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大渡口区教育委员会 
关于 2021 年度大渡口区中小学校 

体育工作自查报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深化新时代教育评

价改革总体方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市委办、市

府办《重庆市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若干举

措》，根据市教委《关于做好 2021 年中小学校体育评估工作

的通知》（渝教体卫艺函〔2021〕76 号）精神，大渡口区于

2021 年 10 月启动全区中小学体育评估工作，成立评估领导

小组，经过 1个多月的指导自评、现场评估，完成了全区学

校体育评估工作。现将评估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21 年，大渡口区有中小学校 32 所参加了体育评估，

在校学生 46598 人，教学班数 1045 个，专职体育教师 207

人，兼职体育教师 42人。优秀等级学校 25 所，占参评学校

的 78.1%，良好等级学校 7 所，占参评学校的 21.9%，无不

合格学校，全区 2021 年学校体育评审结果总体情况相对良

好。 

二、主要亮点 

（一）制度完善，管理到位。 

1．建立区、校两级体育管理架构。区教委建立由分管

教育教学的委领导为组长，体艺科人员、各校分管校长为成



员的区级体育工作领导小组；各校建立校长为组长，分管副

校长为副组长，教务处、德育处主任为成员的校级体育工作

领导小组。 

 

3．严格考核制度。我委把中小学体育工作和学生体质健

康状况纳入学校年度考核指标体系和奖励指标体系，对学生

体质健康水平持续三年下降的中小学，实行“一票否决”。

各校严格规范校园体育课程、活动的组织实施，定期考评，

2．强化统筹规划和过程管理。区教委常态化开展体育

工作专题研讨会、工作会，制定了中小学校体育工作实施意见

，规划学年度体育工作要点，明确目标、细化措施。各中小

学将体育工作纳入学校整体工作统筹规划，制定详实的实施

计划，细化过程检查与考评。

并将考评结果与绩效挂钩。 

4．构建开放的运行机制。依托政府购买体育服务的方

式，探索构建社会力量支持学校体育发展的长效机制，今年

区级体育竞赛均采用第三方购买服务的方式进行。实施体育

工作评估报告、公示制度。对中小学体育开课率、阳光体育

运动、体育经费投入、教学条件改善、教师队伍建设和中小

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等向社会公示。 

5．健全体育运动伤害风险防范机制和保险赔付管理制

度。各校每年为学生购买校方责任险和运动员意外伤害险，

依法妥善处理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事故。依托校园网、微信、

QQ 等新媒体和国旗下的讲话、室内体育课等渠道，对学生经

常开展体育安全教育，培育学生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二）保障有力，条件改善。 

1．夯实师资力量。人事科制定了中小学体育教师配备

计划，逐年配齐体育教师，保障课程教学。实施中小学校体

育教师培训计划，以青年教师提高培训班、教研活动、技能

比赛、教学比赛等平台，培养专兼职体育教师，促进体育课

任课教师更专业、更优质的发展。 

2．健全激励机制。遵照相关文件，落实中小学体育教

师待遇。体育教师课程教学、课外体育活动开展、学生体质

健康测试均纳入教学工作量；体育教师职称评聘、工资待遇

与其他学科教师享有同等待遇。 

3．加强体育设施建设。制定中小学校体育设施三年建设

规划，逐年增加中小学校体育场馆和设施设备。加强学校体

育场馆维护，保障学校体育正常运转。目前，我区 32所中

小学中，200米田径运动场 30块，300米田径场 3块，300-400

米田径场 1块，400米田径场 2块。所有田径场全部完成塑

化，为体育教学、运动训练提供优质条件。依照教育部卫生

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

的通知精神，我区各中小学均配齐了常规体育器材。同时，

各校均配备专兼职体育保管室管理员，规范管理。茄子溪中

学、37 中学、钢花小学的体育保管室受到区内外同行一致好

评。 

4．保障经费投入。明确中小学公用经费中体育经费的

支出比例，并随公用经费标准提高逐步增加。区教委将学校

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器材配备、体育竞赛及活动经费等纳



入年度财政预算，予以保障，落实体育教师每年的体育服装

费。 

（三）教学规范，实效提高。 

1．抓牢课程教学。执行国家中小学校课程标准，严格

落实义务教育阶段体育课每周不少于 4 课时，高中教育阶段

每周不少于 3 课时的国家体育与健康课时规定。严格贯彻落

实《重庆市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若干举措》

精神，实施体育与健康课程方案，督促每位体育教师按要求

实施体育与健康课程教学计划、单元计划、课时计划，杜绝

无教案上课现象。实施体育课考核登记制度、课堂教学巡查

制度，抓牢课程教学。加强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开发建设，

商务学校的乒乓球课程，钢城实验学校的瑜伽课程，马王小

学的足球课程，育才小学的拉丁舞课程，钰鑫小学的篮球课

程、跳绳课程，钢城实验学校的羽毛球课程，民族庹小的跆

拳道课程，百花小学的轮滑课程，公民小学的定向运动课程，

双山实验小学的高尔夫课程都各具成效。 

2．抓实阳光体育运动。以增强学生体质、培育运动兴

趣、发展运动能力为宗旨，统筹规划体育活动时间、内容、

形式，严格落实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的体育活动。一是抓实

健身运动。各校结合“一校一品”“一校多品”，创造性地开

展大课间活动。茄子溪中学“啦啦操”、民族中学“最炫民

族风摆手操”、钰鑫小学“花样跳绳操”、区实验小学“少儿

武术操”、育才小学“拉丁舞”、钢花小学“戏曲操”等一批



自编操深受师生喜爱。从 2018 年开始，各校将耐力跑列入

课间操，我委也在全区开展耐力素质测试，并将其作为对学

校绩效考核的依据。二是抓实兴趣培育。在区体育局的全力

支持下，成功创建教育部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10 所，篮球特

色学校 3所，网球特色学校 1所，区体育品牌项目学校 6所。

各校依托课辅活动、乡村少年宫、课外兴趣活动、校园体育

节、田径运动会等途径培育发展学生体育兴趣特长，让每个

学生都能掌握一至两项运动技能。 

3．抓亮体育竞技运动。各校依托品牌项目、特色项目，

组建体育竞技团队，让有天赋的学生得到专业发展。一是布

局体育竞技项目。先后在各中小学开展了武术、田径、羽毛

球、篮球、网球、拳击、跆拳道、游泳、国象、乒乓球、体

育舞蹈等项目，满足了学生的需要。二是建立中小学生体育

竞赛机制，举办了大渡口区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中小学生

定向越野赛、中小学生校园足球联赛、中小学生篮球比赛、

中小学生羽毛球赛、中小学生游泳比赛、学生学业水平测试、

首届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比赛等运动项目。三是近年来，以我

区学生为主力的大渡口区代表队在各级体育比赛中获得优

异成绩。今年，我区组队参加了市田径锦标赛、市校园足球

联赛、市青少年武术比赛、市六运会、市中小学生篮球比赛

等学生赛事，成绩优良。 

4．抓严体质健康测试。建立《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实施机制，建立领导工作组，落实人员职责，规范测试过程，

严格结果运用。全区各中小学按时完成测试、上报工作，学



生测试面达 100%，上报率 100%。并开展区级首届中小学生

体质健康比赛。 

5．抓严中招体考。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全区体育中招，

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准确、有序、安全。 

6．抓好体育教师素养提升。依托教学比赛、技能竞赛、

学术交流等活动，提升体育教师队伍的专业技能，提高课堂

教学质量。一方面通过“四片一站”以点带面促进学区及工

作站教研活动的深入开展，提高体育课堂的教学能力。先后

邀请各级各类专家开展培训、讲座。组织教师外出学习、观

摩。另一方面，开办了“大渡口区青年体育教师提高培训班”。

全区中小学近三年新入职的体育教师参与了培训学习。     

三、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学校生均标准体育活动面积不足。 

因我区近几年接收了大量流动人口子女入学，导致学校

生均标准体育运动面积不足，和义务教育均衡督导检查人均

体育场馆面积 5.6 平方米的标准还有不小的差距。 

 (二) 体育教师配置尚未完全达标。 

2021 年，全区共有 249名体育教师，专职体育教师有 207

人，兼职体育教师有 42人，体育教师缺额人数为 21 人，体

育教师缺额比例为 7.8%。 

（三）体育馆等室内运动场所不足。 

目前，全区 32 所学校中，共计 13 个体育馆，占学校比

例为 40.6%，体育馆面积共计 15364 平方米，多数学校开展

室内体育教学难以得到完全保障。 



（四）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优秀率尚待提高。 

根据《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到 2022

年，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优良率达到 50%及以上，为

全面达到标准，我区国家学生体质健康工作还需进一步加强。 

（五）近视率肥胖率需进一步改善。 

儿童青少年近视率相较上年略有下降，为 53.39%，肥胖

相较上年略有上升，为 15.03%，这也是影响我区国家学生体

质健康标准达标率特别是优秀率的重要因素。 

四、改进措施 

（一）严格实施 40 分钟大课间活动和 1 小时校外体育锻

炼，保证每天运动量。 

执行国家关于保证中小学生每天各1小时校内外体育活

动规定，制定了大渡口区《关于强化学校体育卫生工作促进

学生健康成长的实施办法》，每天安排 40 分钟的大课间活动

和校外 1 小时体育锻炼。在大课间操活动中安排不少于 10

分钟的耐力跑，努力实现我区学生在 2030年能达到《“健康

重庆 2030”规划》中提出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25%及以

上的优秀率。 

（二）开足上好体育课，保证课程教育质量。 

按照国家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开设 4 节体育课，高中阶

段开设 3 节体育课。并加强教学管理、规范教学秩序，提高

课堂教学效率和质量，杜绝体育老师上课无教案、无内容、

无强度。在体育教学中，加强健康知识教育，注重运动技能

学习，科学安排运动负荷，重视实践练习，培养学生养成终



身锻炼的习惯。 

 （三）严格考核，提升学校体育工作实效。  

将近视率、肥胖率、国家学生体质测试结果纳入学校

绩效考核指标体系。近三年内，近视率，小学 1-3 年级每年

降低 0.5 个百分点以上，4-6 年级及中学每年降低 1 个百分

点以上；超重和肥胖率，小学每年降低 1 个百分点以上，中

学每年降低 0.5 个百分点以上；耐力、速度指标，每年有所

提升，到 2022年争取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优秀率达 20%以

上的区级目标。 

（四）推进运动场馆建设。 

在改扩建项目学校的三年规划中，专设体育场馆建设规

划。建成后，将极大满足学校师生的需求，提高学校生均标

准运动场馆指标。 

（五）因地制宜开展适宜的运动项目。 

提倡学校因地制宜，充分利用休闲长廊、文化广场、宽

阔通道等场地，开展跳绳、立定跳远、体操技巧练习等适宜

的运动项目，弥补标准场馆不足。同时，我委积极引导各校

开展户外体育活动，带领学生走出课堂、走出校园。近年来，

每年组织全区所有学校毕业年级学生1万名左右开展户外登

山节、户外定向越野赛等活动，重庆市 37 中、茄子溪中学、

长征学校、钢城实验学校等多所中小学每年将户外徒步运动

扩展到学校全体师生，达到增强学生体质，磨砺学生意志的

目的。 

以上就是我区 2021 年体育评估自查报告，不足之处请批



评指正。 

 

 

 

大渡口区教育委员会 

2021 年 11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