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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 东 省 教 育 厅  
 

鲁教体字〔2018〕25号 
  

 

山东省教育厅（中共山东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关于印发山东省高等学校体育工作 

评价方案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强和改进高等学

校体育工作，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省教育厅制定了《山

东省高等学校体育工作评价方案》（以下简称《评价方案》），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各高校要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高办学质量、办好人

民满意的高等教育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体育工作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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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开展体育工作评价为契机，开齐开足体育课程，改进体育教

学，培养学生熟练掌握两项运动技能，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

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加强体育教师队伍和

学生体育社团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体育活动，积极营造健

康向上、充满活力的校园文化；加大体育投入，扩大体育资源，

提高体育育人成效。 

自 2019 年起，我厅将依据《评价方案》对全省普通高校体

育工作进行评价。 

请各高校根据《评价方案》和《山东省高等学校体育工作评

价指标体系》,对本校体育工作进行自评，形成自评报告，连同

自评得分表一并于 12 月 30 日前将电子版发至指定邮箱;纸质版

加盖公章后邮寄至我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电子版可登录山

东省教育厅门户网站，在“政策文件”栏下载。 

联 系 人：翟文璐 

联系电话：0531—81916565 

电子邮箱：twy@shandong.cn 

通信地址：济南市文化西路 29号 

邮政编码：250011 

  

 

                                山东省教育厅 

                                 2018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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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高等学校体育工作评价方案 
 

为全面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体育工作，推进高校体育教学改

革，完善体育课程质量保障体系，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和体育

育人成效，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

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6〕27 号）和《山东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国办发〔2016〕27 号文件强化学校体育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实施意见》（鲁政办发〔2016〕53

号）要求，依据《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山东省学生体质健康促

进条例》和教育部《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制定本方案。 

一、评价目的 

以评促建，完善高校体育育人机制。牢固树立“健康第一”

的教育理念，充分发挥体育育人功能，使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

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以评促教，提高高校体育教学水平。促进高校深化体育教学

改革，增强体育课吸引力，使每一名学生均能熟练掌握 2 项运动

技能；完善体育竞赛体系，增强体育工作活力；加大体育经费投

入，提高体育工作保障水平。 

以评促练，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促进高校全面落实体育

课时、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制度和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制度，

引导和鼓励学生走下网络、走出宿舍、走向操场，不断提高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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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健康水平。 

二、评价内容 

包括体育工作发展规划、体育课程设置与实施、课外体育活

动与竞赛、学生体质监测与评价、基础条件建设与保障。 

（一）体育工作发展规划。 

1.体育工作发展规划。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牢固树立“健康第一”思想，把增强学生体质和促

进学生健康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学校总体发展规划，

有计划、有制度、有保障地促进学校体育与德育、智育、美育、

劳动教育有机融合，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2.体育工作机构。设置体育工作机构，配备管理干部、教师

和工作人员，并赋予其统筹开展学校体育工作的各项管理职能。 

3.体育工作领导责任。学校党委切实履行学生体质健康促进

工作主体责任，明确 1名校级领导分管学校体育工作，每年至少

召开一次全校体育工作专题会议，有针对性地解决实际问题。学

校各有关部门积极协同配合，合理分工，明确人员，落实责任。 

4.体育工作管理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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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规范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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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课程设置与实施。 

5.体育课时。严格执行《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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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纲要》，为一、二年级本科学生开设不少于 144 学时（专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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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学时不少于 45 分钟。为其他年级学生和研究生开设体育选修

课，选修课成绩计入学生学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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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反映

学生心肺功能的素质锻炼项目作为考试内容，考试分数的权重不

得少于 30%。 

6.体育课程。打破行政班，开展运动项目教学，开设不少于

15 门的体育项目，让每个学生均拥有自己喜欢的体育课程和体

育运动项目，使每一个在校学生均能熟练掌握 2项运动技能。每

个授课自然班学生人数不超过 40 人。大力推动足球、篮球、排

球、橄榄球等集体球类项目，积极推进田径、游泳、器械体操等

个人项目，广泛开展乒乓球、羽毛球、武术等青少年喜闻乐见的

运动项目，进一步挖掘地方民间体育资源，充实和丰富体育课程

内容，形成 “一校一品”或“一校多品”的特色体育项目。 

7.体育教研和科研。建立体育教研、科研制度，形成高水平

研究团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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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动学校体育工作整体水平提高。 

    （三）课外体育活动与竞赛。 

8.“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制度。制定“每天一小时校

园体育活动”实施方案，将课外体育活动纳入学校教学计划，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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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生课外锻炼。面向全体学生设置多样化、可选择、有实效的

锻炼项目，组织学生每周至少参加 3 次课外体育锻炼，切实保证

学生每天一小时体育活动时间。 

9.早操和冬季长跑等集体性学生体育活动。坚持开展早操和

学生冬季长跑等群体性体育活动。开展以“走下网络、走出宿舍、

走向操场”为主题的集体性学生课外体育锻炼活动。建立学生每

日运动量定额，运用运动管理软件督促学生加强体育锻炼。 

10.体育竞赛。每年至少举办 1 次综合性运动会或阳光体育

节、2次以上学校特色项目体育比赛。设置学生喜闻乐见、易于

参与的竞技性、健身性和民族性、地域性体育项目，广泛开展小

型多样的班级、年级、院系和校际间体育竞赛，吸引广大学生积

极参加体育锻炼。 

11.学生运动队。有效发挥体育特长生和学生体育骨干的示

范作用，组建学生体育运动队，开展课余训练，组织学生参加国

际比赛和教育、体育部门举办的体育竞赛。具有高水平运动员和

体育单独招生资格的学校，组建各招生项目高水平运动队，进行

常年专业运动训练并在国际和省级以上比赛中取得良好成绩。 

12.学生体育社团（俱乐部）。学校成立不少于 20个学生体

育社团（俱乐部），采取鼓励和支持措施支持学生体育社团（俱

乐部）定期开展活动，形成良好的校园体育传统和特色，丰富校

园文化生活。 

13.中华优秀传统体育项目。立足地域传统文化特色，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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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自身资源优势，传承民族民间传统体育，形成特色品牌项目。 

（四）学生体质监测与评价。 

14.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制度。依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运用现代化的测试软件、测试设备，以集中测试、集中体检、体

质达标运动会或委托第三方等方式，每年对所有学生进行体质健

康测试，测试成绩向学生反馈，并及时上报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

准数据管理系统，形成本校学生体质健康年度报告。学生体质健

康测试总体结果及时在校内公布。 

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成绩列入学生档案，作为对学生评优、评

先的重要依据。测试成绩达到良好及以上者，方可参加评优与评

奖；成绩达到优秀者，方可获体育奖学分。毕业时，学生测试成

绩达不到 50 分者按结业处理（因病或残疾学生，凭医院证明向

学校提出申请并经审核通过后可准予毕业）。毕业年级学生测试

成绩及格率须达到 95%以上。 

15.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分析和研判机制。根据学生体质健康

状况制定干预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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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制度。将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体育课

成绩和熟练掌握体育运动专项技能情况作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的重要内容，记入学生档案。 

（五）基础条件建设与保障。 



 — 8 — 

17.体育经费保障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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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学校和体育

单招学校按照每名运动员每年不少于 3 万元的标准设立高水平

运动队专项经费，满足高水平运动队训练、比赛、培训、奖励、

管理等方面的需要。 

18.体育运动伤害风险管理制度。加强学校体育活动的安全

教育、伤害预防和风险管理，建立健全校园体育活动意外伤害保

险制度，妥善处置伤害事件。 

19.体育师资队伍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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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请优秀教练员、运动员进校园带运动队、指

导体育社团活动。教师组织早操、课外体育活动、课余训练、体

育竞赛和进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等计入教学工作量，

保证体育教师与其他学科（专业）教师工作量的计算标准一致，

实行同工同酬。  

20.体育教学与训练场地设施条件。按照教育部《普通高等

学校体育场馆设施、器材配备目录》及有关规定规划建设体育设

施、配备体育器材，满足学校体育教学、训练、比赛及体育活动

需要。体育设施在课余和节假日向学生免费或优惠开放。 

三、评价实施 

采取高校自评与省教育厅组织专家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实地

复核评价相结合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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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年度结束前，高校应依据《山东省高等学校体育工作评

价指标体系》对本校体育工作进行自评、打分，形成自评报告，

报省教育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 

省教育厅每年选取一定比例的高校组织开展实地复核评价，

并将评价结果公布。 

四、评价等级评定 

评价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满分

100 分，90分以上为优秀，80—89 分为良好，70—79 分为合格，

69 分以下为不合格。 

五、其它 

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附件：山东省高等学校体育工作评价指标体系 

http://www.sdedu.gov.cn/sdjy/_zcwj/1255293/2018042709235629396.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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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山东省高等学校体育工作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与分值 

二级指标 

与分值 
指   标   内   容 分值 

自评

得分 

复评

得分 

一、体育

工作规划

与发展 

（8 分） 

体育发

展规划 

（2 分） 

学校制定体育工作中长期发展规划并纳入学校总体发展规划（1 分），有计划、有制度、有保障

地促进学校体育与德育、智育、美育、劳动教育有机融合，提高学生综合素质（1 分）。 
2   

体育机

构 

（2 分） 

学校设置体育学院（系、部）（1 分），配备管理干部、教师和工作人员，并赋予其统筹开展全

校体育工作的各项管理职能（1 分）。 
2   

体育领

导责任 

（2 分） 

实行学校领导分管负责制，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全校体育工作专题会议，有针对性地解决实际问题

（1 分）。学校的卫生部门应当与体育管理部门互相配合，搞好体育卫生工作；总务部门应当搞

好学校体育工作的后勤保障（1 分）。 

2   

体育管

理制度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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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规范文件、

健全管理制度、加强过程监测。（制度健全、管理规范得 1 分；制度不健全、管理不规范不得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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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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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与分值 

二级指标 

与分值 
指   标   内   容 分值 

自评

得分 

复评

得分 

二、体育

课程设置

与实施

（22 分） 

课时 

（10 分） 

严格执行《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为一、二年级本科学生开设不少于 144

学时（专科生不少于 108 学时）的体育必修课，每周安排体育课不少于 2 学时，每学时不少于

45 分钟（课时达标得 5 分，不达标不得分）。 

5   

为其他年级学生和研究生开设体育选修课（1 分），选修课成绩计入学生学分（1 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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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

要将反映学生心肺功能的素质锻炼项目作为考试内容，考试分数的权重不得少于 30%（1 分）。

每个授课自然班学生人数不超过 40 人（1 分）。 

3   

课程    

（10 分） 

打破行政班，开展运动项目教学，开设不少于 15 门的体育项目（开设 15 门及以上得 6 分，少一

门减 0.5 分，减满 6 分为止）。大力推动足球、篮球、排球、橄榄球等集体球类项目，积极推进

田径、游泳、器械体操等个人项目，广泛开展乒乓球、羽毛球、武术等青少年喜闻乐见的运动项

目；挖掘地方民间体育资源，充实和丰富体育课程内容。 

6   

形成全体学生全员参与的“一校一品”或“一校多品”的特色体育项目。 4   

体育教研

和科研 

（2 分） 

建立体育教研、科研制度，形成高水平研究团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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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学校体育工作整体

水平提高（承担国家级课题得 2 分、省部级课题得 1.5 分、校级课题得 1.0 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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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与分值 

二级指标 

与分值 
指   标   内   容 分值 

自评

得分 

复评

得分 

三、课外

体育活动

与竞赛

（30 分） 

每天一小

时校园体

育活动  

（5 分） 

制定“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实施方案，强化学生课外锻炼（全面落实得 2 分，不落实不得

分）。 
2   

面向全体学生设置多样化、可选择、有实效的锻炼项目，组织学生每周至少参加 3 次课外体育锻

炼，切实保证学生每天一小时体育活动时间（每周组织学生课外锻炼 3 次得 3 分，少一次扣 1 分，

不组织不得分）。 

3   

群体体育

活动 

（6 分） 

坚持开展早操和学生冬季长跑等群体性体育活动。 2   

开展以“走下网络、走出宿舍、走向操场”为主题的集体性学生课外体育锻炼活动。 2   

建立学生每日运动量定额，运用运动管理软件督促学生加强体育锻炼。 2   

体育竞赛

（4 分） 

每年至少举办 1 次综合性运动会或阳光体育节（1 分）、2 次以上学校特色项目体育比赛（1 分）。 2   

广泛开展小型多样的班级、年级、院系和校际间体育竞赛（1 分）。设置学生喜闻乐见、易于参

与的竞技性、健身性和民族性、地域性体育项目，吸引广大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1 分）。 
2   

运动队  

（7 分） 

有效发挥体育特长生和学生体育骨干的示范作用，组建学生体育运动队，开展课余训练（组建 4

个以上运动队的得 4 分，缺 1 项减 1 分）。具有高水平运动员和体育单独招生资格的学校，组建

各招生项目的高水平运动队，进行常年专业运动训练（按照招生项目组队的得 4 分，缺一项减 1

分，减满 4 分为止。未组队不得分）。 

4   



 — 13 — 

一级指标

与分值 

二级指标 

与分值 
指   标   内   容 分值 

自评

得分 

复评

得分 

参加国际比赛以及全国、省教育、体育部门及协会举办的体育竞赛（1 分），取得全国比赛前 8

名、全省比赛前 6 名成绩（2 分）。  
3   

体育社团

或俱乐部

（6 分） 

学校成立不少于 20 个学生体育社团或俱乐部，采取鼓励和支持措施定期开展活动，形成良好的

校园体育传统和特色，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成立 20 个及以上得 6 分，少一个减 0.3 分，减满 6

分为止；未成立社团或俱乐部的不得分）。 

6   

民间体育

项目 

（2 分） 

立足地域传统文化特色，发挥学校自身资源优势，传承民族民间优秀传统体育项目，形成特色品

牌项目。 
2   

四、学生

体质监测

与评价 

（18 分） 

学生体

质健康测

试制度 

（16 分） 

依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每年对所有学生进行体质健康测试，测试成绩向学生反馈，总

体结果及时在校内公布（1 分）。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成绩列入学生档案（1 分）。 
2   

测试成绩达到良好及以上者，方可参加评优与评奖（3 分）；成绩达到优秀者，方可获体育奖学

分（3 分）。 
6   

毕业时，学生测试成绩达不到 50 分者按结业或肄业处理（因病或残疾学生，凭医院证明向学校

提出申请并经审核通过后可准予毕业）。 
4   

毕业年级学生测试成绩及格率须达 95%以上（及格率≥95%得 4 分，94%≤及格率≥90%得 3 分，

89%≤及格率≥85%得 2 分，84%≤及格率≥80%得 1 分，及格率≤79%不得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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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与分值 

二级指标 

与分值 
指   标   内   容 分值 

自评

得分 

复评

得分 

学生体

质健康状

况分析研

判（2 分） 

根据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制定干预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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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五、基础

条件建设

与保障 

（22 分） 

经费保

障（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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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设立学生运动队专项经费，保障运动队训练、比赛、培训、奖励、管理等方面的需要（一般高校

只要设置专项经费并保证运动队需要即得 4 分，不设专项不能保障运动队需要的不得分）。高水

平运动队建设学校和体育单招学校按照每名运动员每年不少于 3 万元的标准设立高水平运动队

专项经费（达标得 4 分，不达标得 2 分，不设专项不得分）。 

4   

运动风

险管理 

（1 分） 

建立健全校园体育活动意外伤害保险制度，加强学校体育活动的安全教育、伤害预防和风险管理，

妥善处置伤害事件。 
1   

师资队

伍（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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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聘请优秀教练员、运动员进校园带运动队、指导体育社团活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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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与分值 

二级指标 

与分值 
指   标   内   容 分值 

自评

得分 

复评

得分 

教师组织早操、课外体育活动、课余训练、体育竞赛和进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等计

入教学工作量，保证体育教师与其他学科（专业）教师工作量的计算标准一致，实行同工同酬。 
2   

体育设施

（10 分） 

按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体育场馆设施、器材配备目录》及有关规定规划建设体育设施、配备

体育器材，满足学校体育教学、训练、比赛及体育活动需要（“211 工程”建设学校根据在校生

规模达到发展类配备目录标准、其它高校根据在校生规模达到必配类配备目录标准，得 9 分；每

缺一项或有一项不达标减 1 分）。 

9   

体育设施在课余和节假日向学生免费或优惠开放。 1   

分   数  合   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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