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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欣红

起步就是个大跟头，这对于站在

比赛起跑线上的任何一个人来说都

是一场灾难。来自北京丰台的8岁小

女孩马子惠在人生第一场正式比赛

中就遭遇了这样的开场。当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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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滑联赛第一站，U8组500米四分之

一决赛，马子惠在发令枪响后刚出发

就不慎摔倒了，但她没有犹豫，爬起

来就追了上去，最终进入决赛夺得了

该项目的冠军。

这一幕在网络上不到一天的时间

就赢得了400多万人次点赞，这个8岁

小姑娘身上所展现的永不言弃、顽强

拼搏的体育精神，深深打动了网友们。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

道理谁都知道，但真的要做到，却殊

为不易。不要说是一个 8 岁的小姑

娘，就是成年人遇到这样的突发情

况，一下子蒙了也是大概率事件。人

生第一场比赛就遭遇这样的意外，却

能奋起直追，在有限的时间内努力弥

补遗憾，这个小姑娘的表现值得大家

鼓掌喝彩。

“完全人格，首在体育。”马子惠

的惊艳表现，是对这句话的有力注

解。体育的重要性已然被公众所接

受，但在不少人心目中，仍然将之定

位于强身健体。毫不夸张地说，体育

在不少人眼里，只有“身”没有“心”，

只有“体”没有“育”。

体育的“体”，不仅指身体，还指“体魄”，即依

附形体而存在的精神；体育的“育”，不仅指身体发

“育”，更是指身心的健康发“育”。正是站在这样

的高度，蔡元培先生才认为，欲使人格趋向完全，

体育的力量堪当首位。

从本质上讲，体育的“育”是指对“魄”的育化，

对人的心理素质、道德观、价值观、法治观等的育

化。这些素养的培育，当然不是纸上谈兵就可以

实现的，需要通过“残酷”的体育比赛进行锤炼。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生犹如体育赛场，是一个

不断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和认识自我、超越自我的

过程。赢得一场体育比赛所需要的品质，也是人

生强者所应有的品质。挫折是人格的试金石，人

生第一场比赛刚开始就摔跤，可谓重大挫折，但能

够迅速站起来并实现“完美超越”，这个小姑娘的

精神怎能不令人感慨万千？

前不久，教育部明确表态中考体育要逐年增

加分值，达到与语数外同分值水平。适当运用“分

数指挥棒”倒逼相关各方重视体育固然是共识，但

提高体育分数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如何让孩子们

充分感受到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才是关键所

系。从这个意义上讲，起跑意外摔倒后不放弃反

而成就人生第一个冠军的8岁小女孩马子惠，无

疑作出了最生动的示范。

□本报记者 朱 丹

身姿挺拔，动作利落，步调整齐……

最近天气转冷，浦江县堂头中学师生

们体育锻炼的劲头反而更足了。每

天上午一到阳光体育大课间环节，各

个班级的师生不仅高喊口号跑方阵，

还玩起了武术操、独轮车、竹竿舞等

特色运动项目。整整30分钟时间，

全校所有师生都在操场上锻炼身体，

几乎没有人因为天气寒冷等理由而

退缩。

该校校长童克祖介绍，师生们之

所以能够如此精神抖擞地参与体育运

动，在于学校近段时间开展了抗美援

朝精神学习活动。“我们希望，无论是

教师还是学生，都能从军人身上学习

到那种不畏艰难且始终保持高昂士气

的精神。”童克祖告诉记者，数十年来，

该校以爱国主义教育为德育工作的主

线，抓住一切契机培养师生的家国情

怀，并且将其渗透到每一天、每一堂课

和每一个细节之中。

“爱国荣校”展示栏、传统文化宣

传窗、主题黑板报……走进堂头中学，

目光所及之处都能发现爱国主义教育

元素。尤其是教学楼前的宣传栏，几

乎每周都在更新与时俱进的内容。以

环境育人，一直是该校的老传统。去

年9月，学校建成了红色文化体验馆，

里面呈现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铸就辉煌”等主题下的23个板块的

图文内容，为教师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提供了新载体。今年，该馆还结合抗

美援朝精神的时代价值，增设了新的

学习主题。

在童克祖看来，如果不从细微处

入手，爱国主义教育就有可能流于形

式。譬如，面对新生入学，该校每年组

织“入学礼”，向新生们介绍学校在创

办过程中的艰辛历程，以及积淀多年

的校园文化。“像这样富有仪式感的活

动，能够帮助孩子们树立主人翁意

识。实际上，爱祖国、爱家乡就是从爱

学校开始的。”他举例说，在每周一的

升旗仪式上，唱响国歌是最为重要的

环节。国歌前奏一响，师生们面向国

旗行注目礼，通过响彻校园的歌声来

表达自己的拳拳爱国情。而“国旗下

讲话”的舞台也是留给师生们的，他们

在这里讲述身边的榜样和感人事迹，

不断拉近自己与家乡、与祖国之间的

距离。

在堂头中学，时政课作为爱国主

义教育的“重头戏”，是全体师生日常

必修的一门课。考虑到教师在爱国主

义教育中扮演着引路人的角色，该校

的时政课首先面向的是教师，之后才

是学生。每周，学校会统一组织教师

开展时政学习，并进行不同形式的当

堂“测验”。童克祖认为，只有将家国

情怀植入教师心灵深处，转化为教师

的自觉行为，进而用教师的一言一行

去感染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才有可能

收到实效。

从本地新闻到国家大事，再到国

际动态，这些时事消息都成为该校爱

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今年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后，该校当下便围绕疫情开

设了“网络+”专项课程，将爱国主义

教育延伸到了家庭中。在家长的支持

和配合下，学校开展了“六知六爱六

荣”教育，引导学生做到“知我爱我荣

我，知家爱家荣家，知班爱班荣班，知

师爱师荣师，知校爱校荣校，知国爱国

荣国”。

“人人都是德育工作者，个个都要

上好爱国主义这门课。”让学生在日常

课堂教学中浸润爱国情怀，已是该校

教师达成的共识。语文教师在课文中

挖掘爱家乡、爱祖国的内容，结合学科

特点，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社会教师

整合课程中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

源，如把历史文化、辽阔国土、科技创

新，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

业取得的瞩目成就等学科内容转化为

教育资源，提升学生对祖国的自豪感。

为避免爱国主义教育沦为空洞的

说教，教师们还带着学生走出校门参

与社会实践活动。其中，不仅不乏寻

访红色足迹、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等研学活动，而且有清理周边河道垃

圾、进村帮助农户干活等身体力行的

劳动。在教师们看来，把爱国之情融

入日常并付诸行动，就是最好的爱国

主义课堂。

浦江堂头中学：
把爱国主义教育渗透到每一个细节

□本报记者 叶青云

在本月刚刚落下帷幕的2020年义

乌市各科优质课评比活动中，义乌市绣

湖小学教育集团取得了喜人成绩，共有

19位教师获得20项优质课荣誉，其中

6个一等奖里有3个是第一名。获奖的

教师们都说，这要归功于学校举办的青

年教师赛课成长营。

青年教师赛课成长营成立于10月

份，由集团总校长朱向阳负责，两校区的

课程教学中心主任担任营长，通过借力

集团名师工作室、组织多对一指导、邀请

专家引领等途径，有针对性地指导青年

教师快速进步，帮助他们冲刺评比。“像

这样由一群骨干教师当导师，发挥传帮

带的引领作用，通过一对一、一对多、多

对一、团体式等研修方式，进行分层次、

分学科、分专业开展教师研修的活动，在

我们学校有很多。”副校长李玲静告诉记

者，本次成长营只是该校的特色校本研

修——项目课程的其中一项。

近年来，绣湖小学的校本研修主推

项目课程，即让教师们先确定一个特定

任务作为项目目标，合理选择和组织课

程研修内容，然后以小组抱团互助的方

式实现自适应成长。项目课程的内容

包含学科教学、班主任工作、心理辅导、

家庭教育等诸多方面。

绣湖小学是一所百年名校，其教育

联盟学校共有31所，包括公办城区学

校8所、农村学校12所、民工子弟学校

11所。“学校既要发展好自己，又要带

动盟校发展，就必须把更多的教师‘卷

入’到共同研修中来。”李玲静坦言，实

施项目课程的初衷，一是因为校情，二

是因为当时的教师状况，“学校部分骨

干教师已到了专业发展的瓶颈期，急需

突破；而年轻教师作为新生力量也需快

速历练成长”。

“只有让教师们‘卷入’项目任务，

才能在解决问题的同时，获得更深刻的

知识与技能，提升批判、创新等综合能

力。”李玲静说，这个受到学生项目式学

习启发的教师研修项目课程就此铺陈

开来，骨干教师们纷纷挑起了重担，成

为各类项目的负责人。

项目课程设计了一条研修的回路

方式：课题—课堂—师生—分析—课

题。课题来自于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

题、难点问题、关键问题，由项目负责人

组织教师们商讨立项，教师们人人参与

课题研究，通过课堂教学研讨并利用大

数据分析诊断功能及时分析师生状况，

固化研讨的成果，最后回到课题本身进

行总结升华。

从校内选拔到团队组建，从集体说

课到邀请名师指导，从大组点评到安排

导师一对一……获得本次优质课一等奖

第一名的科学教师周夏霖回忆起两个月

的比赛期，对“扶着他走路”的团队充满

感激。他是因集团内交流从春华小学来

到绣湖小学的。每一天，他的导师，金华

市教坛新秀、金华市科学优质课一等奖

获得者朱巧林都会早早地和他约定说课

的时间、地点，并制定好计划、目标。大

课间、午餐后、托管等时间，朱巧林都会

见缝插针地听周夏霖说课并为其作详细

的指导。“无论是说课模板、眼神动作，还

是教学流程、重难点突破，朱老师都毫无

保留地进行指点。”周夏霖说，“在项目课

程的推动下，我慢慢找到了方向，从对说

课感到迷茫，到变得信心满满！”

和他的经历一样，不仅是本校教

师，还有许多因绣湖小学骨干教师下乡

支教而对调来工作的农村教师，都在一

个又一个的项目课程中，得到了一次又

一次的成长，专业能力进步飞速，其中

不少人在各类评比中获奖。导师们也

觉得收获颇丰，教育部“一师一优课”获

得者、义乌市优秀班主任蒋玉卿说，在

帮助青年教师提升说课、上课等业务水

平的同时，也在努力充实自己，不断从

青年教师身上学到东西，“学习他们刻

苦好学、兢兢业业的精神；学习他们新

型的教育教学方法；学习他们如何引导

学生互动、合作、探究；学习他们如何与

学生平等地交流……”

以项目引领助教师成长
义乌市绣湖小学教育集团校本研修有特色

本报讯（通讯员 曾昊溟 王 伟）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

是不是还有话没说完？来寄封信吧。”

最近，镇海中学校园内，一个由学生社

团专设的邮筒，让师生们体会到了书信

传递的温暖与惊喜。伴随着邮筒一起

出现的，还有社团学生制作的宣传文

案，其中引用了木心《从前慢》中蕴含浓

浓怀旧意味的诗句。

推出这个公益项目的社团名叫

running smile，他们把这个项目命名

为 running post。一周的试营业时

间，有70多名学生请社团代寄信件（含

明信片），其中有10多封是寄往校外的

信件，有 50 多封是校内信件和明信

片。每封信都郑重地写上了投递日期，

有的甚至具体到分钟。参与的学生有

觉得好奇、好玩的，也有确实想通过信

件说一些平时见面不好意思说的话

的。目前，试营业已经结束，running

post项目将继续。这两天，社团成员

正在制作调查问卷，接下来，他们将向

全校师生征求意见和建议。

学校团委教师介绍，在该校有不

少学生社团公益创意项目，甚至还有

一家“公司”，名叫“镇海中学公益·创

意公司”，下面有不同的创意项目，比

如开设近10年的“无人销售点”，为同

学间提供互动的“兑门书社·爱书吧”，

由校园内无主自行车改建而来的共享

单车，以及梓荫漂流伞和自助复印、打

印机，等等。

“跳房子”学分类
锻炼环保两不误

本报讯（通讯员 杨海虹）最近，每当下课铃声一响，

乐清市盐盆小学一至三年级的学生们便飞奔出教室，跑

到门外的水泥地上开始玩“跳房子”游戏。与传统“跳房

子”时扔沙包或石子不同的是，这些学生边跳边唱，唱的

儿歌内容还是时下最热门的话题——垃圾分类。

“你拍一，我拍一，不要随手丢垃圾。你拍二，我拍

二，尽量少用塑料袋儿……”盐盆小学还在建设中，部

分低龄段的孩子暂时被安排在临时过渡的教室里上

课，因校园活动场地有限，教师在教室门口喷绘的“跳

房子”成为学生们课间活动最好玩的游戏。只见水泥

地上喷绘了四处“跳房子”的格子，颜色与“可回收、有

害、易腐、其他”四大类垃圾桶颜色一致，格子里写了不

少垃圾分类小常识，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设计

动作，边唱边跳。该校还把这项“跳房子”游戏延伸到

家庭中去，让家长和孩子一起玩，通过亲子互动让垃圾

分类知识深入人心。

这
样
的
夺
冠
背
后
彰
显
了
什
么

轻盈绵软、入口即化的棉花糖在这个冬天成
了衢州市衢江区实验小学学生的期盼。原来，校
长邵建刚（右一）在得知学生们喜欢吃棉花糖后，
买了棉花糖机、白砂糖等，带领教师亲手制作棉花
糖，奖励给有进步的学生。

（本报通讯员 吕小英 摄）

校园邮筒传递温暖

“小渔民”来了

日前，宁波市奉化区莼湖中街道心小学举办了“悦海
弄潮，渔味莼小”海洋文化节。活动设置了民俗劳动体验、
海味课程实践、劳动成果展示3大篇章20多个海洋特色
实践项目。全校学生头戴各式海洋生物头饰，在当地渔民
家长志愿者的讲解和教授下，习得了绑螃蟹、织渔网、洗海
带、制蟹酱、挖牡蛎等10多项渔民必备技能。

（本报通讯员 陈 标 周 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