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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
绍“十三五”期间加强体育、美育和劳
动教育的情况。目前全国各地都已经
推进了体育中考，而且从2021年起，绝
大多数省份体育中考分值都会增加，
且增加的幅度比较大，同时教育部还
将稳步推进美育中考改革试点。

“十三五”期间，全国义务教育阶
段体育教师由50.2万增加到59.5万，
年均增速4.3%。通过“国培计划”“省
培计划”，全国共培训了1万多名国家
级骨干教师和10万多名中西部特别
是农村、偏远地区骨干教师。除了体
育师资，体育场地设施也不断提质增
量，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已经被列为义
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的重要内
容。2019年底，全国小学、中学体育
运动场馆面积达标学校率分别为
90.22%、93.54%，体育器械达标率分
别为95.38%、96.56%，较“十二五”期
间大幅度提升。

关于学校体育评价体系，据教育

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
峰介绍，目前全国各地各校普遍建立
了学生体质健康档案，教育部要求所
有大中小学每年都要对学生的体质
健康进行监测，而且教育部每年要对
各地上报的数据进行复核，复核的人
数每年都超过20万人。经过“十三
五”期间的努力，各地上报的体质健
康测试数据和教育部复核数据之间
的一致性达到95%以上。同时，初中
和高中的学业水平考试都把体育学
科纳入其中。目前全国各地都已经
普遍推进了体育中考，实现了全覆
盖，即所有地方中考都要考体育，体
育分值从30分到100分不等。从2021
年起，绝大多数省份体育中考分值都
会增加，而且增加的幅度比较大。此
外，教育部还启动了在高校招生中使
用体育素养评价结果的研究。2019
年实施“自主招生”和2020年实施“强
基计划”的高校在招生考试中全面实
施了体育测试制度。

美育方面，目前全国大部分省
（区、市）义务教育阶段都能按照国家
课程设置方案保证音乐、美术课程总
量不低于总课时的9%。2019年国家
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艺术学习质量监
测结果显示，78.5%的四年级和77.2%
的八年级学生演唱能力达到中等及
以上水平，91.5%的四年级和65.8%的
八年级学生绘画创作与表达能力达
到中等及以上水平，八成以上学生喜
欢艺术课和艺术教师。 评价方面，美
育已经和体育一样全面纳入学生综
合素质评价，而且目前全国已有9个
省开始美育中考改革试点，分值一般
在 10 分到 30 分之
间，今后教育部
将继续稳步推
进美育中考
改革试点。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胡浩）记
者近日从教育部了解到，为推动人才

“帽子”、人才称号回归学术性、荣誉
性本质，教育部日前印发《关于正确
认识和规范使用高校人才称号的若
干意见》，明令禁止“唯帽子”行为。

教育部人事司负责人介绍，人才
称号是在人才计划或项目实施过程中
给予人才的入选标识，不是给人才贴
上“永久牌”标签，也不是划分人才等

级的标准，获得者不享有学术特权。
意见强调，要完善人才称号退出

机制，对不能按相关规定或合同约定
履行岗位职责的，解约退出并不再提
供计划支持；对有违反师德师风等违
法违规行为的，强制退出并撤销称号
及入选资格，实现人才计划能进能出。

针对高校人才招聘和引进中过
于看重人才称号的倾向，意见提出，
坚持人岗相适原则延揽人才，不将

人才称号作为硬性指标，不针对人
才称号获得者发布“明码标价”的招
聘广告。不将国（境）外学习或工作
经历作为人才招聘引进的限制性条
件。禁止采取“不要人事档案、不要
流动手续”或另建人事档案的违规
做法招揽和引进全职人才。发达地
区不得片面通过高薪酬高待遇竞价
抢挖人才，特别是从中西部、东北地
区挖人才。

明年起多数省份中考拟增加体育分值
■ 雷 嘉

本报讯（记者 沈静）近日，第三
十二届韩素音国际翻译大赛颁奖仪
式暨竞赛译文评析报告会在北京举
行，四川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阿拉
伯语专业青年教师隆娅玲获得汉译
阿一等奖。

本届大赛由中国翻译协会与四
川外国语大学联合主办，由《中国翻
译》编辑部和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
院联合承办，参赛选手范围涵盖面
广，共收到有效参赛译文18051篇，各
语种最终获奖人数为385人，再创新
高的参赛人数和仅2%的获奖率让赛
事的奖牌具有极高的含金量。大赛

举办32年来，素有翻译界“奥斯卡”之
称的韩素音国际翻译大赛激励了无
数青年人参与翻译，促进了我国的翻
译教育和翻译事业的长足发展。同
时，该赛事也为世界文化的交流，特
别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
国声音贡献了积极的力量。

据了解，隆娅玲在此次赛事中
取得可喜的成绩，这与她长期在一
线教学中勤勉务实、严谨治学、孜孜
不倦的态度分不开，也与她一直热
爱教育事业、热爱课堂、热爱学生密
不可分，更与学校和学院重视对青
年教师的培养有着重要关系。此

外，隆娅玲老师不仅获得了此次大
赛汉译阿一等奖，在第三十一届韩
素音国际翻译大赛中她也荣获了阿
译汉一等奖。两次国际大赛的一等
奖，对她是莫大的鼓舞和鞭策，也是
对她在阿拉伯语和中文两种语言间
双向互译能力的肯定，更是对她自
身在专业教学能力上精益求精、不
断进取精神的认可。参赛获奖或许
只是教师在漫长的教学生涯中的一
个小插曲，其内在的价值与意义在
于可以促进教师成长，提升教师综
合素质，引导课堂教学创新，从而对
专业的建设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教育部发文禁止“唯帽子”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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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工作倦怠”列入《国际疾病分类》，
揭示了一个久被遮蔽的问题：近年
来，许多青年人对传统意义上的工作
越来越没有热情，而这种倦怠感有逐
步扩散的趋势。本书聚焦于“倦怠”，
引用了大量的调查报告与研究数据，

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经济条件、社
会背景、心理因素等，进而对全球范
围内存在的各类青年就业问题进行
了考察，并且对如何解决问题提出了
相应的建议。新经济背景下，“工作”
被重新定义，工作的形态也在发生变
化，这些变化是否能有效解决倦怠等
就业问题，也是本书讨论的重要问题
之一。

《倦怠》
你是否也患有“工作倦怠”？荐书

青春期的孩子
怎么管

■ 青 木

孩子小的时候，即使再叛逆，父
母似乎都有办法“收拾”他们。不管
方法是“软”是“硬”，孩子们总会消停
下来——至于是否很快又反复，另当
别论。在孩子长大之前，父母有必要
了解一下，不远的将来，你将面对一
个怎样的孩子，又该如何应对。

从生活入手去改变

青春期孩子由于生理上的急剧变
化，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反应，大部分
是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他们试图冲
破约束和管教是正常的，甚至犯一些
错误也是成长需要付出的代价。

对于青春期的孩子，生活上父母注
意让孩子独立，充分挖掘孩子的自理能
力。要避免指令式的“教育”，孩子在遇
到困难、问题、挫折之后，只需要来自父
母的客观分析和引导，而且，这种分析
和引导还应该是朋友式的。

让孩子学会承担责任

处在青春期的孩子有了对事物
的自我辨知能力，做父母的如果没有
注意到孩子的变化，而是一味地像以
往一样，牵着孩子按自己设计的路线
走，自然会引起孩子不满，有意跟家
长对着干。

孩子小时候对事物的认知性不
强，这就需要父母的提醒与帮助。孩
子渐渐长大，父母习惯了孩子对自己
的依赖，忽略了孩子的成长，依然对
孩子指手画脚，当然会让孩子厌烦。

家长要会索取“爱”

不少家长在“爱”的问题上，只尽
“给予”的义务，不讲“索取”。如此一
来，时间一长容易在孩子心中形成这样
一个概念——父母的爱是应该的。因
此，要向孩子索爱，让孩子学会感恩。

一般家长对孩子的要求太低，如
孩子在饭桌上给自己夹菜就会感动万
分，其实家长可以向孩子要求更多，让
孩子知道爱是相互的，责任也是相互
的，要让孩子懂得父母的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