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教育
责任编辑：叶青云 版面设计：余江燕

电话：0571-87778083

E-mail：jcjyb4@163.com4 2020年9月21日 星期一

总编辑：陈宁一 编辑出版：浙江教育报社 社址：杭州市文三路求智巷3号 邮政编码：310012 订阅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零售价：每期1.50元 广告许可证：杭工商广字330100400123号 广告联系电话：87778177 印刷：杭报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218号

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许朝军

9 月 14 日，全国青少年

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公布了《3—6 岁儿童足球

活动负面清单》，这份清单共

有8条禁令。仔细阅读后不

难发现，负面清单公布的禁

令内容几乎涵盖了考级、足

球操、表演、比赛等不少在幼

儿足球、校园足球中屡被诟

病的问题。负面清单一出，

事实上也意味着校园足球中

一些负面行为和现象将被及

时叫停，这对于匡正校园足

球的体育内涵和校园体育运

动强身健体的美好愿景而

言是极富纠偏意义的。

这份负面清单虽然指向

的是幼儿，但对于中小学校

园足球而言，也是一个提

醒。我们目前应该积极借鉴

负面清单，不仅要认真反思

幼儿校园足球运动的方式和

内容，更要对中小学足球教

育和足球运动进行科学深入

的审视，并依照教育规律、体

育教学规律和中小学生成长

规律，形成符合整个基础教

育阶段的“校园足球运动负

面清单”，为校园足球“纠

偏”。这不仅是推广校园足

球运动的需要，更是培养青

少年科学的足球运动兴趣和

爱好、提升青少年体育素养、

助力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的

当务之急。

校园足球作为学校体育运动和体育教学

内容改革的一个亮点，推出后即得到各级各

类学校的热烈欢迎。但在校园足球普及的过

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乃至违背教育规

律和青少年成长实际的现象。比如，组织幼

儿进行足球训练，组织小学生开展正规足球

训练，这都会导致运动时长和运动强度超出

幼儿、小学生的承受范围。过于正规死板和

苛刻的足球训练不仅让孩子们苦不堪言，而

且可能会给他们造成身体压力甚至伤害。个

别中小学校把足球运动和足球教学落地于练

足球操和开展足球表演，把体育项目变成形

式化的表演，不仅不伦不类，有违学校体育锻

炼的要义和要求，而且更用形式化的枯燥消

释了孩子们对足球运动的喜爱程度，影响了

普及效果。还有个别学校醉心于参加各类

正规比赛，忽略了校园足球运动“培养体育

兴趣、锤炼体育特长、丰富体育内容”的主要

目标……不仅让校园足球“踢偏”了方向，更

踢出了问题，有些甚至演化为中小学生的成

长负担和健康之患，这确实与国家推广校园

足球的初衷南辕北辙。

校园足球必须充分遵循体育教学规律，

必须尊重中小学生的成长实际，必须培养足

球运动的兴趣、特长、爱好，让孩子们喜欢上

足球，进而把足球运动当作一种辅助体育锻

炼、强化体质锻炼、给力健康成长的渠道和载

体。事实上，相对于中小学生而言，校园足球

的积极意义能否凸显、推广校园足球的愿景

能否科学完美实现，关键就看校园足球能否

科学推进、是否坚守体育教学规律和教育原

则科学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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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17个全国科普日到来之际，建德市下涯
中心幼儿园一群可爱的萌娃在教师带领下，来到
童蒙幼儿科技探秘发现室。孩子们观摩和体验了
机器人、地动仪、学习仪、天文望远镜、风向仪等一
件件崭新的科技模型后大开眼界。

（本报通讯员 宁文武 摄）

萌娃学科普

本报讯（通讯员 潘 虹）海宁市培智学校近

日举行“童享蓝天，轮滑筑梦”活动，该校的轮滑

队同时宣布成立。

前期，海宁市轮滑协会、海宁国际轮滑运动

中心携手市培智学校，在校内筛选优秀轮滑苗

子筹建特奥轮滑队，最终确定11名学生为首批

队员。队员均为校内智障学生，年龄在8岁到

18岁。学校轮滑队组建后，海宁国际轮滑运动

中心将派出教练团队长期对队员进行专业系统

的轮滑训练，2019年巴塞罗那世界轮滑锦标赛

冠军张振海也会定期到校进行指导。轮滑中心

还将积极组织轮滑队参加各级各类的特奥轮滑

比赛。

为何让特殊学生接触轮滑？该校校长查姚

卫解释，培智学校学生因先天智力缺陷在思维能

力、运动能力、注意力等方面严重落后于正常儿

童。引进轮滑运动，不仅可以改善培智学生身体

的平衡感和协调性，提高他们的感觉统合运动水

平，达到较好的康复训练效果，还能让学生体验

成功的喜悦，培养自强不息的品质。

特殊学校建起学生轮滑队 小学生宣传“光盘”点子多
本报讯（通讯员 殷 琼 陈 岚）“我是光盘小使者，

我承诺不挑食，爱惜粮食，把饭吃完……”日前，衢州市柯

城区鹿鸣小学低年级学生纷纷在“我是光盘小使者”展板

上贴上自画像，画中的儿童形象各异，有的在发出倡议，

有的吃光了盘里的美味食物，有的在种地。

走进这所学校的食堂，可以看到每张桌子上都摆放

着制作精美的桌签。桌签上，“珍惜粮食”“光盘”“节约”

“拒绝浪费”等标语和配图设计精美、风格各异。这些桌

签是由五、六年级的学生动手绘制的。

“各位客官，本小店的菜越大份越贵哦！进店点小份

且光盘的‘小主’，可以领取一张积分卡，集满10张可以免

费吃一次。”“连续光盘一周，即可得一个小苹果。”……除

了精美桌签，五、六年级的学生还设计了特色光盘菜单，

菜单上的语言风趣幽默、内容丰富多彩，提醒大家“厉行

节俭、珍惜粮食”从点菜做起。

□本报记者 叶青云

9月开学，教育部等4部门印发

《关于做好秋季学期学校食品安全工

作的通知》，部署各地做好2020年秋

季学校食品安全工作，要求“加强食

育教育，切实减少餐饮浪费”。与此

同时，以节粮爱粮为主题的宣传与实

践活动正在各地中小学、幼儿园里开

展得如火如荼，如何有效实施教育、

杜绝校园食物浪费成为近段时间来

各地各校关注的热点。

专家指出，食育教育的缺失，是

造成食物浪费的主要原因。因此，越

来越多的学校把食育教育放在了学

校教育的重要位置。记者走访中也

发现，当前在我省许多学校，学生“吃

什么”和“怎么吃”，已经超越了一日

生活的范畴，也不再是一过性的跟风

活动，而是渐渐落地成为一门课程。

与德智体美劳五育融合
何谓食育，通俗讲就是饮食教

育。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宁本涛的话来概括，食育是将饮食教

育融入德智体美劳五育中，达到“以

食育德、以食启智、以食健体、以食立

美、以食促劳”的效果。

师生自创《食安与营养歌谣》，楼

道上张贴健康饮食宣传语，书架上陈

列着健康饮食方面的漫画集……走

进义乌市香山小学教育集团，就能感

受到一股浓浓的食育文化氛围。该

校从2018年就开始了“食育进课堂

之营养校园”建设，邀请专业营养师

对学生开展食育教育，并以学校的

“开心农场”为载体，分挑选食材、制

作食品、分享美食3大主题，构建系列

化食育活动。“食育，不仅是饮食教

育，更是以食养德的教育，它承载着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勤俭节约等传

统美德。”副总校长沈永平说，学校开

设食育教育，目的是让学生从小养成

良好的饮食习惯，并对大自然怀有感

恩之心。

“食育的目的是培养热爱生活的

人，并且让其具备保持健康生活的能

力，是有益身心的教育。”湖州市新风

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邓承敏

说。该校每周一早晨举行“食育银杏

小展台活动”，学生通过自编自创跟

主题相关的歌曲、校园短剧、诗歌朗

诵、舞蹈等，把正确的膳食营养知识

传达给更多师生和家庭，激发大家的

求知欲、想象力和创造力，培养他们

的独立生活能力。

在采访中，不少教师和专家认

为，少年儿童处于行为和习惯养成的

关键时期，开展以学校为基础的食育

教育，是满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与全

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基础教育阶段，有必要将食

育与德智体美劳五育融合起来。”宁

本涛表示，食育教育不妨从多个角度

和多个途径切入，当我们在尊重自然

发展规律的前提下从自然界获取食

物来源，此时食育教育就成了自然教

育；当我们需要了解关于食物的基本

知识和营养分布，以及食物与人身心

的能量转换关系，此时食育教育就变

成了健康教育；而当我们通过共建饮

食文化的方式，组织亲子互动性实践

活动来体验饮食实践中的艰辛与乐

趣，形成正确的食物观和生活观，此

时食育教育就变成了生活教育。

多元开发校本课程
教育部在新近发布的《教育系统

“制止餐饮浪费 培养节约习惯”行动

方案》中，要求根据教育教学规律和

不同年龄段学生特点，把相关内容有

机融入中小学德育课程教学、幼儿园

习惯养成等教育环节之中，深入发掘

教育资源，鼓励探索开发地方和校本

相关课程。事实上，我省各校在开发

多元校本食育课程方面早有起步，且

初见成效。

“每周一节课，覆盖全年级。”在

杭州市崇文实验学校教育集团，食育

教育已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校本课

程体系。该校在设置课程前，做过大

量翔实的调研，从用餐规范、食品营

养、食品安全、饮食文化、实践操作5

个维度设计课程内容，组成每学年30

节课的课程方案。在集团总校长俞

国娣看来，学生在课程中用实践、体验

的方式去学习，能更直观地“触摸”食

育教育的底蕴。“在教学中，关照地方

特色，既能使食育教育变得更有亲切

感，也容易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因此

我们尤其重视乡土题材的利用。”

武义县泉溪镇中心幼儿园根据

幼儿年龄特点，借鉴区域游戏的经

验，创设了“快乐小厨房”生活馆，里

面布置清新自然，富有童趣。“创设良

好的食育环境能激发幼儿对食物的

兴趣，进而养成良好的进餐礼仪。”园

长沈小燕介绍，该园还以二十四节

气、传统节日作为食育课程的依托，

让孩子在品尝不同的节日美食时，接

受美食背后的文化。同时，通过诸如

亲子种植和采摘、家庭营养餐大赛等

家园同步活动，将食育理念传达给家

长，让家庭也参与到幼儿的食育教育

中来。“我们通过食育进行生命、生

存、生活教育，目的是让孩子从认识

什么是安全食品开始，学会主动选择

营养食品，最后形成终身受益的文明

生活方式。”沈小燕说。

减少校园食物浪费，食育成热词

□本报记者 朱 丹

近日，杭州凯旋教育集团南肖埠

小学的 12位教师被学校授予“最美

教师”称号。与往年不同，本次获奖

名单中青年教师居多，越来越多90后

新教师走上领奖台。“一大批青年教师

能够脱颖而出，离不开学校近年来不

断为教师成长搭建的‘云梯’。”校长林

霞说，最欣慰的莫过于看到教师专业

水平快速提升，这为学校发展提供了

强有力的保障。

林霞介绍，南肖埠小学是一所中

小规模的社区配套小学，其前身可追

溯至 1910 年的公立学区东郊学塾，

至今已有 110 年的办学历史。2013

年，她来到这所百年老校工作，并从

2015年起担任校长。“好校长的口碑

不是用各种荣誉、证书堆砌起来的，

而在于做出实绩，让学校、学生及教

师都有更好的发展。”担任校长以来，

她带领教师团队经过数年探索，最终

以国际理解教育为突破口，让百年老

校焕发出新的活力。

缘何将国际理解教育作为学校

发展的新路径？原来，早在 1995 年

南肖埠小学就以国际象棋为办学特

色，并成为全国国际象棋特色学校。

多年来，“走好每一步”的校训早已深

入每个师生的心中。不过，林霞并不

满足于此，在她看来，学校要有独特

的文化，一所百年老校更要有属于自

己的文化之“根”。于是，她引领学校

迈出了第一步——从校训“走好每一

步”中衍生出因校制宜的“步凡文

化”。由此，该校以培养具有国际视

野的“其乐少年”为目标，通过多种途

径把“步凡文化”渗透到学校工作的

方方面面。

国际理解教育的实施，离不开优

质课程的研发和支撑。当教师们对

课程还没有形成清晰认知时，林霞果

断提出构建与学校文化一脉相承的

“步景”课程体系。这一课程体系包

含“信步”课程群、“健步”课程群和

“阔步”课程群三大课程群，并在课程

开发和课堂教学中浸润了国际理解

教育。在“丝路春雨”国际理解课程

中，学生们不仅可以通过课程深入了

解世界各国的文化，而且能拓宽国际

视野。比如，在前期的“南小娃儿‘西

游记’”课程项目里，学生们通过主题

游戏，领略丝路沿线国家的风土人

情。后来，该校将这一项目“升级”为

“南小娃儿‘小小联合国’”，学生们

扮演不同国家的公民，模拟联合国

活动，加深对世界各国的文化理解。

为了让学生们有多元文化交流

的机会，该校结对友校达数十所，参

与海外研学师生达数百名，同时也接

待了不少海外来访师生。目前，该校

已被评为浙江省“千校结好”特色学

校、杭州市教育国际化示范校创建学

校，并且是江干区“国际理解教育”教

师专业发展基地学校。去年4月，该

校牵头成立了长三角国际理解教育

联盟，成员有来自上海、杭州、宁波等

地的30余所学校。

林霞：让“小”学校拥有“大”视野

视点第

日前，慈溪市城区中心小学为一年级学生设计了以
“‘疫’路成长，一路同行”为主题的探秘校园活动。学生
们分别在“新冠病毒小知识”“最美逆行者”“见证中国速
度”“病毒防护我做到”等6个关卡进行打卡闯关。

（本报通讯员 杨耀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