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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五华区教育体育局文件

〔A〕

〔公开〕

五教体函〔2022〕6号

关于对政协五华区十届一次会议

第 22B32号提案的答复的函

李耀雁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中小学体育教师人才培养的建议》提案

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在提案中建议各校园重视体育课程，保证体育课时量，积

极举办体育竞赛活动，加强对体育教师的培训与考核，加大对体

育专项技能项目器材的投入，非常感谢您对学校体育工作的重视

和关心。为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精神，全面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依据《云南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深化高中阶段学校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云教发〔2019〕113号）《关于

加快建设体育强省的意见》（云政办发〔2020〕47号）《昆明市

贯彻落实云南省关于加快建设体育强省意见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昆政办〔2021〕4号）要求，我区不断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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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体育成效显著。具体做法如下：

第一，制定并出台《五华区贯彻落实昆明市关于加快建设体

育强省意见实施方案》，加强顶层设计。该《实施方案》明确指

出：在学校体育工作方面，着力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强化体育课

和课外锻炼、畅通体育传统特色校网点生升学通道，加快校园足

球特色学校建设、完善校园足球青训体系、加强校园足球科学管理。

第二，融合发展教育体育。深入实施“阳光体育运动”，强化

学校体育课和课外锻炼，“保证学生一天一个小时的体育活动时

间”，各学校体育活动形成特色。发挥学生体质监测导向作用，

把学生体质健康纳入学校的绩效考核，把学生基本运动技能和掌

握 1-2项终身受益的运动技能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考核评价指标。

按照省市初中学生体育考试改革方案，研究和制定五华区初中学

生体育考试方案，积极统筹，精心组织开展考试工作。学生体质

健康监测合格率和优良率达到标准要求，学生体质健康不断提

升。积极开展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工作，对全区校园足球场地

进行改造建设，积极探索校园足球联赛方式，逐步形成“班级—
学校—区级”联赛运行模式。开展学生视力监测，加大近视防控

力度，改善视觉环境，增强学生在校期间的户外活动和锻炼时间。

第三，积极发展竞技体育。积极布局训练网点，以四年一届

的昆明市运动会和云南省青少年（学生）运动会为目标，搭建新

一轮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和联办训练点布局。在原 13个传统参赛

项目基础上，新增设举重、摔跤、射击、击剑、自行车、啦啦操

6个项目。同时，充分利用辖区内省、市高水平体育运动基地的

优质资源，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组建高水平的体育项目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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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队伍，率先形成多渠道培养优秀体育后备人才的模式。创新

体育竞赛模式，打造“首善杯”系列比赛。

第四，加大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力度。为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提高体育教师和教练员的执教水平，我区基于个人专业

发展的阶段和能力知识结构特点，对体育教师和教练员开展分

级、分类、分层培训。通过深化“名师名长”工程，探索体育学科

教研基地建设，推进体育学科幼小衔接，开展体育与健康学科深

度教研和全国义务教育体育学科质量监测，开展五华区体育教师

技能培训大赛及五华区体育教师基本技能说课比赛等活动，构建

“研训赛教评”一体化的体育教师培养培训体系，积极搭建体育教

师成长立交桥，促进体育教师自我成长，不断增强体育教师的职

业认同感、荣誉感和幸福感。

您的建议为我们的工作拓宽了思路，为办好学校体育，促进

学生身心健康，我局下一步做法如下：

第一，鼓励各级各类学校以足球、篮球、排球、田径、游泳、

乒乓球、武术、自行车、拳击、射箭、射击、幼儿体操、冰雪和

民族传统体育等项目为重点，积极开展扎实有效的体育活动和课

外训练，创新小学、初中、高中后备体育人才一条龙培养模式，

打造学校特色体育项目。

第二，加强体育教师和教练员队伍建设，创新性培养、灵活

性使用体育人才。对体育教师积极开展专项培训，建立双师型人

才通道。

第三，坚持开放办体育，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竞赛市场开发

等，积极培育青少年体育社会组织，逐步建立体制机制完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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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法规健全、评价标准科学的青少年体育竞赛管理体系。创新五

华区优秀运动员培养和优秀运动队组建模式，积极探索与省、市

青少年高水平体育运动队建立合作机制，与兄弟县区先进体育项

目合作交流，多渠道开展青少年体育训练和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

作。积极扶持区新梦学校“特奥”项目发展，发挥好云南省“特奥”
活动示范基地作用。

第四，加强五华区体育管理中心建设，配置设施设备，完善

人才选拔、培养、培训、输送功能，成为五华体育竞技人才培养

的龙头基地。建立以区体管中心为龙头，以联办训练点为支柱，

以传统体育项目学校和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为基础的三级训练体

系。

感谢您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以上答复，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正。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体育局

2022 年 7 月 11 日

（联系人及电话：邓国谊 138 8852 9413）

抄送：区政协提案委，区政府目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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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五华区教育体育局办公室 2022年 7月 1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