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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选粹】“体育老师不能当班主任”，这是一种偏见

编者按：

唐代文学家韩愈在《师说》中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
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
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存在一些学
科老师被边缘化的现象。近日，某中学聘任体育老师当班主任却遭到家长反对和投诉一事闹得
沸沸扬扬，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体育老师和体育课遭受冷遇由来已久，这不仅是社会偏见所致，
同时也与一些学校办学功利化，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青少年的成长过程有很大的关系。

正视“体育老师当班主任遭反对”的偏见 题目即观点。

①据媒体近日报道，山东青岛一所中学让体育老师当班主任，
结果遭到家长反对和投诉，引发广泛关注。

②对此，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体育教师、音乐老师、美
术老师、科技老师都可以做班主任。每一名教师都有教师资格证，
都符合教师要求，他们只是教的科目不同。相关负责人还提到，学
校的体育中考要逐年增加分值，达到跟语数外同分值的水平。在此
基础上，通过不断总结经验，立即启动体育在高考中计分的研究。

开篇由体育老师当班
主任遭到家长反对和
投诉引发广泛关注一
事提出关于体育课的
话题。

③家长反对体育老师当班主任，说得更直白些，是“看不起”
体育教师，认为相比于语数外科目的教师，体育教师当班主任不利
于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因此，把体育纳入中高考，提高体育分值，
对于提高体育科目和体育教师的地位无疑有直接推动作用。不过，
要让学校、家长真正重视体育，除提高体育分值外，还需坚持依法
治教，做到“五育并举”，消除将义务教育学科分“主科”“副科”
的急功近利做法。

现实性分析。原因一：
不利于提高学生的学
业成绩。

④有意思的是，青岛早在 1993 年就把体育纳入中考，分值为
30 分，2012 年和 2020 年，这一分值先后被提高到 45 分、60 分。
尽管如此，还是有家长“不待见”体育教师。事实上，从 2007 年起，
根据教育部“把体育纳入中考，逐步提高分值”的要求，全国大部
分地区都把体育作为中考计分科目。不出意料的是，不重视体育的
情况依旧在多地存在。

⑤对此，有不少人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中考体育分值还不够高，
体育并没有纳入高考。沿着这一思路，解决的办法就是进一步提高
中考体育分值，以及把体育纳入高考科目。也就是说，要把体育上
升为“主科”地位。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把体育纳入升学考试，
进一步提高分值，也存在令人担忧的问题：这会不会出现“应试体
育”倾向，没有起到促进学生发展体育运动兴趣、培养体育技能的
作用，反而增加学生的负担？

现实性分析。原因二：
中考体育分值不高，
体育没有纳入高考。

⑥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改进中考体育测试内容、方式和计
分办法。在笔者看来，应该结合前不久发布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
价改革总体方案》，对体育科目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
而不是把一次集中测试的成绩作为中考体育成绩。同时，为做好过
程评价、增值评价，各地政府教育部门要坚持依法治教，保障学校
的体育教育资源，并监督学校开齐开好体育课，组织学生进行体育
锻炼，让学生每天能上好一节体育课，完成一个小时的课外体育锻
炼。

⑦据了解，云南从今年起将体育分值提高到 100 分，和语数外
科目分值等同。根据云南省的中考体育方案，体育考试内容含体质
健康监测、技能体能考试两大项。考虑到学生个体差异，其中学生
体质监测合格占 60 分，体能与技能测试占 40 分。3 年成绩加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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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总分计入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总成绩。对于云南的中考体育评
分办法，有人认为虽然总分为 100 分，但体能与技能测试只有 40 分，
还是无法引起学校、家长的重视。把体育纳入中考，并不是想考倒
学生，而是要倒逼学校上好体育课，保障学生的锻炼时间。因此，
应该强调过程评价而非结果评价。但关键要做到过程评价的公平性、
公正性，提高过程评价的公信力。

⑧在把体育纳入中考、提高分值的同时，要坚持依法治教。一
方面依法保障学校配齐体育教师以及开展体育教学的场地、设施，
另一方面督促所有学校开齐开足体育课，不得挤占体育课的时间。

⑨在体育评价中，如果就用一次集中测试成绩作为体育分，必
然会出现学校体育教学就围绕测试项目进行训练、学生突击准备应
考的问题。因此，要对学生平时上体育课、参加体育锻炼、体育比
赛的情况进行评价和计分，由此形成体育总成绩，这将有力改变学
校、学生不重视体育的问题。不妨把体育评价改革作为推进教育评
价改革，尤其是实践过程评价的抓手。

重要性分析。改进中
考体育测试内容、方
式和计分办法。

⑩重视学生成长过程，要求教育实现从培养考生到育人的转变。
这一转变的顺畅实现，意味着家长从育人而非功利的升学角度评价
教师的重要性。如此，任何学科教师当班主任都应得到信任和支持。

家长应重视学生成长
过程，从育人而非功
利的升学角度评价体
育教师。

来源：2020-10-21《光明日报》作者：熊丙奇

【时代警语】
把体育纳入中考，并不是想考倒学生，而是要倒逼学校上好体育课，保障学生的锻炼时间。

重视学生成长过程，要求教育实现从培养考生到育人的转变。这一转变的顺畅实现，意味着家

长从育人而非功利的升学角度评价教师的重要性。如此，任何学科教师当班主任都应得到信任

和支持。

【思维串联】

【考点精练】
1.在下列文段横线上填写合适的句子，要求语意连贯，内容贴切，逻辑严密，每处不超过 12
个字。

对此，有不少人认为，这主要是因为（1） ，体育并没有纳
入高考。沿着这一思路，解决的办法就是进一步提高中考体育分值，以及（2） 。
也就是说，要把体育上升为“主科”地位。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把体育纳入升学考试，进一
步提高分值，（3） ：这会不会出现“应试体育”倾向，没有起
到促进学生发展体育运动兴趣、培养体育技能的作用，反而增加学生的负担？
2.读写一体化训练（开放性试题）

班主任是学校教师队伍里面很特殊的群体，他们与学生相处的时间最多，打交道最多，某
些学生可能被“老班”批评得也最多。就目前情况来看，中小学的班主任大都由文化课老师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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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九科老师都有。然而，体育、音乐、美术等老师担任班主任的少之又少。结合求学经历，
谈谈你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思考。要求：观点鲜明，思路清晰，400 字左右。

扫描二维码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公众号
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河南省信阳市商城高中 方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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