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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本报记者 舒玲玲

“体育在高考中将采用ABCD

等级的客观数量化评价方式，成为

高考录取的标准之一。”连日来，教

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

王登峰的一席话在各类媒体中转

发。体育真的要纳入高考了吗？不

少家长担忧，如此一来，会不会加重

学生负担？

带着家长们的疑问与关切，记

者近日采访了省教育厅体卫艺处相

关负责人。“目前尚未接到明确通

知，但不排除这是未来的发展趋

势。”该负责人表示，尽管体育是否

纳入高考尚无定论，但我省素来重

视体育，开齐开足开好体育课是对

各级各类学校的基本要求，每年开

展的体质健康测试也表明，我省持

之以恒地开展体质健康教育成效显

著。“强化体育非一时一事，要树立

终身体育观，真正把德智体美劳放

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加强体育锻炼

以不变应万变。”

“高三体育课开到高考前一周”

“禁止文化课教师占用体育课课

时”，在杭州市余杭高级中学的学校

制度中，这两条规定很是醒目。“除

了一周两节常规体育课外，学校还

开设了大量兴趣类体育选修课。”体

育教师罗思佳说，在该校，一名学生

每周最多能上到4节体育课，这还

不包括每天上下午各一次的大课间

以及各类主题体育活动。该校坚

信，张弛有度、劳逸结合的学习与运

动配比，不仅能帮助学生强身健体，

也能提高学习效率。

从 2004 年教育部要求落实保

证中小学生每天体育活动时间起，

“阳光体育一小时”就成为我省中

小学校的共识。把体育锻炼落在

寻常的每一天，金华市宾虹小学不

仅保证了基本量，还玩出了各种新

花样：学生都能劈一字马、6年里学

会六套素质操、一个简单的“合作

跳跃”能跳出好多种形式……在这

所连洗手间墙壁都贴满了卡通运

动人物贴纸的学校，体育和运动已

经成为每个学生校园生活的重要

内容。

当体育运动的辛苦被有趣、好

玩所取代，自然能吸引学生兴趣、形

成锻炼自觉。“带着足球去学校”如

今是桐庐县城南小学学生的常态，

可最初，为了让学生们爱上足球，该

校体育教师没少花心思。他们编足

球操、开发快乐足球课程、设计足球

趣味游戏，还争取国内外女足队伍

来校集训、交流，让学生们有机会与

专业运动员过招。“希望能在游戏和

竞赛中培养学生对足球的兴趣。”校

长尹鹤说。

作为全省中小学生四大联赛之

一，校园足球联赛被称为推进学校

体育改革的“探路工程”，我省至今

已连续举办了9年。截至目前，全

省已有西湖区、义乌市、苍南县、柯

城区、鄞州区5个青少年校园足球

国家级试点县（区）以及666所全国

青少年足球特色学校。

相比各类常规竞赛，省教研室

体育教研员、特级教师余立峰认

为，体育锻炼要真正落在平时，还

需要有课程的推进。“竞赛毕竟是

少数运动精英的舞台，大部分孩子

享受不到竞赛‘红利’。”余立峰说，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杭州市拱墅区

于 2015 年加入“全国学校体育联

盟（教学改革）”，成为我省首个“学

校体育综合改革”实验区。

作为体育课改联盟学校之一，

杭州市行知中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

体育改革，破解了体育课课堂运动、

大课间运动和校级体育竞赛项目脱

节的问题，同时与杭州市德胜小学、

树人小学等4所学区对口小学进行

了体育课内容设置的研讨与衔接，

确保体育课教学内容具有延续性，引

导学生拥有一项体育爱好、掌握一定

体育技能、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

“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需要学

校引导、家长重视、学生喜欢，更需

要有好的体制机制加以激励。”省教

育厅体卫艺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近年来我省建立了持续跟踪的体质

健康测试制度，不仅年年测、分类别

测，还将体质测试结果纳入学校整

体考核范畴。行知中学从新生入校

首次体质健康测试开始，就依托数

字化评价系统，给每名学生生成了

一份“运动处方”。“学生和家长可以通

过‘行知体育社区’App查看体测数

据，了解学生的体育锻炼情况，体育

老师会在平台上发布指导训练的视

频，学生也可以将自己的锻炼场景上

传分享。”该校体育教师蔡国平说。

如今，数字体测成绩已经和三大

球类运动开展情况、区运会成绩、体

育教学评估一起，被纳入拱墅区学校

体育多维评价系统当中。“无论是区

运会还是校运会，拱墅区都倡导全员

参与，要求学生结合自身身体素质，

选报至少一个运动项目。”余立峰说。

体育将纳入高考？

我省相关负责人表示：重视体育更在平时
□梁锦芳

好的学校必然是一所有味

道的学校，学校各色味道俱全、

调和，才能让师生的校园生活有

滋有味、多姿多彩。拿学校管理

来说，“甜、苦、酸、辣、咸、淡”或

许是其中的“六原味”。

六味之甜——温暖。温暖

味就是人情味，是对人性的真切

尊重。它意味着，在学校管理的

所有场域，都能彰显平等、包容、

信任和关怀。就拿“包容”而言，

我们完全确信，人总是有缺点

的，因此，能不能真切地容纳别

人的缺点与不足，便成为一所学

校是不是拥有“温暖味”的一个

重要窗口。然而，在创设有温暖

的学校过程中，我们也不要听任

自己的责任心被同情心所支配，

尤其是校长，在大是大非面前必

须坚决、果断。

六味之苦——忙碌。忙碌

是当下基础教育工作者“实然”

的生活样态，让校园生活忙碌得

有味道，其价值旨趣不在于减少

忙碌的分量，而在于兼顾对高绩

效的坚持和对生命的关怀，以及

在“高期望”和“压担子”的过程

中发现、赋予、感受忙碌的意义

和生命成长的快乐。正如爱因

斯坦所言，“人类只有将自身投

身到社会中才能在短暂而危险

的一生中找到意义”。

六味之酸——激励。对于在一个群体内

相对落后的一部分人而言，对差异的感受往往

是酸楚的，所以，他们希望平均，希望没有分

化。然而，没有区分就没有公正。为此，学校

管理必须旗帜鲜明树榜样，必须正向激励重奖

赏、促共赢。

六味之辣——创造。饮食中的辣味，能让

人血脉偾张，胃口大增。人生旅程中因创造而

获得的自我突破与超越感，犹如辣味之于饮

食，能让生命充满激情、充满幸福。人生因创

造而精彩，生命因创造而美丽。教育者，也唯

有将自己引向不断创新、创造的大千世界，才

有可能让自己不断重新开始的职业生活不至

于陷入不断重复的迷茫和倦怠。为此，学校管

理要坚守不虚空、不折腾、不迷恋的价值立场，

留管理以空白，给教师以自由，让每一位教师

的创造之智尽情绽放。

六味之咸——刚正。伤口上撒盐带来的

是彻心痛觉，但咸可以杀菌防腐。让学校管理

有点咸味，就是要以一种基于正义和理性的刚

正，以一种“软的软到底，硬的硬到家”的坚毅，

守护学校的健康，守护学校的正气，守护学校

内大多数人赖以栖居的精神家园。因此，学校

管理必须一以贯之、坚定不移地“做什么和不

做什么”，在必要的时候，管理者还必须重拳整

治，让伤害了学校声誉的人感受“咸痛”。

六味之淡——真实。真实的味道，犹如纯

净水之“淡”，是最普通的味道，但也是人类最

渴盼的味道。真善美三者，真应该排在第一

位。真实代表着可信赖，真实也往往意味着稀

缺和珍贵。学校管理之真实，要求管理者必须

有真信仰，必须有真言说，必须有真作为。

原味是自然纯正的，要博得大家欢喜，关

键在调的手法和技巧。一所富含味道的学校，

学生学得趣味盎然，教师教得幸福快乐，这不

正是我们教育所追求的吗？

学
校
管
理
之
六
味

本报讯（记者 叶青云 通
讯员 李 华）“活动时间：每周一

12:20～13:00，活动内容：尤克里

里乐曲弹唱、指弹等，活动形式：导

师专场、亲子专场……”近日，一份

制作精美、印有一个小男孩和两个

小女孩笑脸的开幕活动海报，在杭

州绿城育华小学师生和家长的微

信朋友圈里转发，该校的尤克里里

学生工作室正式成立。

时值绿城育华教育集团国际

文化节，学生们的才艺在文化节

上崭露头角，该校顺势而为，为

有特长的学生建起了校内首个学

生工作室。尤克里里是近年来比

较流行的一种四弦夏威夷拨弦

乐器。海报上的 3个孩子，男孩

是 8 岁的俆锦宸，女孩分别是 8

岁的王小唯和 9岁的吴祉涵，他

们 3 人正是这个工作室的小导

师。别看他们年纪小，履历可个

个不凡：王小唯在 4岁时获得过

全国少年儿童艺术节金奖；徐锦

宸在今年2月拿到了夏威夷国际

尤克里里大赛儿童奖亚军；吴祉

涵在 6岁时发布了个人专辑，同

时身兼一支儿童乐队的主场和

尤克里里手。

学校专门开辟了一间教室作

为 3 位小导师的尤克里里小天

地，校园里其他尤克里里的爱好

者，包括学生、教师、家长等，都可

以报名参加工作室活动，接受导

师面对面辅导。学校表示，接下

去还会为更多有才艺特长的学生

陆续推出个人工作室。

听说过吗？学校给学生建个人工作室

□本报记者 林静远

这几天，高考选考成绩公布，瑞安市

第五中学高三（8）班一名平时学习成绩

优秀的女生因没达到预期目标，心情沮

丧。班主任黄秀萍急了，几次找她谈心，

帮她分析问题，还动员学科教师一起去开

导。经过反复的沟通交流，这名女生脸上

终于露出了笑容。

在当班主任的19年时间里，像这样

细致地关注学生、及时跟进帮扶的暖心举

动已不知有过多少次了。今年，学生们昵称

“萍姐”的黄秀萍获评浙江省“最美教

师”。“班主任工作很琐碎，但我觉得这其

中有无穷的乐趣。”从走上教坛的那一刻

起，黄秀萍就全身心地投入班主任工作

中，用爱心、善心、耐心、责任心打动学生，

在追寻“教学生三年，为学生一生奠基”的

教育理想之路上，对学生倾注了满满

的爱。

“教育不仅要给予学生知识，更要引领

他们健康成长。”黄秀萍把爱心作为班级

的特色文化，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

她说：“单纯说教不仅枯燥而且学生也反

感，我通过喜闻乐见的活动培养学生们的

爱心、责任心和担当力，这比说教更有效。”

营造爱心氛围的亮点在于带领学生

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瑞安五中会在每一

届的高二年级中设立一个“青年志愿班”，

黄秀萍当了6届“青年志愿班”班主任。

她时时处处以身作则，用一举一动感染学

生。每逢周末，她带领学生参加瑞安市的

“阳光行动——志愿者助残活动”；每年重

阳节，她带领学生走进敬老院陪伴孤寡老

人、打扫卫生；每到“六一”儿童节，她还会

给特殊学生准备小礼品……

在“青年志愿班”中，黄秀萍带头为班

里有困难的学生捐款。学生小卢考上了

本科，可由于学费昂贵打算念专科。为

此，黄秀萍毅然资助了他大学四年的学

费，圆了他的大学梦。

爱是永恒的主题。作为班主任，黄秀

萍在培养学生爱心与责任心的同时，对学

生的爱也无处不在。从学习到生活，黄秀

萍都十分关心他们，特别是遇到有困难的

学生，她更是照顾得无微不至。

学生小欧家境贫寒，一次他在放学

途中不慎被瓦片击中眼睛，角膜严重脱

落需马上治疗，但高昂的医疗费让小欧

一家犹豫了。黄秀萍毫不犹豫地拿出自

己的积蓄，把小欧送到医院，并四处奔

波，为他筹集医疗费用。小欧在家养病

的一个多月里，黄秀萍每周带领学生轮

流到他家帮他补课。回忆起这些事，小

欧父母至今仍很感动。

年前，黄秀萍做完声带息肉手术，一

个月不能说话，只能由其他教师代理班

主任工作。不过，她仍坚持用书信的方

式与学生沟通，和他们谈学习、谈生活、

谈人际关系。班上一名调皮捣蛋的学

生小魏很让父母发愁。黄秀萍就用写

信的方式与他交流，帮他制订学习计

划、树立人生目标等。“写信虽然累一

点，但效果很好。”黄秀萍笑言，“通过书

信更能了解学生真实的内心世界，学生

也会被我的诚心感动。”

因为这份真诚的爱，黄秀萍的每届学

生都很亲近、热爱她。很多学生遇到青春

期里不能说的秘密，都愿主动找她倾诉，

有些学生甚至就是因为喜欢“萍姐”，而在

高考选考中选择了她所教的政治学科。

这几年，黄秀萍带的班级多次被评为

温州市、瑞安市先进班集体。她说：“打

造爱心班级的最终目的，是想让爱与责

任伴随学生一生，并一直传递下去。”她

教过的一些学生后来也成了优秀班主任

和很受学生喜欢的教师，2012届学生陈

盈盈就是其中之一。“我努力成为一名好

教师，正是受了黄老师的影响，我想成为

像她那样的暖心教师。”陈盈盈说。

暖心“萍姐”黄秀萍

本报讯（通讯员 杨志丹）满屋的生菜

和青菜挨挨挤挤、郁郁葱葱，让人见之欢

喜。宁波李惠利中学的无土栽培实验室日

前迎来了第一批丰收，师生共同采摘下实

验的成果。

无土栽培实验室是李惠利中学新校区

改扩建工程完成后建设的一个创新实验

室。实验室全天候为学生进行各种综合

性、设计性实验提供所需要的设备及环

境。全校学生都可以通过选课，来实验室

开展相关研究性课题的探究，如“光质对蔬

菜生长效应的影响”“矿质元素对蔬菜生长

的影响”“温度、二氧化碳浓度对光合作用

的影响”等课题。学校的师生称它为“绿色

工厂”，因为它既可以作为实验室，为科研

提供依托，通过相关变量的控制，来测定研

究结果，又可以作为生产基地，培育无污

染、有机的绿色蔬菜。

无土栽培实验室
成“绿色工厂”

由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基地——衢州火
神瓷业开设的第29期“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在衢州市
柯城区双港街道、石梁镇等地的农村小学进行。专业教
师们带着瓷土、瓷坯等来到学生当中，让农村学生亲身
体验莹白瓷的制作过程。

（本报通讯员 吴铁鸣 摄）

村娃感受非遗魅力

初冬时节，湖州市南浔实验小学学生走
进南浔古镇景区，在古镇街头分发《湖州市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宣传手册，带动游客和
店家遵守文明条例、提高文明素质。

（本报通讯员 沈勇强 摄）

视点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