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安市 2024年秋季开学体育工作和美育工作
专项督导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青少

年校园足球工作的实施意见》《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全国青

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复核工作的通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

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实施意见

和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等文件精神，根据 2024年省教育督导工作安排，经研究，决定

组织开展中小学校体育工作和美育工作专项督导，提升中小学

校体育、美育工作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现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排查和聚焦重点相

结合，督促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坚持健康第一，遵循教育教学规律，深化体教融合，推动校园

足球高质量发展，推进美育浸润行动，引领新时代学校体育、

美育改革创新，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

二、督导对象

全市各中小学校、幼儿园。

三、督导时间及内容



督导时间：2024年 9月 2日。

督导内容：1.中小学体育与健康工作情况，包括统筹管理、

教育教学、条件保障、监测评价、应急救护等方面内容，督导

指标见附件 1。

2.区域中小学美育工作情况，包括统筹管理、教育教学、

条件保障等方面内容，督导指标见附件 2。

3.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在特色达标、建设质量、校园足

球开展等方面情况，督导指标见附件 3。

四、工作要求

1.明确分工，压实责任。各督学责任区要充分发挥督查指导

作用，完善健全工作机制，明确岗位责任，统一思想，提高认

识，创新措施，通过督导前集中研究、督导后交流分析等形式，

将工作任务逐项分解细化，并对各小组督导情况进行汇总，就

共性问题和工作亮点进行点评反馈，对下一阶段工作提出意见

和建议，在此基础上形成督学责任区专项督导报告，以高度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推动全市中小学学校体育工作和美育工作各项

举措落地落实。

2.把准定位，认真履职。各督导组要切实履行好督导职责，

把握督导内容、具体要求和时间节点，严格按照规范的程序和

督导要求，通过查阅资料、现场核查、座谈访谈等形式，深入

中小学校全面了解各校园对体育工作和美育工作的统筹管理、

教育教学、条件保障、监测评价、应急救护等，如实填写《海

安市中小学校体育与健康工作专项督导评估记载表》（附件 1）

http://www.baidu.com/link?url=LsTxBR5Lo4oenwA1xeXIyGCDVJnuXqNe6tNqS4fIobdiJYkXhTNm3ZK-mcJUSIolD4jDRBKB0pYcLV5Mj3Idmznyx-5zQF1FgZaRs_MhX9a


《海安市中小学校美育工作专项督导评估记载表》（附件 2）。

14所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名单见附件 4）还要填写《海

安市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督导评估记载表》（附件 3）。

3.突出重点，严督实导。督导组在督导过程中要落细落实，

紧盯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问题，做到情况明、底数清。对

发现的重点问题及时向学校反馈，督促学校整改，重要情况要

及时向教育督导部门报告。要充分运用好省责任督学履职记实

平台功能，及时梳理上传督导信息、反馈督导意见、督促整改

落实，做到全过程记录，完善督导过程中发现问题的反馈、上

报、整改、复核等全流程工作机制，形成工作闭环，提升督导

实效。市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将及时通报督导责任督学

使用记实平台情况。

4.严格纪律，刚性问责。落实教育督导问责制度，对责任不

落实、措施不到位的学校及相关责任人，要根据《教育督导问

责办法》《江苏省教育督导问责实施细则（试行）》严肃问责。

各督学责任区要加强工作统筹,统一到校时间、统一工作流程、

统一督导标准，严守督导纪律，不额外加重学校负担。

另外，为配合做好 2024年省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监测，请各

责任督学利用本次专项督导进校园的机会，完成《2024年秋季

开学督学进校园基础信息核查记载表》（附件 6）。

请各督学责任区于 9 月 10 日之前，向海安市政府教育督导

委员会办公室报送督学责任区专项督导报告（附件 5）。附件

1-3及附件 6经责任督学签字确认后，与督导报告一并报教育督

导室，联系人：吴钒，联系方式：88961028、13962766898，督



导报告电子稿同步发送至邮箱：1194651066@qq.com。

附件：

1.海安市中小学校体育与健康工作专项督导评估记载表；

2.海安市中小学校美育工作专项督导评估记载表；

3.海安市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督导评估记载表；

4.海安市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名单；

5.第 XX责任区学校体育工作和美育工作专项督导报告（模

板）；

6.2024年秋季开学督学进校园基础信息核查记载表。



附件 1

海安市中小学校体育与健康工作专项督导
评估记载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督导情况

A1
统筹管理

B1组织领导

C1政府设立联席会议制度，每年召开1-2次联席会议，教育

体育卫生等部门共同研究解决学校体育与健康工作的实

际问题

C2在经济社会和教育等事业规划中明确提出强化学校

体育工作要求及促进青少年健康的具体措施；专门制定

印发区域学校体育发展规划、实施方案

B2目标管理

C3年度政府工作报告涉及学校体育及青少年学生健康

相关内容

C4将学校体育工作纳入政府部门、学校及负责人业绩考

核

C5建立学校体育工作督导机制，定期开展学校体育工作专

项督导，对学校体育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

彰奖励

A2
教育教学

B3教学训练

C6提升体育与健康课时开足率，基础教育阶段学校落实每

周小学不少于4节、初中和高中不少于3节体育课，每学

期安排不少于10节健康教育课。教会学生科学锻炼方法，

掌握1至2项运动技能

C7实施青少年体育“5621”计划，即每个县（市、区）至少

推动5个运动项目，每个项目至少布局6所小学、2所初中、

1所高中，推动学校特色体育项目建设

B4课外锻炼

C8建立综合性或专项性的学生体育运动会（体育节、体育周）

制度，组织开展经常性体育竞赛活动

C9正常天气每天课间10分钟休息、大课间30分钟体育活动

等校内户外活动时间总和不少于1.5小时，中等以上强度运

动时间不少于1小时，每周不少于3小时高强度运动

C10建立与实施家庭体育锻炼制度，校外不少于1个小时

体育活动

C11中小学校建成体育俱乐部，符合“六有”建设标准，即：

有负责人（分管校领导）、有规章制度、有教练队伍、

有场地器材、有经费保障、有项目活动，教育引导学生

积极参加俱乐部活动



A3
条件保障

B5师资配备与培

训

C12提升体育教师配备率，中小学专任体育教师与在校生

的比例达到1:220

C13加强对学校体育教师、体育教练员的培训，切实提

升专业知识技能和执教能力

C14健全完善体育教师评价指标体系，体育教师承担学

校安排的体质健康监测、课后训练、课外活动、课后服

务、指导参赛和走教任务等计入工作量

B6体育设施设备
C15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建好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和器

材，提升体育场地、体育器材达标率

B7经费投入机制
C16保障中小学校公用经费中用于体育的支出，并随公

用经费标准提高而逐步增加

A4
监测评价

B8考试评价制度

C17全面实施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制度，逐步改进

中考体育内容、方式和计分办法，由过去不低于中考成

绩总分的5%，到2025年提升至10%以上。实施高中体育

与健康学业水平考试

C18学生参加体育活动情况、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结果和

运动技能水平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

B9体质健康监测

C19建立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网络，落实学生体质健康监测

干预、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报告书、《国家学生体质健康

标准》测试结果公示等制度

C20学生体质健康监测优良率达到国家要求（2022年达50%
以上），科学制订改进提升方案

B10近视防控

C21落实《江苏省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责任清单》，

8类人员59项职责分工明确、责任到位，落实学生每学年2
次视力监测公示报告制度，区域总体近视率每年下降1%
以上

C22学校按要求推进近视防控“六个一”试点（每个班级张

贴一张标准对数视力表、每天上下午各做一次眼保健

操、每月开展一次班级内视力自测、每季度开展一次近

视防控科普宣教活动、每学期开展一次专题部署、每年

跟踪对比分析一次全校学生视力状况），每学期以班级

为单位对近视率进行排名及公示

A5
应急救护

B11应急救护教育

C23学校有应急救护工作机制、工作方案，每年开展应急

救护教育、培训与演练

C24配备专兼职应急救护培训师资和红十字救护员，到

2025年，体育教师和校医应急救护持证率达100%，在体

育场馆配置AED等应急救护相关设施设备



附件 2

海安市中小学校美育工作专项督导评估记载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督导情况

A1
统筹管理

B1组织领导

C1 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成立美育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有

明确美育工作管理的相关部门和负责人

C2 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专门制定印发学校美育发展规

划、实施方案

C3 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每年均有《美育教育发展年度报

告》

B2目标管理

C4 建立学校、社区、家庭相结合的青少年美育网络，包

括建立社会力量支持学校美育发展的长效机制

C5 按照教育部《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办法》，全面实

施中小学生艺术素质评价制度

C6 建立学校美育工作督导机制，定期开展学校美育工作

专项督导。学校实行美育工作自评工作校长负责制

C7 把美育工作纳入学校或部门工作评比和个人评优、评

先、职称评聘的重要条件之一，作为教育行政部门、学

校负责人业绩考核评价指标

A2
教育教学

B3美育教学

C8 开足上好艺术课。小学开齐每周各 2 节音乐课和美术

课；初中开齐每周各 2 节艺术课程；普通高中音乐美术

课开设必修和选择性必修获得各 3 个学分

C9 大力推进“一校一品、一校多品”的学校美育建设工程，

根据本地、本校实际，开设具有地方特色的校本美育课

程。

C10 教学面向全体学生，坚持“以审美为核心”、学生形成

与学段相符合的艺术能力，并促进艺术核心素养的养成

C11 每位艺术教师三年内均承担校级以上的公开课，艺

术教师获得区以上的学科教学竞赛奖项



B4美育活动

C12 学校有声乐、器乐、舞蹈、戏剧、绘画、书法、陶

艺、工艺、摄影等艺术兴趣小组或学生社团，各艺术团

队或兴趣小组有活动计划及管理制度

C13 建立定期组织综合性或专项性的校园艺术节活动制

度，开展班级合唱、集体舞、少儿歌舞剧等群体性活动。

每年举办一次校园文化艺术节活动，每一位学生在校期

间能参加 1 至 2 个艺术社团活动，拥有 1-2 项艺术爱好或

专项

A3
条件保障

B5 师资配

备与培训

C14 提升美育教师配备率，美育教师与在校生的比例达到

1：220，其中小学、初中、高中音乐美术专职教师占比分

别达到 75%、85%、95%以上。

C15 依据《江苏省中小学音乐（舞蹈）、美术教师职业

技能标准》，开展在职中小学美育教师培训和考核

B6 艺术设

施设备

C16 提升美育专用教室、艺术场地达标率，确保有足够

的艺术活动场地

C17 提升艺术器材达标率，能及时添置和更新艺术教学

耗材

B7 校园环

境建设

C18 校园文化环境的整体设计能反映“向真、向善、向美

和向上”的校园文化特质，校园公共区域（如橱窗、走廊、

文化墙）的布置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育人要求，有推广、展示优秀的美育成果内容

C19 通过广播、电视、校园网等校园媒体开展美育普及

教育，校园文化美育活动形式具有格调高雅、富有美感、

校园特色和学生特点

C20 美育专用教室布置符合素质教育的审美要求，美育

功能室具有健康、 高雅的文化艺术氛围

B8 经费投

入机制

C21 保障中小学校公用经费中用于美育的支出，并随公

用经费标准提高 而逐步增加



附件 3

海安市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督导评估记载表

评定指标 评定内容 督导情况

体质健康
严格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适龄学生合格率占学校学生总

数的 95%以上，优良率达 35%以上

参与程度 通过兴趣小组、足球社团、俱乐部等形式，使学生广泛参与足球运动

师资配备 有 1名专职足球教师或中国足协 D级及以上资质的教练员（可聘用）

场地器材
有 1块可供教学训练的足球场地，配有能够满足开展足球教学训练竞

赛要求的器材设施

教学课时 足球课时不低于体育课总课时数的 1/3

科学训练 建立校级男、女足球代表队各 1支，每周至少开展 3次课余足球训练

竞赛体系
每个班级全年参与比赛场次不少于 10场，学校每年参加校园足球四

级联赛等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相关赛事

经费保障

按照不低于年度学校公用经费 3%的规模单独设置校园足球专项经费

（鉴于标准印发时，各校已完成年度经费预算编制工作，此项 2024
年可不作硬性要求）

校园文化 每学年有足球主题校园文化活动，如摄影、绘画、征文、演讲等

组织领导
建立校长领导下的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具体指导本校校园足球工

作的开展



附件 4

海安市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名单

1.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

2.海安市实验中学；

3.海安市开发区实验学校；

4.海安市城南实验中学；

5.海安市实验小学；

6.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

7.海安市大公镇中心小学；

8.海安市大公镇北凌小学；

9.海安市海陵中学；

10.海安市白甸镇中心小学；

11.海安市城东镇西场小学；

12.海安市紫石中学；

13.海安市白甸镇瓦甸小学；

14.江苏省曲塘高级中学。



附件 5

第 XX责任区学校体育工作和美育工作
专项督导报告

（模板）

导语：督导工作开展的基本情况

……

一、通过督导发现的亮点和成效

……

二、通过督导发现的问题和难点

……

三、下一阶段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

备注：报告要对标体育工作和美育工作专项督导指标，阐

述督查要点的达成情况，既要总结经验，也要分析问题，提出

解决问题的思路和举措。报告尽可能提供详实的数据予以佐证，

字数控制在 2000字左右。



附件 6

2024年秋季开学督学进校园基础信息核查记载表

学校名称

学生到校

情况

在籍生数： 人 在校生数： 人 班级数： 个

起始年级（招生）数： 人 起始年级班级数： 个

规模班额

情况
是否存在超规模？是（）否（）

是否存在大班额？是（）否（）

其中小学班额超过 45人的

个；初中班额超过 50人的

个。

教学及辅

助用房
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 平方米；生均 平方米。

音乐、美

术专用教

室配置

音乐专用教室 间；

每间面积 平方米。

体育运动场

馆配置

体育运动场馆面

积 平方米；

生均体育运动场

馆面积 平

方米；
美术专用教室 间；

每间面积 平方米。

学校校长（签名）： 责任督学（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