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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九月

川办发 (1985)67号

;ã教育厅、高教局、休委《关于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已经省人民政府审查同意，

现转发给你们，请在照执行。

, 

学校体育是党的教育方针的重要组成部份，是国民体育的基础，在发展教育事业和全民

育运动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俭。重点抓好学校体育，关系到培养四化建设人才和为国争光

体育人才，关系到民族的强盛和国家的荣誉J 我省各级教育、体育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

高度重视。同时，要大力宣传、动员全社会都来关心青少年r一位的键展成丘，支捋学校体育工

作。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学校体育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尽快适应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

向世界、面向未来和建设体育强国的要求。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精神，现就抓好学校体育工作提出以

下几点意见。

一、 JJU 坦对学校体育的领导。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摆在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

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统筹制定和组织实施发展当地学校体育的全面规划，采取有效

措施，切实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市、地、卅教育行政部门在不增加行政编制的情况下应建立

体育卫生科，有条件的县也应建立体育卫生股或配备专职体卫干部。各级各类学校要充分发

挥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认真抓好学校体育。要有领导干部分管体育工作。大专院校和

中等专业学校的体育教研室(组〉应是学校直属教研室(组) ，在主管校长的领导下，具体

组织学生体育教学，成立学校体育运动委员会，有条件的学校应设校体委办公室，配备专职

干部。中专和中学应建立体育卫生领导小组，规模较大、条件具备的中学、中专、中师可设

体卫处〈科〉。各级体委要切实把学校体育作为战略重点，充实干部，加强领导 同教育部

门密切配合，共同抓好学校体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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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帽好体育教师队伍的建设。 这是抓好学校体育的关键。各级教育部门要 , 

挖掘潜力，开辟培养渠道。要扩大省内现有高等体育院(校)、高等师范院(校〉体育系

(科〉和中师体育班招生名额F 在有条件的院校，积极筹备体育系，并充分运用函授教育和

自学考试等方式培训体育师资;体育基础好的中师可改办中等艺体师范，各市、地、州要努

力做到有一所师范校开办体师班，并注意加强中师体育教育，培养学生体育教育能力，使之

能兼做体育教师工作，各地还要立足本地，在发展职业教育中，创建体育职业中学或体育职

业班，招收有一定文化和体育专长的学生，经过体育专业的教学和训练，培养体育师资。今

后各类体育院、系、班培养的学生，要优先充实体育教师队伍。力争在五年左右， 使我省

中、小学体育教师严重缺乏的状况能有较犬好转。

要稳定体育教师队伍，切实发挥在职体育教师的积极性。在政治上、业务上、生活上全

面关心他们，尊重他们的劳动。要合理安排体育教师的工作量(包括教学、课外辅导、运动

队训练) ，服装、粮食补助要按规定妥善落实1 对有贡献的体育教师要给予表彰和奖励F 对

年老体弱体育教师的工作要合理安排。各级体委要配合教育部门切实抓好体育教研室(组〉

的建设，以改革精神，积极开展教学、科研活动。坚持开办短期训练班，不断提高在职体育

教师的业务水平。

三、增加学校体育场地和经费。场地即课堂，是开展学校体育的必备条件。要十分重视

学校体育场地的规划和建设。根据中央通知"重点增加学校体育设施"的要求，力争在近两

年内，由各级政府拨出专款，再由集资办学经费中划出一定比例，学校勤工俭学收入中抽出一

点，每个县集中解决一所中学、一所小学体育场地设施问题‘使之达到部颁体育教学大纲的

规定。县城能在有条件的一所中学或小学建成一个300至400米跑道的田径场;市、地、州所在的

市(县、区〉能在有条件的学校改建或兴建一个400米跑道的田径场，或一个游泳短池， 或

一个健身房。高校体育均地应逐步配套，每所学校应至少有一个400米跑道田径场， 一 至二

个游泳池和一个风雨操场，逐步实现"每生人平体育场地九平方米以上"的要求，并尽可

与筹办第七届全国运动会的场地建设结合起来规划，发展高校体育场地设施。今后新建各类

学校，均应将体育场地设施列入办学的基本条件;新增学生，也要创造条件相应增加体育设

施。各级体委所属体育场地，除保证训练外，应尽量向学校开放。

各级政府要责成侵占学校体育场地设施的单位，尽快退还或赔偿，对今后继续侵占的

要严加追究。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内部也不得以任何理由占用场地设施，城镇规划部门应积

极支持、帮助解决修建学校体育场地设施的征地问题，并根据省委、省府多次决定的精神，

给予优惠的扶持。

学校体育的经常性费，要专款专用。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年度体育经费(不含基建

费)应占学校行政总经费的百分之一以上 F 一般中、小学应分别达到每生每月→角二分和六

分，重点中、小学按原定标准严格执行，随着经济的发展，学校体育经费应同整个教育经费

同步增长。

四、坚持普及与提寓相结合的方针。学校体育应以体育教学为中心，努力提高教学质

量。要在面向全体学生以普及为主、以增强学生体质为主的同时，积极开展业余体育训练，

开发体育人才，迅速提高学校体育技术水平。要进一步贯彻落实 《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试行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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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制定好以小学、初中为主，以田径游泳为主，以城、镇为主的规划布局，并完

办法，大力发展体育传统项目学校，逐步形成省、地(市、州人县三级传统校网络。各级

各类学校都要建立体育代表队，开展课余体育训练.大专院校应逐步成为培养优秀运动员的

一，发挥场地、师资的优势，加强体育训练，并同就近中、小学挂钩，层层衔接

开展系统的业余训练工作，有条件的可试办优秀运动队。多层次、多渠道开发培养体育人

才。

点业余体校是我国训练体制的中级形式，各市、地、州体委要进一步端正办?ω圈，

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质量，为确保学生的文化素质，重点业余体校

(班〉初中学生可延长学制一年。各地教育部门要尽量协助重点业余体校配备合格的文化教

育的校长 s 组织文化教师参加当地教研活动，在招生、转学等方面继缤予以积

支持.

生体育竞赛制度。竞赛是体育运动的杠杆，既可推动普及又能促进提高，

，总结经验，不断完善。已形成制度的比赛要继续举办，根据全国四年一届大、中学生

运动会的要求，全省大、中学生运动会相应四年举行一次，积极筹办四川省第二届大学生、

第三届中学生田径选拔运动会，市、地、州中学生运动会〈两个项目以上〉两年举办一次，

县〈区〉中、小学运动会一年举办一次，基层学校一年举办二次单项或多项运动会。 )JJ 东

北、 )11 西南大学生运动会二年举行一次.学生体育竞赛应尽可能安排在假、节日进行.

五、继续贯彻落实大、中、小学《体育工伟暂行规定 >>0 <<暂行规定》是当前我国学校

工作的基本法规，各级各类学校要进一步认真贯彻落实。中等专业学校亦应按照对大专

校的《暂行规定》执行.要不断扩大《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施行面，提高达标率和优秀

。要认真执行《体育合格标准)) ，把体育合格列为评选"三好"学生的标准，并对体育成

突出的学生给予适当奖励。各级教育、体育部门宴会同卫生、共青团等部门坚持做好检查

验收工作，促进学桂体育向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以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

使我省学校体育工作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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