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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上午，杭州官宣2023年体育中考调整办法，最主要的调整，是6个项目自

主选择2个项目，减少项直接赋分10分。

至此，浙江11个设区市的2023年体育中考调整方案都已公布。

大部分地方都将长跑、游泳等耐力类项目调整为了可选项。

对于杭州此次调整，记者采访了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他们表示，今年市区体育

中考的调整，从更好地保护考生的角度考虑，希望给考生更多自主选择权。前期做了

很多调研，邀请了体育老师、体育教研员、专家医生等参与，从学生健康的角度来调整

完善。建议考生和家长在选择项目时，按照考生的实际情况量力而行，科学合理地选

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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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中医药大学党委副书记张光霁前往浙江医院

三墩院区看望所联系的班级学生。他先后走访学生寝室、医

院食堂、临床技能中心等地，实际了解床边教学学生的学习生

活情况。最后的座谈会上，张光霁听取学生的意见建议，与学

生畅谈医者仁心。

“实习和备战考研，时间冲突了，要如何协调？”“作为医学

生，在医院实习时如果遇到疫情暴发，该提前放假还是坚守岗

位？”“面对未来分流，对于还不太了解有关科室情况的本科

生，怎样才能获知更多信息呢？”座谈会上，同学们争先发言，

分享了各自对热点问题、考研就业等方面的感悟。

对于同学们的每一个问题，张光霁都认真记录，现场就给

出了中肯又详细的解答：“考研要早做准备，更要选好方向，心

仪的导师可以提前沟通联系。”“我个人不主张‘临考抱佛脚’，

这样的学习基础不扎实，平时要抓紧，功夫在点滴积累中。实

习和备考其实并不矛盾，同学们通过实习，能对临床知识加深

印象。”“我们常讲‘大爱精诚’，当面对医院减员严重，急需援

助之时，在保护好自己的基础上，学有所成的医学生不应逃避

社会责任，医者仁心，技优更要德高！”

一段段温情对话，拉近了师生间的距离，会议室里时不

时响起欢笑声。张光霁提出，希望同学们更加明确医学生

所肩负的责任与使命，坚定医学生的初心和勇往直前的决

心，恪守医德医风，勤奋刻苦，做好职业规划，通过临床教学

及时适应角色转变，胸怀大志，目光长远，做时代需要、人民

满意的医学生。

“张老师为我们答疑解惑，让我们觉得很温暖，也备受鼓

舞，接下来大家会更加努力学习。”班长俞丁一说，在床边教学

中，可以更贴近于临床一线，医护人员娴熟专业的临床技能和

舍小为大的奉献精神激励着他们，为他们今后成为合格医生打

下坚实基础。 本报记者 陈素萍 通讯员 金鑫俊 冯思佳

走进教学基地，走入日常生活

浙中医大师生
畅谈医者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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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今年特殊情况，之前就有政协委

员提交体育中考相关提案。今年的杭州

市“两会”上，来自科协、共青体、妇联的杭

州市政协委员唐彩斌、葛芳民、丁黎联合

提交了《关于调整或取消 2023 年体育中

考》的提案，建议2023年体育中考做出调

整，考虑取消耐力型项目，或像2020年一

样取消体育中考。

提案小组对杭州上城区、拱墅区、西

湖区、滨江区、钱塘区不同类型学校的

2000多名初三学生开展了调查问卷。截

至2023年1月31日，收到有效问卷2038

份，男女生基本各半。

据调查，已阳的学生85.92%，阳过后

身体自我感觉恢复良好的占 52.31%，目

前65.1%的同学很少或没有参加训练，根

据目前的身体状况，64.38%的同学认为

阳过后会影响体育中考的发挥，87.59%

的同学希望两轮考试。问卷统计打分折

算显示 48.3 分，“低于 50 分，表示学生可

能在心理上尚未做好体育中考的准备，需

要更多时间来恢复。”

科协界别委员、杭州市钱学森学校校

长唐彩斌表示，提案小组做了几个月的调

查，包括对杭州市区几千名学生、体育教

研员和体育老师，10 多位医学专家进行

调查和访问，调查的过程中，提案小组感

受到，体育中考前势必进行密集、大量的

体育集训，这些会对“阳”后的学生产生一

些身体和心理上的压力。

该提案小组还咨询了十四位不同专

业的医生，从不同的角度对体育中考提出

专业建议。

大部分医生都认为，新冠病毒感染

后对心肺功能可能有一定影响，尤其是

耐力类项目、长跑等有氧运动对心肺功

能要求比较高，建议训练竞赛循序渐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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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终于有谱了，好多家长在朋友

圈相互转告。”初三家长毛女士告诉记者，

此前各地体育中考调整政策频出，上海还

干脆取消了体育中考，妈妈们都在猜测杭

州本地有什么变化，心里七上八下。

毛女士和很多初三家长一样，其实都

在担心孩子“阳”后的身体恢复情况，以及

成绩上不去怎么办。

“我们班超过三分之二的孩子都阳过

了，大部分孩子之前都选了长跑，家长们都

很揪心。不练吧，担心成绩不好，练吧，又

担心孩子吃不消。”毛女士说，儿子是去年

12 月底“阳”的，当时的症状比较严重，高

烧好几天，所以阳康后，只敢出去散散步。

“学校老师也很好，这学期的体育课

一直是循序渐进的，还一直安慰孩子、家

长，慢慢恢复体能，不用太担心。不过，我

发现他长跑后，喘得比以前厉害，也比较

吃力。以前孩子跑满分轻轻松松，现在不

一样了，身体的确还没有完全恢复。”昨天

晚上，儿子晚自习回家，毛女士和丈夫和

儿子认真讨论了“6 选 2”的项，大家一致

决定放弃“长跑”。

虽然大家普遍认为耐力类项目比较

“累”，还是会有一些孩子选择。一位初三

妈妈说，女儿原本选择了 800 米跑、实心

球和立定跳远，一直以来，800 米的成绩

一直比立定跳远要好。“孩子阳康后恢复

还不错，我们应该还是会选择 800 米跑。

毕竟发挥比较稳定，也更有信心拿满分。”

“阳康”后一跑步就喘气
孩子成绩上不去怎么办

你家孩子阳过之后身体状况如何？中考体育政策调整对孩子有什

么影响？现在最大担忧是什么？欢迎扫二维码来潮新闻聊一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