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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共同打造
历史微信公众号

本报讯（通讯员 沈爱君 严 涛）6月17日，由

嘉兴高级中学师生一起打造的历史微信公众号

“一只呕心沥血的历史汪”，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推出

了一战时期华盛顿会议的内容。

据了解，该公众号是由该校一批喜欢历史的学

生和历史教师汪茉莉共同打造的，从2017年9月推

出以来，单日最高阅读量已经有900多，公众号用户

数也突破了1000人。公众号由听不困你（我们说

史）、难不倒你（我们出题）、笑不翻你（漫画历史）这

三个版块组成，并设置概念解析、漫画历史、人物解

析、白描历史、图片解析等专栏。

学生在推送公众号的过程中，不仅学会了思

考和探究，同时因为有了历史知识的整合与延伸

运用，还加深了他们对课本内容的理解。学生

们按照不同的任务，分组合作一起完成推送。对

于那些用文字难以描述的历史事实，他们用上

了新媒体流行的原创漫画和音频结合的手法进

行呈现。

□本报记者 林静远

6月14日是世界杯开赛的第一

天。我省衢州市也举办了一场“水亭

门世界杯”。全市各校推选出320名

小球员组成32支队伍，遵循与世界杯

一致的赛程，让小球员们深切地感受

了一次赛场风云。

世界杯开赛，校园足球也再度

成为热议话题。近日，在义乌召开

的浙江省校园足球发展论坛上，教

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提出，当

前校园足球已进入新时代，“这个

‘新’指的是，各校在原有基础上，结

合自身情况，进一步完善提升，建立

完整的教学体系，搭建完整的训练

和竞赛体系”。

“我省校园足球蓬勃发展，已经

从普及逐渐走向提高。”省教育厅体

卫艺处沈叶庆告诉记者，杭州市西湖

区、义乌市、苍南县3个县市区已成功

创建了国家级校园足球试点县（区），

另有19个县市区已列入省级校园足

球改革发展试点县（区）。目前全省

共有567所国家级、602所省级校园

足球特色学校。

普及，让孩子喜欢足球
根据省教育厅相关要求，近年

来，我省各级各类学校开发了各类足

球特色校本课程，把足球列入体育课

教学内容，相关足球特色学校每周开

设一节足球课。

带球过人、一记抽射……在杭

州市景芳中学，你每天都会看到一

批批青春激扬、热血沸腾的学生，奔

跑在足球场上。“经过 8年的摸索，

学校开设了‘拼搏足球’精品课程，

分为普及类、兴趣类和特长类三个

层次设定不同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

容。目的是让每位学生都爱上足

球。”校长姜建平说，普及类由外教

课、体育足球课、学科渗透课这三块

内容组成，为全校师生带来先进的

足球训练理念；足球社团有一套专

用教材，让爱好足球的学生掌握更

多的技术；特长类的学生则每天都

要接受专业训练，提升水平。

台州市双语学校不仅开发校本

课程“双语足球”，还完善了特色课程

的评价体系。他们从“基本知识和基

本技能”“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

价值观”三个维度出发，在关注学生

足球成绩的同时，更关注学生的合作

意识、团队精神的形成等。

我省高中足球特色课程的开发

与建设也达到了高峰，自2012年以

来，各校共推出足球类选修课1200

多门。同时，一些中小学校还创造性

地开发了足球操，把足球元素渗透到

广播体操中。比如，湖州市和孚镇长

超小学，每天在阳光大课间中，组织

学生练习乐舞足球操；平时各年段还

会安排足球游戏。

普及校园足球，师资是关键。这

几年省教育厅强化校园足球师资队

伍建设。从2015年至2017年，省教

育厅累计选派662名特色学校校长、

教师、教练员、裁判员参加全国青少

年校园足球专项培训。选派26名足

球教师赴国外留学，同时引进9名外

籍教练，让更多的学生享受优质师资

教育。义乌市一直在破解师资难上

下功夫。他们一方面积极选派优秀

教练员赴国外研修；另一方面不惜重

金引进足球教练，全市现有专兼职校

园足球教练220多名。2017年他们

引进了德国“青训体系”，德国国青队

前主教练克劳琛等一批足球大咖云

集义乌为中小学生执教。

提高，培养高水平足球人才
校园足球在普及的同时如何走

向提高？王登峰说，普及是为了让每

位学生参与，而提高则是在此基础上

通过竞赛选出好苗子。这几年，我省

不少学校通过这样的方式为国家输

送了不少足球人才。

苍南县龙港实验中学有两个训

练平台。一是与当地绿茵青训足球

俱乐部合作，开展周末足球班培训；

二是与国足张玉宁青少年俱乐部合

作，成立了张玉宁青少年足球训练基

地。不同的基地满足了不同层次学

生的足球梦想。校长缪仁契说：“绿

茵俱乐部主要是面向广大学生的，而

张玉宁训练基地则旨在培养高水平

学生。”

这几天，杭州市学军小学的“雏

燕杯”班际足球联赛刚刚落幕。学军

小学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组织

足球运动，是省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

优秀定点学校。“雏燕杯”班际足球联

赛，已经进行了12届，成为学生们的

快乐节日。谈起这一比赛，该校体育

教师胡松说：“‘雏燕杯’”每年要举行

两次，学校还经常组织学生参加各类

比赛，涌现了一批足球好苗子。”今

年，该校六年级学生王皓文已进入西

班牙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接受专业

训练。

我省的四级联赛是校园足球从

普及走向提高的重要路径。沈叶庆

说，这几年我省各项足球赛事全面开

花。从2009年开始实施校园足球四

级联赛制度，至今已连续举办了 9

届。每赛季省、市级联赛的比赛场次

有3000场以上，参赛学校500所以

上，嘉年华参与人数2万人以上，惠及

学生50余万人。其中涌现出了一批

优秀的足球运动员。

校园足球进行时：从普及走向提高

本报讯（通讯员 王卫英）这
几天，金华市宾虹小学的校园厕

所成为当地的“网红”，该校的教

师和学生用当下流行的3D立体

图画，对校园厕所外观环境进行

重新设计。

从海底世界到沙漠之旅、从

原始森林到辽阔草原、从文学艺

术到体育竞技，3D立体图画让全

校29间厕所成为美妙多彩的世

界，不仅打造了一个清洁美观的

环境，也从视觉上为全体师生带

来了不一样的感受。厕所墙面上

由学生自己绘制的竹编小箩里也

“装”满了各种海洋生物。现在，

“涂鸦”厕所成了宾虹小学美丽校

园的一部分，给学生带来和谐、舒

适、美的享受。

3D立体画扮靓厕所

本报讯（通讯员 翁飞霞）近
日，省少先队绿色网络实验学校

宁波市北仑区淮河小学，依托动

漫特色，组织学生设计了有关网

络安全的视频作品，以儿童视角

引导学生绿色上网。

该动漫项目组教师确定了

拒绝邪恶游戏、谨防网络诈骗、

慎重约会网友、抵制网络谣言、

防止网络沉迷、不轻易相信陌生

人六大内容，作品均由学生创作

完成。

其中“拒绝邪恶游戏”由高年

级学生创作，作品反映了少年儿

童对网络新奇游戏盲目尝试的现

象，呼吁小伙伴们不要沉溺于危

险的网络游戏。“抵制网络谣言”

动漫作品通过卡通拟人的手法，

呼吁大家理性面对网络中的各种

信息，不转发、不传播虚假信息或

谣言，共建网络诚信。“不轻易相

信陌生人”则反映了网络的世界

里并非一片祥和，在网上交友时，

必须要慎重。

学生设计动漫作品呼吁绿色上网

□本报记者 金 澜

“嘿！”“哈！”“嘿！”“哈！”每周五下

午，衢州市柯城区石梁镇中心小学操

场上，总能看到数十位身着黄色练功

服的学生，伴着动感十足的配乐，一招

一式地跟着体育教师练拳。这是石梁

镇中心小学开展非遗课程“麻蓬拳”的

一个缩影。

300多人的小规模乡村学校如何

打响自己的特色和品牌？这是该校校

长陈小红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一次与

本地教师的交流给了她灵感。

学校附近的麻蓬村是浙西唯一的

武术特色村，习武传统可追溯至清朝，

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其中村民们

最擅长的是衢州市非遗项目麻蓬拳，

即金庸先生笔下的“十三太保拳”。

这么好的项目，为什么不提升为

特色课程进行推广？很快，“麻蓬拳”

课程在学校里开设起来，村里的传承

人也被一一请进来，作为顾问指导。

画麻蓬拳墙绘、探究麻蓬拳背后的武

术精神、梳理金庸作品中关于麻蓬拳

的章节、打麻蓬拳、练麻蓬武术操……

一时间，麻蓬拳文化在校园里蔚然成

风，在说麻蓬拳、学麻蓬拳、画麻蓬拳

之中，学生们更体会到了勇敢、坚毅的

正能量。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练武术

能磨砺学生意志品质，让他们懂得爱

国情怀，而该校引进的另一个柯城区

非遗项目——蒲包编织，则是重在培

养学生们的耐心和细心。

据悉，石梁镇是席草编织蒲包的

发源地和主产区，老底子村里家家户

户、男女老少都会编蒲包。然而随着

20世纪 80年代土地被大面积改种柑

橘后，席草种植面积日益缩减，蒲包编

织的技艺也濒临失传。

为了开好这门课，学校也是下足

了功夫，不仅从镇上请来手艺师傅，还

特意在校园内开辟一角，用于席草种

植，并组织学生轮流养护。此外，学生

们设计的各式各样的蒲包都被装饰在

了走廊、教室里。行走在校园中，仿佛

走入了一座蒲包编织主题的非遗文化

馆，令人眼光缭乱。

除了麻蓬拳和蒲包编织，最近学

校又引进了一项省级非遗项目——衢

州白瓷制作技艺。学校过对接本地瓷

业公司，邀请一线师傅定时带上材料

和工具进校指导，学生们在课上制作

的泥坯也会由师傅统一带回，烧制为

成品后，再送还学校。

农村娃学习非遗，不仅仅在于掌

握技能，更在于体悟其背后的文化内

涵和精神所系。随着一次次的课程开

发和建设，陈小红也对非遗课程的发

展有了新看法：“一方面我们会继续丰

富现有非遗课程内涵，把课程做细、做

深、做出体系；另一方面也想引进更多

实践性强的非遗项目，让非遗课程真

正成为学校的一大特色。”

非遗课程兴乡校

□谌 涛

自去年开始，衢州高级中

学与红十字会合作为学生开

设应急救护课程。学生在高

中就读期间，必须接受 18 个

课时专题培训，通过应急救

护的理论和实践考试，获得救

护员证。

衢州高级中学安排专门

课程，将理论培训和实际操

作训练抓到实处，以规范测

试检验课程成果，让学生将

培训内容转换成真正熟练掌

握的技能，无论对学生个人

还是社会都有着极为重要的

意义。

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的

普及，直接关系到学生的生命

安全。对于猝死、溺水等意外

事故，在专业急救力量到达

前，学生急救、自救、互救等及

时有效的救援，可以最大程度

地减少人员伤亡。对那些需

要急救的学生来说，早一分钟

或迟一分钟，很有可能就是生

和死的分水岭。

在校园里疾病、创伤、严

重过敏反应等突发事件时有

发生，高中学校开展规范的

应急救护培训，危机时刻学

生能自救或者救助别人，这

也是做好学校安全工作的重

要保障。

高中学生是易教育、易接

受、易传播新知识的群体，他

们体力和精力充沛、接受新知

识能力强，最适宜作为应急救

护的培训对象。同时，高中生

可以对周围人群进行知识的

传播，促进推进和普及社会民

众的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

而对在校高中生进行规范的

应急救护培训，无疑比等他们

走上社会后“补课”，更经济、

更有效、更有意义。

随着公众安全意识的提

高，在学生中进行应急救护培

训并不是什么新闻，许多学校

对学生的应急救护培训也在

进行，有的邀请专业人士举行

一个有关应急救护的讲座，有

的引进一些模具让学生们现场操作，但能

有机会操作的学生人数和次数都极为有

限，这些培训既无系统、无相应训练，也无

规范测试，学生是否真正掌握相关技能不

得而知，其规范性和实效性堪忧。

急救关乎生命，每个环节都不能疏漏，

在应急救护培训上，高中学校需主动作

为。反观现实，许多学校的生命安全教育

制度是健全的、操作细则也是完善的，在教

育教学中有没有坚持不折不扣落实，却要

打一个问号。抓实生命安全教育有许多细

致的工作，有些做起来费时费力，平时看起

来也不起眼，但关键时候能救命。

生命安全教育的技能和知识，即使学

会了，通过了考试，还会遗忘，还会生疏，还

需时常温习，方能内化为自身技能。据笔

者了解，对在高一年级考试通过的学生，在

接下来的两年中，衢州高级中学每年还将

安排2个课时的温习课程。这一细节安排

无疑是科学的，它不仅是把应急救护培训

做细做实的体现，更是学校尊重生命对学

生高度负责理念的彰显。

应
急
救
护
应
成
为
高
中
生
的
必
修
技
能

近日，长兴县煤山镇白岘中心小学联合该县
中医院开展“浓情端午，探寻中医药传统文化”主
题实践活动。学生在中医院志愿者带领下走进
学校“神农园”辨认艾草、采集菖蒲等，了解传统
中医药文化。

（本报通讯员 孙伟鹰 许斌华 摄）

日前，义乌市稠城第一小学教育集团为3名学
生举办“三人行，毕业季”书法作品展，共展出学生宗
裕楷、陈思宇、龚鹤宁历时3个月创作的31幅书法
作品。图为宗裕楷正向同学介绍自己的作品。

（本报通讯员 陈照飞 董亚娟 摄）

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视点第

探寻身边的中医药文化探寻身边的中医药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