁、
13～15岁、16～18岁、19～22岁学生营
养不良率分别下降2.1、1.6、2.4、2.6和2.3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中小学生柔韧、力
量、速度和耐力等素质总体出现好转，小
学生和初中生改善较其他年龄段明显。

此外，调研也发现了学生视力不良
和近视率偏高、学生超重肥胖率上升等
一些学生体质与健康问题。

全国大中小学生长得更高更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