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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近 20 年来国家诸多文件反复提出“未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合格者不

能毕业”的具体要求，运用文献资料、数据统计、逻辑分析等方法，对云南大学“体测不合格不

能毕业”的改革实践进行系统设计和整体推进。创建“运动技能+体质健康”的男女合班选项体

育课教学模式；修订教学大纲，将 50 m 跑、立定跳远、引体向上、仰卧起坐、1 000 m 跑(男)、
800 m 跑(女)等体测项目安排到每次体育课中；建立“50%运动技能+40%体质测试+10%平时成绩”

的课程评价体系；开设 200 学时覆盖本科 4 个年级的体育课或体测课；增加学生体测次数和补测

机会；启动近 6 万 m2 的学校体育中心二期建设；完善每学期男生 120 km、女生 100 km 的校园

APP；按照在校本科生 300︰1 比例配备体育老师；调整公共体育课薪酬系数由 0.7 为 1.0；帮助

学生掌握两项以上运动技能。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引起主流媒体高度关注。研究结果表明，“体测不

合格不能毕业”改革实践初见成效，2021 年云南大学学生体测合格率 91.9%、优良率 11.9%，达

到近 5 年来的最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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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reform and practice of “failing in physical examination and 
not graduating” in Yunn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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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repeatedly put forward by many national documents in the past 20 

years that “those who fail to meet the national standards for students’ physical health” and “”those who are qualified 

can not graduate”,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data statistics, ad logical analysis are used to carry put systematical 

design and overall promotion of the reform and practice of “unqualified physical examination can not graduate” in 

Yunnan university. Building co-educational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 teaching mode of “sport technique + fitness 

health” for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revising the syllabus so as to include such physical test item as 50m running, 

standing long jump, pull-up/sit-ups and 1000m for males 800m for females as class routine; establishing a 

curriculum evaluation system of “50% sports technique + 40% physical test + 10% usual grade”; establishing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 or physical examination class of 200 class hours covering four grades of undergraduate 

course; increasing students' physical examination tim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supplementary examinations; starting 

the second phase construction of nearly 60,000 square meters of school sports center; improving the campus app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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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km for boys and 100km for girls per semester; adjusting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provision according to the 

ratio of 300:1 for undergraduates; adjusting the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 salary coefficient from 0.7 to 1.0; 

helping students master more than 2 sports skills. A series of reform measures once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mainstream medi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form and practice of “failing in physical examination and not 

graduating” show some initial effect, and the qualified rate and the rate of good physical fitness result reached 

91.9% and 11.9% respectively, which get the highest for the last 5 years from 2017 till 2021. 

Keywords: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physical examination；the qualified rate；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Yunnan University 

 

2020 年 7 月 7 日《中国科学报》载文指出，“我国

学生群体的体质健康短板已经上移至大学生群体”[1]。

教育部一份针对 115 万名在校学生体质健康的抽测复

核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大学生体质健康“不及格

率”约 30.0%，远高于中小学生。 

为加强学生体质，国家从 2002 年 7 月至 2020 年

10 月先后分 6 次发文提出“体测不合格不予毕业”的

政策。一是为了促进学生体质健康发展，激励学生积

极进行身体锻炼，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 2002 年 7

月发布的《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试行方案)》，其中规定

“学生毕业时《标准》成绩达到 60 分为及格，准予毕

业；成绩不及格者，高等学校按肄业处理”。二是为加

强学生体质工作，2007 年 4 月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

正式出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其中提到“测试

的成绩达不到 50 分者按肄业处理”。三是为进一步加

强学校体育工作，2014 年 6 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

体育工作基本标准》，其中规定“毕业时，学生体质测

试成绩达不到 50 分者按结业处理，因病或残疾学生，

凭医院证明向学校提出申请并经审核通过后可准予毕

业。毕业年级学生测试成绩及格率须达 95%以上”。

四是 2014 年 7 月教育部发布了新的《国家学生体质健

康标准(2014 年修订)》，将总分从 100 分变为 120 分(大

学男生引体向上和 1 000 m 跑，大学女生 1 分钟仰卧

起坐和 800 m 跑，各指标加分幅度均为 10 分)，指出

学生毕业时《标准》测试成绩达不到 50 分者按结业或

肄业处理。五是 2019 年 10 月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化

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提

出，不能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合格(60 分)

要求者不能毕业。六是 202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要求，建

立日常参与、体质监测和专项运动技能测试相结合的

考查机制，将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作为教

育教学考核的重要内容。 

毫无疑问，国家非常重视大学生体质健康，近 20

年多次出台政策将体测成绩与毕业挂钩，以应对大学

生体质多年来下滑而得不到遏制的困局。但如此举措

实际上在我国 3 000 多所高校中(包括“双一流”建设

高校)能够贯彻执行的寥寥无几。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体育的重要

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作为国家首批 42 所“双一

流”建设高校之一的云南大学，面对近 10 年全校学生

体测合格率始终没有超过 80%的客观事实，决定把学

校体育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

理念，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

健全人格、锤炼意志。一流大学要有一流体育，一流

体育要有一流的担当，面对大学生体质严峻的形势，

必须有所行动。云南大学在汲取全国兄弟高校体育课

程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将公共体育课程贯穿于大学本

科全过程，切实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让学生掌

握 2 项以上运动技能，切实保证学生每天一小时体育

活动时间，于 2020 年开始试行，2021 年全面实施“体

测不合格不能毕业”改革举措。新华社 2021 年 11 月

13 日进行了报道《追光|这所大学忒严！体测挂科，将

拿不到毕业证》，引发全国 300 多家新闻媒体的持续报

道和社会广泛热议，并且很快上了“热搜”，阅读量迅

速突破 4 600 多万。后来云南大学“体测不合格不能

毕业”成为新华社评出的 2021 年度“体教融合”十大

关键词句[2]。研究将详实介绍云南大学敢动真格，顺势

而为、乘势而上，不观望、不等待，加强学校体育“体

测不合格不能毕业”的研究与实践，在全国率先“吃

螃蟹”的背后深意[3]。 

 

1  体测与课堂有效结合 
1.1  坚守体育课堂主阵地 

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扭转当前大学生体质严峻现

实的决心是“体测不合格不能毕业”实践的底气来源。

云南大学此举是守正“立德树人”的教育初衷，发挥

考试的正向指挥棒作用，让大学生真正动起来，此举

来自“善意的强制”和科学的分析，只要开足开齐体

育课，坚守体育课堂主阵地，保障体育课运动强度和

密度，提升体育师资水平，学生体质一定能明显提高，

更为关键的是能促成大学生锻炼习惯的培养并将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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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如果能让孩子养成终身锻炼的习惯，云南大学

愿花 4 年在校时间帮助大学生养成[4]。等到 2020 级和

2021 级学生毕业的时候，因体质测试不达标、不合格

而无法取得毕业证的学生比例，将与因学业问题无法

毕业的相当，那么，学生体质测试不合格不能毕业的

规定也就不会再因为“法不责众”而难以落实[3]。 

1.2  将体测纳入体育课 

“体测不合格不能毕业”改革实践不只是简单的

执行政策，而是全面系统的公共体育课程改革。体测，

其实是“国测”，是国家要求的测试，是国家要求“合

格”才能毕业。体育课跟其他课“地位”一样都是国

家课程，如果大学期间任何一门课程(如高等数学)挂

科可以补考，但补考不及格，同样拿不到毕业证。认

可“体育好”，也是一种综合能力。现阶段大学体育课

不少是无强度、无难度、无对抗，不出汗、不喘气、

不心跳、不奔跑、不脏衣、不摔跤、不扭伤的“三无

七不”温柔体育课[5]。体测纳入体育课，应该是高校体

育课程建设的常规做法。目前全国多数高校都没有将

体测项目纳入体育课的授课内容，而且多数高校体测

成绩仅占体育课总成绩不到 20%，有的甚至没有分值，

这根本无法引起大学生重视。为此，要彻底转变思想，

务实守正，要以学生体质健康为抓手，理直气壮地将

体测纳入体育课。第一，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围

绕“教会、勤练、常赛”，坚持课内和课外相结合、兴

趣与效果相结合、体能与技能相结合、健康与体质相

结合、现代与传统相结合、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相融

合，全面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 年修订)》，

采取措施引导学生“走下网络、走出宿舍、走向操场”，

使学生掌握科学锻炼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有效方

法，学会至少 2 项终身受益的体育锻炼项目，养成良

好锻炼习惯。第二，通过课程改革，严肃教学常规，

进一步提高教师的业务能力和责任担当，规范教学秩

序，杜绝教学事故，提高教学水平。通过公共体育课

程改革，全面遏制学生体质下降，使得全校学生体质

测试合格率每年提高 3~5 个百分点，力争“十四五”

期间内合格率达到 95%以上。第三，坚持体质为先，

持续推动学校体育工作取得成效，并以公共体育课程

改革为契机，全面提升大学体育工作质量，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目标做出体育

应有的贡献。 

1.3  坚守学生体质达标的“硬红线” 

以学生体质健康为抓手，出台体质健康促进的相

关政策文件，将体质健康促进落到实处。并通过学生

手册、入学教育、“开学第一课”等渠道向学生广泛宣

传。除体育免修学生外，从 2020 级开始，未达体质健

康测试 50 分者不发毕业证书；从 2021 级新生开始，

未达体质健康测试合格者(60 分)不发毕业证书。除大

一、大二、大三安排体育课外，在大四第 8 学期(每年

5 月份)安排两周时间，为毕业年级学生进行体质健康

测试的核测和补测，确保测试数据真实性、完整性和

有效性。计划每年由校长对测试成绩达到合格(60 分)

和优秀(90 分)的毕业生分别签发《体质健康证书》和

《体魄强健证书》，与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一同颁发。

力争在“十四五”期间，不但要让当年毕业生体质测试

合格率达到 95%以上，优良率要达到 40%以上，且要随

时随地准备接受社会各界尤其是第三方的检查和抽查。 

 

2  软件与硬件齐头并进 
2.1  兴趣和效果相结合，改革教学计划 

积极调整公共体育课程教学计划，将不能适应新

时代学校体育发展要求的内容剔除，增设体育教学项

目，以满足大学生体育兴趣和需要。计划在一、二年

级开设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

游泳、棒球、橄榄球、武术、拳击、健美、健美操、

舞蹈、瑜伽、舞龙、攀岩、五禽戏等体育项目。在三

年级结合地域特点和学校现有的自然资源(湖泊、山

脉、树林、拓展基地)开设定向越野、体育舞蹈、轮滑、

射艺、摔跤、毽球、地掷球、太极拳、健身气功、舞

龙舞狮、水上运动、打秋千、打陀螺、霸王鞭、拓展

训练等特色体育项目。所有学生从大学第一学期开始，

每学期选择一个项目，原则上一个项目不得超过两个

学期重复选学。 

实现运动参与兴趣和体质健康效果同频共振，体

育课堂如果不把学生体质放在第一位，那是“花架子”，

体育老师如果不努力解决学生体质问题，那是“假把

式”。体育课在满足或适应学生的运动喜好的同时，引

导、督促学生加强锻炼、增强体质方面的作用绝不能

弱化。要彻底改变大学公共体育课程的教学内容、考

试内容与体质测试“教的不测，测的不练”的严重脱

节的问题。以往，一名大学生可能以太极拳为体育课

选项，那么，在这学期的体育课就主要学练太极拳，

该学期的体育考试内容也会以太极拳为主，而与体测

相关的长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50 m 跑、立定跳

远等项目练习，有可能很少会出现在体育课上。结果

造成既不能在平常的体育课上帮助学生加强锻炼，也

无法引起学生对国家体质测试项目的足够重视。 

2.2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配齐配足体育教师 

开齐开足体育课，是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

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的最佳途径和基本

保障[5]。但体育课开不齐、开不足的现象依旧存在[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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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证体育课开齐开足，首先要保证体育教师配齐配

全。根据体育课教学、课外体育活动、课余训练竞赛和

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等工作需要，要努力按

照云南省教育厅有关文件要求的在校本科生 300︰1 的

生师比，选优配齐体育教师。目前云南大学在校本科

生 16 800 余人，理论上应该配备 56 名体育老师。除

16 800 余本科生外，体育学院还有 300 多名体育专业

本科生、150 多名体育硕士研究生(一个研究生计 1.5

名本科生)，按照体育专业 18︰1 的生师比，则应该配

备 29 名体育老师。目前 50 名教师多数同时兼任体育

专业课和公共选修课的教学任务，周教学时数平均在

20 学时以上，教师常年疲于应付，教学质量难以保证。

为满足体育课程改革需要，学校已同意 2022 年补充引

进事业编制体育教师 10 人，其中博士 4 人、硕士 6

人。即便如此，理论上仍然缺额 19 名教师，学校计划

在“十四五”期间内逐步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其中

包括优先聘用优秀教练员、退役运动员担任云南大学

专(兼)职体育教师。 

2.3  公共体育课程工作量系数调整为1.0，实现同工同酬 

目前全国许多高校尤其是工科院校和综合性大

学，一般都没有体育本科专业。我们平时讲学校体育

工作主要是指学校的公共体育，如课程教学、课余训

练、运动竞赛、课外体育俱乐部、体质测试、校运会

以及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等。按照目前云南大学全校本

科生规模和体育专业本科生(含研究生)规模，经过核

算公共体育工作量应该是整个体育学院教师工作量的

约 2/3，但是对比主课公共课系数仅为 0.7。其实这种

情况比较普遍，包括云南大学在内，国内部分高校包

括中小学体育教师的工作量计算标准，对比主课(公共

基础课、专业课)教师不少都是打折扣的。这次云南大

学根据国家文件精神，将公共体育课的系数由之前的

0.7 提高到 1.0。系数提高后，教学酬金增加近 100 万

元，实现了体育教师与其他学科教师同工同酬，激发

了体育教师们工作热情和自信心，保证公共体育课程

改革的顺利推进和可持续发展。 

此外，云南大学体育教师服装费每年 1 500 元的

发放标准受到新华社的关注[8]，体育改革从细节着手得

到广泛热议，而且学校将推动体育教师在职称(职务)

评聘、福利待遇、评优评先等方面与其他学科教师享

受同等待遇，制定教学建设和优秀教学成果奖励系列

制度，以提升体育教师开展教学研究、课程建设的积

极性，促进体育课程教学质量提升。 

2.4  体育课成绩按“50%运动技能+40%体质测试+10%

平时成绩”计算 

为严格执行《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按照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关于“强化体

育评价”具体要求，云南大学计划在本科所有年级开

设体育必修课，总学时为 200 学时。每节体育课学生

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36 人，逐步向 30 人的小班化过渡。

课时分配是：一、二年级 4 个学期开设 144 学时，每

学期 18 周 36 学时；三年级开设 48 学时，第 5、第 6

学期安排每学期 12 周 24 学时；四年级开设 8 学时，

第 7 学期两周 4 课时用于《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测试项目的练习和年度测试，第 8 学期安排两周 4 课

时用于测试项目的补测。 

为整理和挖掘体育课程资源，同时结合《国家学

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 年修订)》大学年级组的测试内

容，建立“运动技能+体质健康”的男女合班选项体

育课教学模式，在一、二、三年级 6 个学期开设不少

于 20 门(逐步增加至 30 门)的体育项目，每学期的每

次课的内容都是由专项技能和身体素质组成，每次体

育课保证不低于 50%的练习密度和中等偏上运动强

度。所有年级项目的每次体育课必须有长跑和力量练

习，即男生 2 000 m、女生 1 600 m、男生引体向上、

女生仰卧起坐。此举根本上是为规避很多体育课上体

育老师的讲解、示范过多，导致学生大多数时间都是

坐着、站着、听着。要求每堂体育课 50%以上的练习

密度，是为了让学生真正运动的时间应该在一半以上，

即体育老师要少讲解、少分神、多指导，让学生少站

立、少等待、多运动[9]。 

除免修和免于体质测试的学生外，所有学生都要

参加体育课程的考核和体质测试。每个学期所有体育

项目课程的考试内容和分数组成为：50%运动技能

+40%体质测试+10%平时成绩。体育成绩采用百分制，

总分达到合格(60 分)者，获得该学期的体育学分。要

将反映学生心肺功能的素质锻炼项目作为考试内容，

考试分数的权重不得少于 30%。为学生运动安全和减

轻教师心理负担，体育学院每学期集中两周时间对男

生 1 000 m、女生 800 m 进行全校统一测试，试行长跑

测试的教考分离。 

2.5  回应社会关切，增加大学生体测机会 

体测不仅是对学生体质健康的考验，更是对学生

身心健康负责，必须考虑不同学生的身体差异。因病

或残疾学生有绿色通道，可以免测。根据《国家学生

体质健康标准(2014 年修订)》规定大学组的测试项目，

云南大学每个年级每学期课堂上测试并且纳入体育课

成绩的项目有 50 m 跑、立定跳远、引体向上(男)、1

分钟仰卧起坐(女)、1 000 m 跑(男)、800 m 跑(女)等男

女各 4 个身体素质项目，并且按照 40%的比例计入每

学期体育课成绩。其余 3 个项目体质量指数(BMI)、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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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量、坐位体前屈，由学校每学期安排两周的周六、

周日在体质测试中心进行集中测试。这样每个学生每

年都参与两次 7 个项目的完整测试，每年选择两个学

期中成绩最好的一次形成年度最终成绩，上报教育部

“全国学生体质健康数据监测中心”，其间对自己测试

成绩不满意的学生还可以申请多次补测[10]。 

对于社会上认为体测是增加学生负担、是对体育

不好的学生不公平等热点问题，多数是因为人们对体

测的不了解或者是一知半解造成的。体测的评分标准

都是国家标准，国家标准考虑到各地区、各民族、城

乡间的各种差异，已经是最低标准。现行的《国家学

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 年修订)》是经过 5 次修订，每修

订一次，评分标准就会降低一次。大学男子组 1 000 m

跑，1989 年之前的《国家体育锻炼标准》60 分合

格是 3 min55 s，2014 年是 4 min32 s；大学女子组 800 m

跑，1989 年是 3 min50 s，2014 年是 4 min34 s。说来奇

怪，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全国大中小学几乎所有

课程的难度在加大，唯独体育课程的难度持续降低。 

体测不仅不会耽误一些体育不好的“天才型学生”

毕业和发展，而且强化体测打好身体基础大有裨益。

不少科学研究都表明：运动不仅能健身，更能健脑，

促进大脑发育，提高记忆力，促进学生文化学习成绩

提高。此外，运动不仅能培养学生规则意识，更是一

种挫折教育，落实“课程思政”的有效途径。爱运动

的学生更乐观，抗压能力更强。体测看似单调枯燥，

但它却是各种体育技能的基础。速度、耐力、协调、平

衡、力量、柔韧等运动素质，都能在 50 m 跑、800 m 跑、

1 000 m 跑、立定跳远、引体向上、仰卧起坐等项目的

练习和测试中体现。 

2.6  校园 APP、课外俱乐部，助力学生体质提升 

课内和课外相结合是学校体育的特点之一。云南

大学完善适合学校地形地貌和体育场地设施的 APP系

统。按照国家文件要求大学生每周至少参加 3 次课外体

育锻炼的要求，规定学生每学期 16 周 48 次的校园 APP

跑步，即男生一学期 120 km，每次不低于 2 500 m，全

年约 240 km；女生 100 km，每次不低于 2 000 m，全年

约 200 km。同时面向全体学生成立近 20 个项目的体

育俱乐部，确保每个学生至少在一个项目的俱乐部中

参与活动，体育学院选派体育老师常年指导和组织学

生开展活动。 

学校每年上半年 4 月举办校园马拉松，5 月举行

全校性“趣味田径运动会”，6 月举办“萤光跑”；下

半年 11 月份举办以校运会为主体的融竞技性、健身

性、民族性、娱乐性为一体的全校性的“体育文化节”；

全年组织三大球、三小球等不低于 10 项的校内体育比

赛。确保每年参与体育比赛的学生达到 50%以上。支

持院、系、班级开展小型多样的群众性体育竞赛活动。 

2.7  加强条件保障 

恢复成立体育运动委员会，实行学校分管领导负

责制，每年至少召开 1 次专题会议，有针对性解决体

育课程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学校党政办、本

科生院、宣传部、学工处、财务处、人事处、医院、

团委等部门积极协同配合，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学校

体育工作经费纳入学校经费预算并与学校教育事业经

费同步增长，除“双一流”建设、体育本科专业和研究

生培养等专项建设经费外，学校从 2021 年开始，每年

下拨体育学院的“体育事业维持费”由之前的 150 万元

增加到 300 万元。建立健全校园体育活动意外伤害保

险制度，为全校师生大胆从事体育教学活动松绑解套。 

按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体育场馆设施、器材

配备目录》要求，启动近 6 万 m2 的学校体育中心二期

建设。首先在教学楼、实验室、学生宿舍、食堂等学

习生活区附近安装 40 套不同高度的单杠供学生平时

练习引体向上，其次就是找厂家定制 40 个原始成绩和

分数一一对应的立定跳远的练习垫子，放在体育活动

场所供学生课外随时练习。还有就是将现有体育场馆、

设施在课余和节假日全天候向全校师生免费开放。为

配合体育课程教学改革和实现“双一流”大学建设目

标，2021 年底学校启动“体育中心”二期建设工程，

包括一个 1.85 万 m2的综合训练馆(内设若干项目的教学

训练房)、一个 4 800 m2 的标准恒温游泳馆、一个标准

田径场(内含足球场)以及周边若干网球场、篮球场、排

球场等，以及一个长 1 000 m、宽 3 m 的环湖健身步道。 

 

3  近期与远期的实践效果 
由于马拉松猝死、长跑猝死、体测猝死等消极事

件经常见诸媒体，使得学校校长、老师、学生，甚至

家长往往“谈跑色变”、畏惧体测。其实，提高学生体

质健康水平没有那么难，体测达标率一练就会提高。

自从 2020 年云南大学“体测不合格不能毕业”试探性

实行以来，学生体质健康整体情况就有了好转，不及

格率 2020 年比 2019 年下降 5.3%。而随着 2021 年改

革的深入，学生体质提升效果更加明显，云南大学学

生体测优良率 2021 年达到 11.9%，是 5 年来的最好水

平。学生体测及格人数比率 2020 年比 2017、2018、

2019 年增加，而 2021 年(80.0%)达到 5 年来最高，改

革成效立竿见影。 

比较发现，未经历此轮云南大学体育改革实践的

2014、2015 级学生，到大四体测合格率接近 60%，而

正好经历此轮体育改革实践的 2017、2018、2019 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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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大三、大四体测合格率明显高于 2014、2015、

2016 级。因此，对于大学生体质下滑现象的改变也较

明显，因为大三、大四学生是大学生群体体质的短板[11]。 

根据 2021 年全校体测数据，应辩证看大学生体测

问题。虽然此轮云南大学敢动真格，取得一定成效，

全校体测合格率达到 91.9%，优良率达到 11.9%(包括

优秀率 1.6%)，但我们发现全校 2021 年申请体测免测

的学生 713 人，不明原因未参加测试的 260 人，主要

是高年级的学生。参与测试的不合格人数 1 279 人，

不合格率 8.1%。另外 2022 年上半年体育课申请体测

项目免考的学生也有所增加。如何提高学生的参测

率？如何对申请体测免测的学生进行客观认定？如何

对体测未测、不合格的学生再进行集中练习和补测？

如何调动学生主动参与体测的积极性？如何建立体育

学院内部体测检查抽查制度？从而长期有效帮助大学

生提高体质健康水平，都有待科学研判和精准施策。 

 

近 20 年来，党和政府多次发文强调学生体质健康

的重要性，反复要求各级各类学校“不能达到《国家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合格要求者不能毕业”，但为什么

真正执行的学校少之又少？即便一些全国知名的教育

家多次在《中国教育报》上肯定云南大学的做法，但

我们估计近期不会出现更多高校借鉴和效仿，还需要

教育部在顶层设计上有“刚性”的政策出台。“体测不

合格不能毕业”其实并不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

校，尤其是高校都有条件去执行。云南大学将学生体

质健康放在体育工作的首位，敢“动真格”持续推动

“体测不合格不能毕业”体育教学改革，是根据新时

代学校体育工作新要求和大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回归

学校体育的初心使命，构建课内外一体化体育锻炼新

模式，让体育课回到有强度、有密度的正轨，让学生

在体育课上“出汗、喘气、心跳”动起来，让大学生

体质健康状况止跌回升，让大学生养成自觉锻炼的习

惯从而受益终生。在不断总结和完善的情况下，云南

大学 2021 级学生到 2024 年毕业的时候，体测合格率

一定不会低于往年的全校毕业率，届时在全国高校一

定会起到“头雁”引领和示范作用。虽然“体测不合

格不能毕业”改革实践初见成效，但与国家高质量人

才培养要求和长远目标还有差距，需要勇于探索、久

久为功，不断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为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贡献云南大学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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