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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元”是湖南省宁远县水市镇的自然
村，位于湘南九嶷山下。2016 年返乡创业的
刘休和妻子周燕成立“大元社艺术文化交流
中心”。11月20日“世界儿童日”前夕，记者来
到大元社，探访这个大家庭的快乐之源。

“大元社是我的另一个家。”芳芳说，这个
“家”里有很多年龄相仿、经历类似的小伙伴，
还有教他们弹琴、绘画、写诗、做手工的“大朋
友”。这是一个充盈着温暖、充满着欢乐的

“大家庭”。
秀秀和芳芳是一对亲姐妹，她们的父母

离异，两个孩子跟着爷爷奶奶长大。在进入
大元社之前，她们常常吵嘴、打架。

一年后，姐妹俩分别为对方画了一幅素
描，印在大元社诗集上。“姐妹两个都有些艺
术天赋，姐姐琴弹得好，妹妹画画、写诗。我
们尝试通过她们各自的艺术创作让两人沟
通，互相欣赏、彼此尊重。”周燕说。

“我在大学是学艺术的，我想把艺术带回
家，就是要看看乡村需要艺术做什么，艺术能
为乡村做什么。”周燕说。

2019年和2020年，周燕带着大元社的孩
子在北京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办了
两次展览，用泥巴、枝条、树叶构成的艺术品，
散发出清新的田野气息，引起关注。

“呼吸得到的东西才是活的。”周燕说，对
“大元社”的孩子们而言，艺术不再是简单的
陪伴，更成为促使他们作出改变的力量。

在大元社每年的“乡村艺术节”上，总有
一个靓丽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

她叫欣怡。来大元社之前，她从未发现
自己的与众不同，也从未发现自己多么热爱
跳舞。

“之前她从不敢上台，总是说‘阿姨我不
会，唱得不好’。”周燕说，“我们就想了个办
法，带她去没人的地方，对着大山唱。”

“艺术节”前，周燕又将欣怡单独带到“草
坪剧场”，为她一人打开所有灯光，鼓励这个
既敏感又脆弱的女孩在夜风轻拂中翩翩起
舞。那一刻，深藏于欣怡心中的壁垒，被冲破
了，她成了一个从自我保护和封闭意识中苏
醒的欢乐舞者。

“这些孩子，他们需要支持，就去支持吧；
需要鼓励，就去鼓励吧；需要拥抱，就去拥抱
吧！”周燕说，艺术应该带给他们的，就是释放
的真我、点燃的信心。

2018 年起，大元社“乡村艺术节”连续举
办了6年，所有的节目策划筹备、演出现场布
置、服装道具设计等都是孩子们自己完成。
他们用不同的艺术形式展示自我，与外界对
话。那一刻，孩子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有了
载体，他们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价值。

最初，大元村的孩子和家长们对这个莫
名其妙的“什么社”并不理解，也不信任。“艺
术”于他们而言就更加遥远。“但信任关系的
建立就在于真诚，有真诚就有信任，有信任就
有一切。”周燕说。

当孩子们把自己的艺术作品带回家，当
他们把在学校获得的各种荣誉展示出来，当
一次又一次的“乡村艺术节”在欢快的歌舞中
落下帷幕，当村民的墙壁上画满孩子的“涂
鸦”……“迟到的信任”终于来临。

“艺术很‘好玩’，它不是传统的学习方
式，它是用眼睛、用手、用身体去学习，是可以
自由表达的工具，可以尽快把孩子心灵打
开。”周燕说。

“大元社有很多留守儿童或单亲家庭的
孩子，孤独、封闭，缺乏存在感和安全感。”周
燕说，“起初我们只是想通过艺术陪伴他们、
触发他们的自信，让他们找到自我价值，学会
表达、理解和沟通。”渐渐地，周燕探索出了艺
术的疗愈功能，这或许能让乡村儿童受益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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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元社：
田埂上的艺术课堂

在单杠上晃来晃去一个引体
向上也拉不起来、5 分多钟跑完
800米上楼两腿直哆嗦……

“新华视点”记者近日走进一
些高校发现，部分学生身体素质
堪忧。很多男生做引体向上非常
吃力，立定跳远跳不远，不少学生
短跑爆发力不足，存在“长跑恐
惧”。

“没有劲”“跑不动”
“我校 40%的男生体测引体

向上项目拿不到分，很多男生一
个都做不了。体测优良率每年都
在下降。”山东某高校体育部负责
人说，十几年前大部分男生都能
拉到10个甚至更多。

记者曾到云南大学实地调研
体测课。男生 1000 米成绩多在
及格线上下；某个班的女生跑800
米，到了最后 50 米，明显非常吃
力，冲过终点后弯腰佝背，表情痛
苦。

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与体质健
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张一民
曾参与修订《国家学生体质健康
标准》，长期关注大学生体质健康
状况。“即便基于学生体质状况，
一些项目的及格标准有所降低，
但体测结果仍不尽如人意。”他
说。

张一民说，以大学男子组
1000米为例，1989年60分及格是
3分55秒，2014年是4分32秒，降
低37秒。这相当于，1989年长跑
刚及格的学生已到达终点，2014
年的学生还在距离上百米开外的
地方跑着。

2021年，教育部公布的第八
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
显示，大学生身体素质下滑问题
严峻，肥胖、耐力不足等问题突
出。

北京一名体育老师说，为逃
避体测，部分学生会购买“病历”
装病请假，声称膝关节积水、半
月板损伤。“我们无法一一辨别

‘病历’真伪，也害怕学生真的发
生意外，所以免测人数居高不
下。”

有的学生为体测过关甚至还
会找“枪手”。记者在网络社交媒
体上看到，有大学生发帖“求代
测”或“替考”，主要集中在中长跑
等项目。有大学生说，找“替考”
一方面是因为身体素质较差，另
一方面也因为体测成绩与评优评
奖挂钩。

身体素质为何下降？
记者调查发现，大学生身体

素质下降，既有学生不愿锻炼的
原因，也和一些高校对体测不重
视、体育课设置不合理相关。

——部分高校未严格执行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对体
测不重视。根据《国家学生体质
健康标准》，普通高中、中等职业
学校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毕业
时，测试成绩达不到50分者按结
业或肄业处理。

多所高校体育部负责人表
示，出于各种考虑，这一规定在不
少高校并未严格执行，有的甚至
直接忽略，导致学生心理上对体
育锻炼、测试产生松懈。

张一民透露，有高校为应对
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抽查复核，
得知专家组来了还会专门找体育
成绩好的学生配合，导致体测数
据失真。

——一些高校体育课设置不
合理。提高大学生身体素质，大
学体育课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
用。记者调查发现，当前很多高
校的体育课程设置雷同，与大学
生的运动需求脱节，影响其上课
积极性。

“现在上体育课基本还是在
操场上学田径、足球、篮球等，和
十几年前差不多。”一些高校学生
反映，现在年轻人喜欢的瑜伽、运
动减脂、户外拓展之类的“新体育
课”几乎没有。

教育部学生体质健康抽样复
查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大学
生的不及格率约为30%。

——部分大学生锻炼意愿不
强。受访体育老师表示，一些学
生上体育课在操场边玩手机，“以
前足球场上常看到学生们抢场
地，现在就只有零星几个人”“晨
练 时 间 ，运 动 的 学 生 寥 寥 无
几”……

山东某高校研究生李景磊
说，学校研究生阶段没有体育课，
体育运动全靠个人。班里仅有十
分之一的同学平时会进行有规律
的体育锻炼，想打个篮球都凑不
齐人。要么嫌夏天热、冬天冷，要
么就是有其他娱乐活动。

部分受访大学生甚至表示：
“吃饭都懒得走路去食堂，还运动
啥？”“早上八点的专业课都爬不
起来上，怎么可能去晨跑？”“是手
机 不 好 玩 了 还 是 上 网 不 香
了？”……

多措并举增强大学生体质
受访人士表示，提升大学生

身体素质，不仅需要大学生“自我
加压”，还需要相关部门和学校的
联合推动。

专家表示，要严格执行相关
标准，提升学生重视程度。2021
年，云南大学出台的“最严体育校
规”曾引发网上热议：从 2021 年
秋季入学的大一新生开始，任何
一个学年体质测试不及格的话，
将拿不到毕业证。

“这并非云南大学首创，而是
教育部的规定。”云南大学体育学

院院长王宗平说，学校严格执行
相关规定后，学生体测合格率大
幅提升，从 2018 年的 68.6%提高
到2022年的90.3%。“现在学生们
越来越重视体育锻炼，每天晚上
八九点，学校操场上都有他们锻
炼的身影。”

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刘波建
议，学校可以基于自身条件开设
更多特色课程，帮助学生提升运
动兴趣。目前，清华坚持本科四
年开设体育课，涉及竞技体育、休
闲体育、民族传统体育和体疗课
等50多个课项，为研究生开设体
育选修课。

此外，应优化体育课成绩构
成、评价方式，严防体测造假。合
肥工业大学体育教师成守允说，
学校进行了体育教育课内外一体
化改革，将“体育健身”纳入“第二
课堂成绩单”必修模块之一，作为
学生毕业硬指标。体育课成绩与
学生课外锻炼挂钩，体育课内课
堂测试及期末考核占60分，理论
学习占 10 分，课外健身占 30 分，
课 外 健 身 中 健 跑 运 动 不 少 于
60%，通过智慧系统预约其他体
育运动不超过40%。

为防范替考等造假行为，合
肥工业大学采用验证学生身份证
的方式，人证合一方可测试；安徽
大学则通过身份证和面部识别检
测双重认证，一旦发现替考现象
将严肃查处。

尤为重要的是，要体教融合，
养成良好锻炼习惯。在清华大
学，本科新生会齐聚一堂，通过

“体育第一课”体会“无体育，不清
华”的体育传统与精神。也有不
少学生因为参加新生赤足运动
会、校园马拉松，找到热爱的体育
项目，收获属于自己的成就感和
归属感。

“高校可以通过符合自身特
色的举措，帮助学生掌握1至2项
运动技能，养成终身锻炼的习惯，
打造面向全体学生、贯穿全过程、
渗透育人全方位的校园体育文
化。”刘波说：“体育锻炼所具备的
内在教育价值可转化为社会生活
中所提倡的优良品质，这将令学
生终身受益。”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谭
谟晓 舒静 张力元 周畅 岳冉
冉

“很多男生一个引体向上都做不了”
——部分高校大学生身体素质下降现象调查

2021年11月，云南大学跑完800米后的女生。（拼版照片）
新华社记者 岳冉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