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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旧版相比，新课标
将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
为导向。

新课标这样定义“核
心素养”——学生通过体
育与健康课程学习而逐步
形成的正确价值观、必备
品格和关键能力，包括运
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
品德等。

季浏表示，整个教学
设计、教学实施都将围绕
核心素养，在教学内容上，
将摒弃过去单一技术和单
一知识点的碎片化教学，
提倡结构化的运动知识和
技能教学。

他以教篮球为例。过
去一节体育课可能只教双
手胸前传球，而现在一堂

课不能只教单个技术，而
要教组合技术，如传球、运
球、跑篮。“新课标强调知
识与知识间、技术与技术
间的关联性，体育课要教
组合技术、有对抗练习和
完整技术展示，让孩子能
上场比赛。”

新课标倡导大单元教
学，强调对一个项目的完
整学习和体验。一个大单
元最低由18学时组成，比
如一段时间连续学篮球，让
学生对篮球有完整体验和
基本掌握，不再像过去一节
课就教一个项目的一个技
术，甚至这节教篮球，下节
教武术，再下节教田径。

此外，新课标强调在
体育教学中创造复杂的运

动情境。季浏说，过去的
教学经常原地不动做动作
或按一个固定线路做动
作，而真正篮球、足球比赛
瞬息万变，未来的课堂要
模拟真实运动情境，创造
出复杂、动态、变化的场
景。王宗平说：“在丰富的
应用情境中评价学到的技
能，学生的集体主义、团队
合作精神、抗挫能力等素
养都能得到提升。”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
学分校体育老师李世光
说：“新课标高度聚集学生
核心素养，很多方法源于
基层，不管什么地域、什么
层次的学校，只要落实‘教
会、勤练、常赛’，学校体育
一定能上台阶。”

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
《2022 大学生就业力调研
报告》，当前国内疫情反复，
经济发展和就业市场承压，
感受到今年求职竞争非常
激烈的应届生比例为61%，
比去年高6个百分点。

这届毕业生很务实，已
主动降低就业期待。55%
的毕业生因经济环境等外
部因素影响降低期望，仅有
27.2%的毕业生期望升高。

数据显示，2022 届毕
业生的平均期望月薪6295
元，比去年的6711元下降
约6%。其中，4000元以下
期望月薪的占比12.8%，高

于2021年的8.9%；6000元
以 上 期 望 月 薪 的 占 比
44.6% ，低 于 2021 年 的
50.8%。这也表明毕业生愿
意降低薪资要求以适应就
业市场。

在签约的应届毕业生
中，平均签约月薪为6507
元，比2021年的7395元低
12%。其中，签约月薪达到
10000 元 以 上 的 占 比
10.7%，比去年低8.5个百分
点；3000元以下月薪的毕
业生占比6%，比去年高1.5
个百分点。平均签约薪酬
下降，与毕业生对薪酬的心
理预期相一致。

未来十年未来十年，，中小学体育课这样上中小学体育课这样上
“不出汗体育课”将成历史

教育部近日发布《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

准（2022 年版）》（下称“新课标”）。新课标将于

2022年秋季学期开始正式施行。作为未来十年我

国基础体育教育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它的出炉备受

关注。与过去的旧版课程标准比，新课标有哪些变

化？凸显哪些特色？有哪些新要求？

课时不变——体育仍是第三主科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
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
显示，从今年9月起，全国
九年义务教育学校各年级
均要开设“体育与健康”
课 ，其 占 总 课 时 比 例
10％－11％，仅次于语文
（20％ － 22％ ）、数 学
（13％－15％）。

对于网上“课时增加，
体育取代外语，成为第三主
科”等说法，义务教育体育
与健康课程标准研制组和
修订组组长季浏表示，这些
观点并不准确，“与2001年
版、2011年版的课标相比，
新课标中体育与健康的课
时占比虽是10％－11％，但
课时数并未增加，20年来一

直是每周小学1－2年级4
节体育课，3年级至初三3
节体育课。”

南京理工大学动商研
究院院长王宗平认为，十
年前体育就已经是第三主
科，新课标之所以被误读，
源于应试教育对学校体育
的挤压，使体育在学校教
育中始终处在非主流地
位。“我国加强学校体育的
政策体系已较为完备，但
怎么把措施扎实落地到基
层中、实际工作中，才是关
键。因此，‘开齐开足体育
课’仍需被反复提及。”

新课标共 148 页，分
为七章。其中，“课程内
容”着墨90多页，除基本运

动技能、体能、健康教育
外，“专项运动技能”部分
收录了六大类运动，分别
是：球类、田径、体操、水上
或冰雪、中华传统体育和
新兴体育，每类运动包含
若干运动项目。学校可根
据实际情况，创造性地选
择和设计其他运动项目课
程内容。

“新课标除传统体育
项目外，还收录了攀岩、滑
板、花样跳绳等，不仅能培
养学生的中华民族认同
感、文化自信，还能引导他
们从兴趣出发，尝试参与
新兴运动，相信今后能涌
现更多的苏翊鸣、谷爱
凌。”王宗平说。

2022届毕业生期望月薪
降至6295元
“考博热”或在兴起

新课标的一大亮点，
是对体育与健康课程提出
了学业质量标准。

季浏解读说，学业质
量是指学生在完成体育与
健康课程某一水平学习后
的学业成就表现，用以反
映学生课程目标的达成
度，这样，对学生核心素养
水平的评价就有了标准。

比如，就体能而言，不
同学段，学生必须要达到
体质健康标准的合格水
平；再比如，每个学生每周
至少进行3次体育锻炼，每
次半小时到1小时之间；像
球类项目“水平三”学业质
量的标准之一，是要求学
生能参与班级内较为正式

的教学比赛……
“这些学业质量标准

有的是定量，有的是定性，
这是过去的体育课标没有
的。用这个标准去引导

‘教’和‘学’，目的是督促学
生积极参与课内体育学习
及课外体育锻炼。”季浏说。

新课标对体育课的运
动负荷标准做了界定，提
出要“科学设置运动负
荷”，每节课应达到中高运
动强度，班级所有学生平
均心率原则上在每分钟
140－160次。

“孩子们的体育锻炼
需要强度。”王宗平表示，
如果是无难度、无强度、无
对抗、不喘气、不心跳、不

出汗的体育课，无法磨炼
学生意志品质。

季浏说：“之所以这样
规定，是为了解决体育课

‘不出汗’的问题，是为了让
学生充分地‘动’起来，以获
得运动效果、教育效果。规
定是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大
量的实践成果做支撑的。
我个人看来，如果新课标能
得到很好实施，体育教师能
严格执行，家长能积极配
合，显著改善我国学生体质
健康状况指日可待。”

新课标还对幼小衔
接、学生个体差异、提升女
生体育课兴趣与参与度等
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

（据新华社）

强度体育——“不出汗体育课”将成历史

核心素养——体育课教“干货”重“实战”

根据教育部公布数据，
2022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考
试有457万人报名，比去年
增加了80万，比5年前增加
了256万。“考研热”使得毕
业生求职时间延后，推迟找
工作的进程，部分毕业生等
考研成绩公布后才进入求
职市场。

同时，“考博热”可能正
在兴起。2022年，硕士研
究生选择“国内继续学习”

的 占 比 11% ，显 著 高 于
2021年的4.3%。

报告指出，一方面，国
内博士人才仍较稀缺，薪
资水平相对其他学历有明
显优势，吸引更多硕士生
考博；另一方面，可能也是
硕士生暂缓就业的一个选
择，“考研热”是否会逐渐
渗透到“考博热”，值得关
注。

(中新财经)

“考研热”后“考博热”可能正在兴起

对于偏好的就业企业
类型，国企仍是毕业生首
选，占比44.4%，高于2021
年的42.5%。

报告认为，国企热、考
公潮升温，共同折射出本届
毕业生在选择工作上的求
稳心态加剧。此外，可能也
与疫情后国企面向大学生

的扩招有关。
同时，2022年选择微型

企业、小型企业的毕业生占
比3.6%、34.4%，高于2021
年的1.8%、28.7%。这正是
就业压力加大下的务实选择，
与期望月薪下降表现一致。
这对小微企业来说，也是储
备新生力量的好时机。

对国企热衷度继续上升

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076万人，创下历史新
高。这届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是怎样的呢？来自智联招聘
《2022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这届毕业生已主动降
低就业期待。

期望月薪降至629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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