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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新星初级中学 王志兰

俯卧撑不算是男生喜欢的运
动项目，但我校戴老师教的学生
特别爱做俯卧撑，因为他将做俯
卧撑作为一种课堂上的奖励。

看，这边男生们在练投篮，
一个接一个，三步上篮。“球进，
好。”戴老师欢快的声音在篮球
场上响起。

“失误，加油。”一名没有投中
篮的学生迅速跑到篮球场外，双
手撑地，开始做俯卧撑，“一，二，
三……”动作标准，一气呵成。完
成10个俯卧撑后，他欢快地再次
加入投篮队伍。

那边，女生们在练习一分钟
垫排球。“好，时间到。”达到满
分的学生欢呼雀跃，没有达到满
分的双手撑地，自觉地做起俯卧
撑。连女生都这样认真地做俯
卧撑，动作还那么到位，令我很
是惊喜。

戴老师说，一开始，学生是很
不情愿的，有的还嚷嚷着不干。
但戴老师特别讲明这不是惩罚，
而是奖励，实在不愿意做也不勉

强。于是，大多数学生都快乐地接受了，而且
越做越喜欢，为什么？能一口气做10多个规
范的俯卧撑，同学们的掌声就会响起来。

时间一久，在戴老师的课堂上，做俯卧撑
当作奖励已经成为学生们的一种自觉。每一
次练习不到位，学生就会完成10个俯卧撑以
奖励自己。所以，戴老师所教班级学生特别
喜欢上体育课，而且态度认真，一丝不苟。

□本报记者 池沙洲 文/摄

学生考试成绩好，不如办学有特

色；学校有一项装点门面的特色，不如

在某一长项上拥有雄厚的实力。成绩、

特色、实力这三个方面，嵊州市鹿山小

学教育集团都齐了，在绍兴地区，甚至

在整个浙江，“鹿山”这两个字是和“围

棋”连在一起的。鹿山围棋到底有多厉

害？这么说吧，全国25个官方认定的

“围棋之乡”浙江占了5席：嵊州、衢州、

上虞、天台、丽水。在“围棋之乡”嵊州，

没有官办的棋院，没有民营的围棋俱乐

部，也没有少体校围棋队……要代表嵊

州市开展任何形式的围棋文化交流，或

者参加任何级别的围棋赛事，一定是由

鹿山小学围棋队领衔出师。

围棋英雄出少年，大人不敢与之
过招

这不禁要令人起疑了：他们毕竟是

小学生啊，毛孩子下得赢专业棋手吗？

围棋这项体育运动奇就奇在，只论段

位的高低，性别和年龄的区分并不严格。

举个例子，去年鹿山小学举办围棋竞技节

的时候，邀请市里的围棋高手参加，当时

就有许多大人来跟小朋友切磋棋艺。

科学兼围棋教师邢显达刚把图片

和视频发上朋友圈，就引来众人的围

观。当中一位鹤发童颜的老者和一位

三年级女生对弈，把大家的观棋兴趣

全都点燃了。到比赛结束时，大家纷

纷表示要看棋谱，邢老师随便发了一

张棋谱应付，当即被明眼人看穿，只能

说了实话。

原来老者下到中局就投子认输了，

还撂下一句话：下次再也不能跟小孩子

下棋。明明是民间高手被邀请指导棋

艺，结果却试出斤两，落荒而逃，这就很

尴尬了。

下午大课间时分，记者在校队集训

的一间教室里见到了这位名叫陈越恬

的女生，她正和一名五年级的棋手对

弈。从外表看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孩，

平时机灵可爱，能说爱笑。和很多嵊州

的孩子一样，陈越恬上幼儿园时就开始

学棋。她能把输过的棋都记在脑子里，

会反思就有长进，不仅棋力提高很快，

而且，也许是把方法迁移到了学习上，

她怎么考都是全班第一名。

都说学围棋要趁年少，鹿山小学为

浙江围棋界输送了不少少年棋手，比如

绍兴市棋王孙文礼、胡琼；比如12岁

（2008年）入选国家少年围棋队的童梦

成，2015年参加世界围棋星锐最强战

总决赛，拿下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冠

军；再比如上溯至1978年，14岁进入

国家围棋集训队的马晓春。16岁那

年，马晓春代表浙江省参加全国围棋团

体赛，第七轮险胜代表黑龙江省的聂卫

平，拉开了聂马争雄时代的序幕。

马晓春从此成了嵊州人民的骄

傲。1995年，马晓春回到母校鹿山小

学，被聘为名誉校长，提笔书写了“学习

围棋，开发智力”8个大字。

开发智力学围棋，不下围棋不叫人生
在鹿山小学的教师和家长中，听不

到关于围棋和学业之间如何均衡、如何

取舍的讨论，甚至没有人想过“孩子要

不要学围棋”这个问题。

那么，鹿山小学的师生是怎么下围

棋的呢？每个办公室都有一副棋枰，都

订了至少一本围棋杂志；学生回家做完

作业，就打开电脑在网上约棋；教师收

到家长短信最多的就是：“哎呀，今天又

输给孩子了。”节假日同学间串门，聊再

多天也是空谈，不如摆开棋盘手谈……

在他们看来，围棋和学业不仅不矛

盾，而且可以相互促进。校长王义东就

认为：“围棋对培养孩子的专注力、记忆

力、观察力、思维敏捷性、竞争意识、抗

挫抗压能力以及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好处多多，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正

向的、积极的。”因此，鹿山小学的教学

质量在嵊州市也是名列前茅的，大批学

生达到了“棋学双馨”的境界，在各类竞

赛中获奖，或进入全国顶尖学府。“最重

要的是，他们有了一项一生都受益无穷

的爱好和本领。”王义东说。

从1990年开始，鹿山小学就利用

寒暑假举办多层次围棋培训班，而且在

低年级中开设每周两节的围棋必修课，

每周一次对教师进行围棋培训，让每一

位师生都能下得一手好棋。

马晓春当年的题字，几乎成了鹿山小学

的校训，深深地刻在了每一个鹿山人的心

里。对于围棋，他们最大的疑问就是：“为什

么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孩子不会下围棋？”

沉浸于黑白世界，围棋渗入校园文化
将鹿山小学称作“嵊州棋院”应不

为过，27年来，校史陈列室不断增加的

是奖杯、奖牌、奖状的数量，而仅仅将第

一名的荣誉拿出来示人，就足以让来访

者震惊了。2016年，围棋社团获得浙

江省少儿围棋锦标赛女子团体第一名，

2017年获得绍兴市运动会围棋比赛总

团体第一名，学生储可儿、吴俊涵、高

飒、张顶一崭露头角，屡屡在市级及以

上比赛中取得第一名。

围棋元素全方位向校园文化渗透

是从去年9月开始的，鹿山小学的“黑

白和畅围棋文化”课程分为三个子课

程，搭建竞技节、文化节、游戏节三个平

台来实施。

围棋竞技节是鹿山小学的传统活

动，不仅在校园里一展千人对弈的场景，

还成为带动市区围棋文化的契机，引得

老中青几代围棋爱好者都来切磋。“纵横

交错十九行，黑白两棋盒里装……”围

棋童谣用嵊州方言、越剧念白和普通话

三种腔调演绎，将围棋之乡和越剧之乡

的双重文化在一起交叠展现。

课程组教师郭莲莲介绍：“围棋文

化所倡导的不是你死我活、赶尽杀绝，

而是讲究和谐包容的东方智慧，对学生

的习惯、品德和审美境界的提升是其他

棋类无法企及的。”

“白礼让，黑先下；谁拿黑？猜子

法……”围棋三字经从棋风入手培养学

生的文明礼仪和行事规则；“离开敌人

跳、飞、拆，靠近敌人长、双、虎……”围棋

口诀让繁复的手筋变得明白易懂、一学就

会；“遇打劫，停一手；防全局，形再现……”

在每日的棋道训练之下，学生的待人处事

也会变得进退有度，圆融周密，这一点就

连许多成年人也不遑多让。

“黑白和畅围棋文化”课程共有两种

教材：一是年级教材，二是微课教材，一至

六年级学生，每周都有一至两节围棋课。

据悉，学校将结合教育部新近推出的《关

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开展

“棋蕴乡音”研学旅行活动，让围棋文化课

程走出学校的围墙，走向广阔的社会。

“鹿鸣棋舰”教师团队不仅敢于编

写纸质围棋教材，学习制作和推送微信

公众号，还能将精深的围棋专业知识，

转化成老少咸宜的视频语言，平均每月

推送3节围棋微课。如果一个具有正

常智力的人，能够将他们目前为止推送

的每节时长10分钟左右的21节微课

全部看完，不会觉得围棋很难学，而会

觉得：学不会围棋很难很难。

□杭州市德天实验小学
孙佳丽

周一晨会的时候，体育教师向

全校学生公布校足球队在周末比

赛取得的成绩——男子乙组足球

队和女子足球队都获得了下城区

第四名。

学生零零星星地鼓了些掌。

随后，体育教师像打了鸡血似

的说道：“我们学校的男子甲组足

球队十分了不起，经过了两场点球

大战，十分艰难地战胜了我们学校

的宿敌，最终获得了冠军。让我们

为这些同学获得的好成绩鼓掌。”

学生们听到了“冠军”两个字，

激动不已，嘴里还忍不住喊道：“耶

耶耶，我们是冠军。”

接下来，体育教师请男子甲组

足球队的全体队员上台，在全校师

生面前亮相，又对他们赞美了一

番。上台的队员们个个神态美滋

滋的。

一回头，我看见了一名乙组足

球队队员落寞的表情。他每天早起

来学校训练，显然对目前的成绩非

常失望，让我感到有些揪心。

其实，三支足球队代表学校参

赛均获得了名次，是一件皆大欢喜

的事。学生们的付出有了肯定，教

练教师们的指导更是体现了价

值。但晨会上体育教师在不经意

间强调了“冠军就是荣耀”这一观

点，对学生是一种误导，似乎冠军

才是终极目标，只有获得冠军，我

们的努力才是值得的。

就像奥运会上的杜丽和易思

玲，在为中国队争夺首金之战中获

得了银牌和铜牌，新闻报道总是用

“错失金牌”这样的字眼。只要看

过整场比赛的人都能看到两位选

手不断反超、缩小差距的过程，在

几次濒临淘汰的边缘还能重拾信

心，冷静发挥，为国争光，真的是了

不起的壮举，值得每一位国人欣赏

点赞。

今天，我们的学校仍然存在

“唯金牌论”，对待学生实在太草率

太残酷。在当今的激烈竞争中，冠

军毕竟是凤毛麟角。第四名的好

成绩一样值得肯定和鼓励。我们

追求的不应该是最终的结果，而是

在平时的练习中体验乐趣。学生

的亲身经历、自主体验、深度学习、

实践内化才是活动的精髓部分。

作为教育工作者，在这一点上

更是需要反思，虽说“不想当元帅

的兵不是好兵”，但育人的目的不

是创造出更多的冠军，而是培养学

生今后适应这个社会的各项能

力。一切从实际出发，评估自己的

能力，不断调整目标，努力向着目

标前进……如果做到了，就应该和

得到冠军一样值得骄傲。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适合自

己的才是最好的。”与其羡慕别人

的冠军名头，不如脚踏实地从今天

开始。冠军没什么了不起，我们要

做自己的冠军。

裘志刚（楼主）
有些学校新换校长，总会对学

校的布置和装饰大动干戈，甚至对

教学楼的颜色也进行涂改。校园

文化是学校全体师生长年积淀的

结果，不能根据校长的喜好和“创

意”任意更换。

知不足斋
有人说：校如其人。

悠 闲
我不懂有些领导把教师的感

受放在哪儿。

橡 树
就像我们学校，最近几年换了

两任校长，新校长来了之后都嫌弃

原来的校园布置及一些规章制度，

改这改那，弄得教师们很累，好像

之前做的工作都错了。

地火明夷
可也没明文规定校长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很多事情都

是校长说了算。有些校长为出成

绩，随意加长学生的学习时间，随

意调换教师去支援要抽考的年级。

傅伟平
从字面上讲，答案是很明确的——不

是。但一所学校的办学理念和发展规划很大

程度上受到“一把手”的影响。这个问题不只

在学校，其他单位也是一样。理想的状态就

是：新任的领导能合理地延续上任领导的规

划和治校理念。但这几乎不可能，原因有很

多：有的校长是理科出身，有的则是文科，有

的擅长搞艺术……不同的人，能力、特长、人

脉圈子都不一样，运营学校的方式也就不一

样了。大家都喜欢做自己顺手的事、擅长的

事，这也可以理解。

吴笔建
一个好校长就能办好一所学校，反之亦

然。“人走政息”的情况，屡见不鲜。

dzh6024205
学校姓“学”，是学生学习的场所。

杨铁金
如果新任校长循规守旧，大家又要说他

无魄力了。我觉得教务由教师民主管理，绩

效由社会名流、家长代表、全体学生进行评

议，政府则确保办学方向、大政方针、发展规

划等，这样就把校长的施教权、评议权、监管

权分摊了。

冰雪亦蓝
我们学校没有这样的事。新校长懂得在

传承中创新，学校既呈现出百年老校的底蕴，

又不乏新时代气息，曾有省巡视员评价“这是

一所有内涵的学校”。归根到底是一句话：一

个好校长，成就一所好学校。

翘 楚
学校不是校长的私有财产，而是校长的

服务场所。校长是一所学校的核心、当家人，

校园文化的建设当然离不开校长的设计、指

导和提炼。但文化属于学校，属于师生，是全

校师生共同的积淀。

问题是：校长总要调动，一个校长不可能

一辈子在一所学校里服务。一所学校总会迎

来新一任校长。

聪明的新校长不急于改变什么，而是会

深入课堂、教师、学生，全面了解本校的校园

文化，把握其精髓。在此基础上，新校长结合

学校实际和教育的发展现状，兼顾自己的教

育理想，实施一些新举措，比如场地的修建、

设施的改善，或者是重新进行顶层设计，提出

一些更加切合学校发展的目标。

有的校长思维力度大些，在某些方面也

许会彻底推翻学校原有的一些东西，但请不

要慌张，新校长的做法或许形式很新，但本质

还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继承与发展。校长们都

是教育管理理论极为丰富的人，不会故意去

做不利于学校发展的事。校长们的出发点肯

定是不会错的，只是能力有高低，或许有些新

校长的新举措盘活了学校，有些却挫伤了师

生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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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课程却是黑黑白白的
——嵊州市鹿山小学教育集团围棋文化课程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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