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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江县教育局

夹江县教育局

关于转发《四川省教育厅关于确保中小学生

每天综合体育活动不低于 2 小时的

通知》的通知

各中小学校：

现将《四川省教育厅关于确保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不

低于 2 小时的通知》(川教函〔2025〕10 号)转发给你们，请各

校严格贯彻执行，确保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 2

小时。

附件:四川省教育厅关于确保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不

低于 2 小时的通知

夹江县教育局

2025 年 2 月 7 日



四 川 省 教 育 厅
川教函〔2025〕10 号

四川省教育厅

关于确保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

不低于 2 小时的通知

各市（州）教育主管部门，各普通高等学校：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

划纲要（2024-2035 年）》，结合教育部召开的全面深化学校体育

改革座谈会精神及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高质量建设推

进会精神，现就确保我省“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不低于 2

小时”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全面保障综合体育活动时间和质量

（一）严格落实体育活动总时长

“2 小时”可以包括体育课、课间活动、课后服务、校外体

育活动四个方面。我省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 2 小时，

可由 1 节体育与健康课、1 个大课间及课间活动、1 次体育锻炼

的课后服务等时间组成。当天没有体育课的高中阶段学生，除参

加大课间活动以外，学校要于课后统筹安排该部分学生参加不低

于 1 小时的体育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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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制学生，应当保证每天校园内体育活动总时长不低于 2

小时。走读或不参加课后服务的学生，可以在校内参加体育课及

大课间活动的基础上，结合校外体育活动、体育家庭作业等保证

总时长不低于 2 小时。

（二）开齐开足上好体育与健康课程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每天 1 节体育与健康课、高中阶段学校每

周 3 节体育与健康课，严禁其他学科及活动以任何理由挤占体育

课时。要大胆探索，创新管理，可实施体育专业教师结对指导兼

职教师（如 1 带 2，1 带 3 等）、“走班制”、学生数较少的 2 至 3

个班级共上一堂体育课等模式，以灵活应对体育教师资源不足的

情况。体育兼职教师可以借助信息化辅助手段，重点组织学生开

展体能训练。担任文化学科的兼职体育教师，原则上不兼任本班

的体育课程教学。

（三）保证课间活动和课外锻炼质效

课间休息时，应督促学生离开教室，进行远眺或自由活动。

大课间及课外锻炼时段，要丰富体育活动形式与内容，满足学生

多元化需求，激励学生多奔跑、多运动、多见阳光、呼吸新鲜空

气。要坚决杜绝表演式运动，保证学生锻炼达到应有强度，以促

进学生活力充沛、眼神明亮、体魄强健，有效应对视力下降及体

重超标等问题，全面培育积极心理品质。要充分利用校内现有的

体育活动场地，并合理开发“金边银角”区域拓展活动空间，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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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布置常用体育器材，以便学生随时取用进行锻炼。要加强家校

合作，拓展校外锻炼途径，用好公共体育场地（馆）。各地各校

可依据实际情况，统一安排周末或寒暑假体育家庭作业，做好体

育活动的计划和方案，鼓励和引导家长陪同学生共同参与体育锻

炼。

（四）加大体育教师队伍建设力度

各地各校应结合课程与活动需求，扩大体育教师队伍增量，

动态调整中小学教师编制，优先招聘体育专职教师，统筹紧缺学

科教师走教支持计划，配齐配足配强中小学体育教师，加强校际、

区域、行业领域内体育教师资源共享，吸引优秀退役运动员担任

学校体育教练员。优化现有教师队伍结构，确保体育专业教师专

职专用。加强体育兼职教师（教练员）培训，鼓励培训后转岗为

专职体育教师，确保兼职教师队伍相对稳定。组织大课间活动、

课后体育锻炼、运动队训练及参赛等，要纳入体育教师（教练员）

工作量，做好绩效评价。各有关高校应加大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

养力度，做大人才储备，鼓励非体育教育专业学生考取教师资格

证并毕业后从事体育教学。与市（州）结对的高校，应通过派遣

体育教育专业学生支教、实习实训等方式，扩大支教帮扶力度，

缓解中小学体育教师短缺问题，助力中小学校提高体育教学质量。

二、不断完善“班校县市省”竞赛体系

各地要充分发挥体育赛事的带动功能，坚持面向人人、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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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做到“人人有项目、班班有活动、校校有特色”，广泛组

织班级、校际、学区（集团）等联赛，鼓励开展主客场比赛。要

围绕四川省“贡嘎杯”青少年校园体育品牌联赛，促进体育竞赛

活动全员化、常态化、品牌化，积极建设好区域赛事，切实开展

市级、县级预选赛和各类别、各层级的体育竞赛活动，每所学校

每学年至少要举办 1 次综合运动会，每位学生每学年至少要参加

1 项（次）校级及以上的体育项目，带动更多学生参与体育运动，

形成常练、常赛的校园体育氛围。

三、进一步强化体育类特色学校示范引领

特色学校是学校体育改革发展的“先锋队”，具有很强的示

范性和辐射性。各地要强化扶持力度，在充分保障建设管理自主

权的基础上，优先配置优质体育资源，打造一批体育特色强校。

要用好现有体育类特色学校，特别是充分发挥全国校园足球特色

学校的龙头作用，进一步带动校园篮球、排球改革发展，形成校

园“三大球”发展的集聚效应，共同助力体育强省、体育强国建

设。

四、确保校园体育安全稳定

各地各校要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坚持以体育人，加强赛

风赛纪教育，明确教练员、运动员及所有从业人员的行为规范，

营造风清气正的体育环境。坚决贯彻“零容忍”原则，严厉打击

校园体育竞赛搞勾兑、打假球、吹黑哨、服用兴奋剂等违规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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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确保竞赛公平公正。坚持底线思维，制定详尽的体育安全

风险防控预案，大型体育竞赛活动要落实“四不开赛”原则，即

领队、医生、救护车、AED 不到位不开赛。强化师生安全教育，

提升应急处理能力，形成快速响应的联动机制。加强监测预警，

防止和减少运动意外伤害，维护校园体育的平安稳定，为青少年

健康成长提供坚实保障。

各地各校要及时传达学习文件精神，组织专项培训，提前做

好统筹部署，确保在 2025 年春季学期开学后，即全面落实“中

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 2 小时”要求，并接受师生、

家长和社会监督。四川省教育厅将设立监督举报电话

（028-86113375），各市（州）教育主管部门也需设立相应监督

举报电话并报教育厅一并向社会公布。教育厅将对举报情况及时

调查处理，对落实不力的市（州）和学校通报批评并责令整改，

整改情况与省级支持市（州）学校体育工作专项经费分配挂钩。

四川省教育厅

2025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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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