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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金院体〔2014〕10 号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关于贯彻落实 
《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的通知 

 

各部门: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切实

提高高校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根据教育部

《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教体艺〔2014〕4 号）和浙江

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转发《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以

下简称《基本标准》）的通知（浙教电传〔2014〕302 号）文件

精神和要求，结合学校实际，现制定我院贯彻落实《工作标准》

实施方案，望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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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浙江金融职业学院贯彻落实《高等学校体育工作 

基本标准》实施方案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2014 年 10 月 13 日 

 

 

 

 

 

 

 

 

 

 

 

 

 
 

抄送：浙江省教育厅体卫艺处。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办公室             2014 年 10 月 1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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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贯彻落实 

《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树立“健

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切实加强学校体育工作，有效提高学校

体育工作水平和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体

育工作基本标准》（教体艺〔2014〕4 号）和浙江省教育厅办公

室关于转发《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的通知（浙教电传

〔2014〕302 号）文件精神和要求，结合学校实际，现制定以

下我实施方案。 

一、加强学校体育发展规划，促进德智体美“四育”有机

融合 

1．将学校体育纳入学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各项工作，

成为学生千日成长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路径，将学生体质健

康状况作为衡量学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挖掘学校体育在身

心健康、职业综合素养和健康生活方式等形成中的多元育人功

能，有计划、有制度、有保障地促进学校体育与德育、智育、

美育有机融合，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职业素养，为高素质技术

技能型应用性人才培养提供服务。 

2．充分发挥学校体育运动委员会工作职能，科学制订校

园阳光体育运动工作方案，落实以课外体育锻炼考勤、课余体

育锻炼俱乐部、课余运动俱乐部以及学校传统体育竞赛为载体

的阳光体育活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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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构建由体育运动委员会为日常工作牵头部门，体育军

事部为具体执行主要职能部门，学生处、教务处、各系、团委、

工会为主要协作部门的学校体育工作机制。每学年至少召开一

次以上有关学校体育工作的专题会议，有针对性地解决实际问

题，有关部门积极协同配合，合理分工，明确人员，落实责任。 

4．进一步健全学校体育工作管理制度建设，完善教育教

学评价体系。在学校体育改革发展、教育教学、教研科研、竞

赛活动、社会服务等各项工作领域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各类工作

文件、健全管理制度、加强过程监测。建立科学规范的学校体

育工作评价机制，并纳入综合办学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评价体

系。 

二、完善体育课程体系建设，创新课堂教学，不断提高教

学质量 

5．建立并健全集“体育必修课、体育选修课、课外体育

俱乐部、课余体育锻炼、运动训练与竞赛、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达标”为主要内容的学校体育课程体系，确保为一、二年级学

生开设不少于 108 学时的体育必修课，每周安排体育课不少于

2 学时，在体育师资基本保障条件下实施小班化教学。 

6．积极开展体育课堂教学创新，通过“分类型”、“分段

式”等教学改革，确保学校体育必修课、体育选修课开设课目

不少于 15 门。通过开设“健身运动”（体质健康促进为主要目

的）、“健美课”（减肥为主要目的）等多类型的特色体育课，

丰富体育课目内容，提高可选性。每节体育课须保证一定的运

动强度，其中提高学生心肺功能的锻炼内容不得少于 30%。加

大身体素质学期评分权重，确保每个学期学生体育课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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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身体素质部分比例达到 30%。 

7．充分发挥学校体育科研教学团队以及“浙江省高职体

育研究中心”平台作用，以申报各级各类教科研项目为突破口，

多渠道开展以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教学质量、课余训练、体育

文化水平等为目标的战略性、前瞻性、应用性项目研究，推动

学校体育工作整体水平提高。 

三、健全校园阳光体育活动机制，落实每天锻炼一小时活

动制度 

8．建立并健全以“准军事化”管理模式的早锻炼考勤、

自主锻炼与考勤、体育俱乐部活动考勤为主要组织形式的活动

机制与课余体育锻炼考勤制度，考勤成绩列入学期体育课成绩

或学年体育综合测评考评内容，使每位学生在校期间每周至少

参加四次课外体育锻炼（其中早锻炼不少于 2 次），切实保证

学生每天一小时体育活动时间。 

9．充分利用学校每学年一届学生田径运动会、冬季长跑

接力赛、校园体育联赛、体育俱乐部杯系列比赛等传统性竞赛

以及院系、专业或班级学生体育竞赛的平台，科学整合项目设

置，注重集体性、健身性、趣味性项目，努力使参与运动会的

学生达到在校学生数的 50%以上。 

10．加强对学校体育类社团和体育俱乐部的组织和指导，

确保学校体育类社团（含体育俱乐部）总数不少于 20 个，做

到活动有组织，组织有计划，计划有落实，落实有成效。 

11．健全学校运动俱乐部和学校体育代表队建设与管理工

作，完善学校教练职责与运动队管理办法，科学、有效开展课

余运动训练，丰富校园体育文化，不断提升竞技水平，参加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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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各类运动竞赛，为学校争得荣誉。 

12．发挥国家示范校的社会服务和示范引领作用，积极鼓

励体育教师参加各级各类体育比赛的组织、裁判、体育指导等

社会实践和公益性志愿者服务等工作，积极承办金融行业、系

统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运动会，积极履职各级各类体育协会组

织所承担的职能。 

四、加强学生体质健康干预，有效促进学生体质健康水平 

13．科学组织每学年一次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

汇总、上报和报告制度，做到测试有计划，计划有组织，组织

有保障，保障有成效。 

14．健全学生《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管理制度，根据

教育部关于印发《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 年修订）》的

通知（教体艺〔2014〕5 号）文件精神和要求，结合学校实际，

制定学校《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实施方案，加强并落实对

毕业年级、毕业生学生成绩成绩的管理。 

15．设立学校“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状况分析与干预措施研

究”年度专项课题，建立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分析和研判机制，

制定干预措施，视情况采取分类教学、个别辅导等必要措施，

指导学生有针对性地进行体育锻炼，切实改进体育工作，提高

全体学生体质健康水平。 

五、完善学校体育工作基础条件，提升体育工作保障水平 

16．通过始业教育、安全教育课、体育课以及《校园体育

活动安全教育与临场紧急处置技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

育路径，完善学校体育活动的安全教育制度。建立健全校园体

育活动意外伤害保险制度，制定学校校园体育运动安全防范与



 — 7 — 

应急处置预案，切实落实校园体育活动“安全至上”原则，依

法妥善处置各类伤害事件。 

17．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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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每年度学校体育日常经费不低于

40 元/生的标准，并保持体育竞赛经费、体育耗材经费、体育

办公经费等保持合理结构。根据学校体育工作发展实际需要，

不定期安排若干体育专项资金支持学校体育工作的创新发展

需要。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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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配备体育教师。

健全体育教师职称评定、学术评价、岗位聘任和学习进修等制

度，保证体育教师在晋升职称、岗位聘任等方面与其它学科（专

业）教师同样的合理的比例和一致的工作量计酬标准。 

19．整合校园体育资源，构建校园体育生态，确保体育教

学、课余锻炼与运动竞赛的场地资源、体育师资指导力量和合

理的经费保障，各类运动场馆和设施实行定时段免费向校内师

生开放制度。 

20．将体育教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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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作纳入教师工作量，未开设体育必

修课年级或班级开展《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工作以纳

入体育教师群体工作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