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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本报记者 叶青云

周一体育、周二形体、周三体育、

周四足球、周五体育……这是杭州市

闻涛小学2020学年101班的体育课

程安排。不只是一年级，二到六年级

的体育课也变多、变丰富了——二年

级学生每周2节体育课、1节形体课、

2节足球课；三到六年级每周有3节

常规大课，还有2节35分钟以内的阳

光体育小课。这种天天都有体育课

的安排，让天性活泼好动的孩子们直

呼过瘾。

据杭州市滨江区教育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该区 6月专门出台意见，

要求各校自 9 月起实行体育新政：

“每天一节体育课”“每天校园体育锻

炼1.5小时左右”“家校联动每天平均

运动2小时”……起步阶段选择2～4

所学校全面试点实施，计划于 2021

年全面推广。

与此同时，省内其他地区的许多

中小学体育也正在经历一场“推陈出

新”，体育课为何悄悄“变了脸”？记者

就此走访了一些学校，一起来见识一

下新学期里的“新”体育。

落实新课标，形态多起来
海宁市狮岭学校在每周体育课程

中融入了大课间及体艺2+1课程，保

证学生每天的运动时间达到 1.5 小

时。此外，还开设了足球、轮滑、运动

操等可供选择的兴趣项目，增加了晨

间训练小组，让参加各类体育项目的

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指导教师

既有本校教师，也有外聘教师。校长

张海忠认为，有体艺特长的各科教师

可以多方向开展一些活动，加入到“全

员体育”中来，助推学生身心成长。“学

校在保证体育教师每周授课时间的基

础上，采用分人分段进行指导，尽可能

地降低教师负荷，这样一来，既保证了

学生的运动时间，又不至于让体育教

师过于劳累。”

“新学期，学校将上午45分钟大课

间、下午15分钟小课间，全部给学生用

于体育活动。每周一、三、五还会安排

各班级进行足球、篮球等分项活动，每

周二、四进行跳绳训练。”湖州市新风

实验小学教育集团体育教师姬肖纲告

诉记者，学校除了要保证学生体育锻

炼的时间外，还应不断丰富体育锻炼

活动的形式，完善体育锻炼保障措施，

健全体育锻炼激励考核机制，“这些措

施对激励学生参与运动锻炼有很大的

促进作用。”

“中小学体育课程设计的改革应

减少学习内容，增加学习内容的时间，

一学期开设不超过4个运动项目。单

元训练需要连续执行，评价原则遵循

‘能力为先’。”省教育厅教研室中小学

体育教研员、省特级教师余立峰指出，

在学校层面中，要求形成一个良性循

环，即体育课学技术、大课间练技术、

运动会赛技术，同时要与体质健康测

试形成合力，从而落实课改，追求“真

质量”，最终实现“一校一品、多品”。

诸暨市陶朱街道城西小学校长侯

科顶表示，体育课形式和内容丰富起

来的同时，学校也不应忽视对体育课

质量的监督，以及争取家长对体育学

科的支持力度。该校分管校长每周会

通过学生座谈、备课检查、听课了解等

方式，对体育课进行抽样检查，肯定优

点、提出不足；定期召开专项家长会，

改变家长意识，努力形成家校共同重

视体育的良好氛围。

防疫常态化，规划细起来
此前，受疫情影响，中小学生日均

户外活动量下降，电子产品使用过度，

体育锻炼时间减少，体重超重和肥胖

现象增多，一些地区和学校的学生近

视率上升等问题日渐凸显，省教育厅

办公室发布了《关于疫情防控常态化

条件下进一步增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

的通知》，要求“全面落实学校体育课

程，根据青少年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

疫情防控要求，创新教学方法和教学

组织形式，循序渐进、科学安排体育课

程内容”。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许多学校会

在体育课堂中有意识地引入防疫要求

相关内容。比如常山县球川镇中心小

学的体育课着重加强学生心肺功能训

练；湖州市织里镇轧村小学则在运动

难度和强度上作了调整，避免高强度

的剧烈运动，适当地增加一些基本素

质练习，给学生体力一个逐步适应的

过程，同时为了减少聚集，学校尽量选

择一些学生单人可完成的项目。

绍兴市柯桥区钱清街道遗风小学

是一所有体育特色的农村学校。本学

期，该校在体育课堂中增加了运动与

营养、生命教育、应急自救互救的培训

和教育等内容，由体育教师和班主任

一起，通过面授或自制视频互联网宣

传两种方式展开教育，学校在学期期

末时将会进行相关测试，将其作为学

生体育课综合评价的一部分，计入总

成绩。

各校还按防疫要求在校园内切实

划分各学段、各班级学生活动区域，变

学生大课间集体锻炼为以年级为单位

分场地进行锻炼，避免可能存在的交

叉感染。江山市贺村第一中学将原来

的田径场跑操改为广播操、慢跑、散步

等相结合的多种形式，同时，将锻炼场

地进行划分，比如九年级绕消防通道

慢跑，八年级在足球场做操，七年级在

田径场跑步，等等。

“这学期的学校体育课采取基础

课程上的自主选课方式进行。”松阳

县民族中学办公室副主任杨红卫介

绍，学校把各体育项目进行整合，在

保证中长跑、足球、乒乓球等必需项

目基础上，把篮球、排球、跳绳、仰卧

起坐、俯卧撑等课程作为阶段性选择

项目，把爬杆和少数民族传统项目

“赶野猪”作为兴趣项目。“必需项目

集体性上课，选择项目和兴趣项目进

行分小组‘复式教学’，确保运动强度

和锻炼效果。”

用餐“红绿灯”制
拒绝餐桌浪费

本报讯（通讯员 裘志刚）新学期，在绍兴市

元培小学的食堂里，每个班级的就餐处都多了一

个特别的厨余垃圾桶。这是该校倡导“光盘行动”

的新举措。

每个厨余垃圾桶的内外桶壁上各竖向贴着一

条“彩虹尺”，自下而上依次为绿色、黄色、红色，灵

感来源于红绿灯。只要学生把吃剩的饭菜一倒

入，就能清晰地看清楚本班学生中餐是否光盘，绿

色表示节约粮食做得好；黄色表示要重视，离节约

有一定距离；红色则表示需要警醒。

学校还建立起“丈量员”制度，每天中午安排5

位党员教师在学生用餐结束后对各班“光盘行动”

进行打分。按照“绿色2分、黄色1分、红色不得

分”的评比标准，学校每周给全校得分最高的几个

班级在表扬栏中张贴“光盘贴”，以示褒奖。

本报讯（通讯员 张建锋）
日前，无偿献血志愿者蔡云龙再次

来到瑞安市血站捐献血小板，此次

献血是他的第100次献血。献血

完成后，市血站站长郑昌清为他献

上了鲜花，以感谢他的奉献。

今年40岁的蔡云龙是上望第

一小学的教师，从教已有 20 多

年。“我记得第一次无偿献血是在

一辆献血车上，当时对无偿献血并

没有什么概念，看到献血车了，就

想尝试一下。”蔡云龙说。

蔡云龙首次献血时间在2001

年，随着对无偿献血的逐步了解，

从2008年开始，他养成定期献血

的习惯，每年献全血1～2次。在

20年的献血过程中，蔡云龙的献

血总量已达 2.31 万毫升。2014

年，蔡云龙在新闻报道中了解到，

医院里血小板的需求量很大，于是

他开始尝试捐献血小板。“捐献全

血的间隔期很长，需要半年时间，

而捐献血小板，间隔期仅两周，这

样我就能帮助到更多的人。”蔡云

龙还加入了瑞安热血志愿者服务

队。他说，只要身体条件达标，他

就会一直坚持无偿献血。

新学期，“新”体育□王 欢

学生开学了，教师也

开启了新的职业之旅。

近期，网上流传各种推

文，对教师提出了各种建

议，如给青年教师的几个

忠告、新学期教师一定要

记住的几点，等等。内容

重复，却难以触动内心。

在笔者看来，教师要实现

真正的成长，更在于自我

的修炼。

首 先 ，敢 于 独 立 思

考，承认自己有所欠缺而

不是万能的。很多时候，

人的思考不是自我意志

的体现，而是按部就班或

人云亦云。就拿开学这

件事来说，所有议程都是

之前就安排好的。教师

其实可以自行举办一个

有特色的开学典礼，比如

根据家长庆幸“神兽归

笼”，教师感叹假期余额

不足的普遍心态，就可以

把开学典礼设计成教师、

家长 、孩子三方的访谈

会，互相倾听对方的心

声，把那些孩子希望的、

家长焦虑的、教师担心的

东西全部敞开来说一说，

增进大家的理解，给孩子

的新学期注入新的能量。

现实中很多家长把

教师当神一样看待，以为

教师可以解决学生所有

的问题。渐渐地，导致很

多教师自我定位过高，事

事要求家长和学生百分

百配合，有一点点差错都

不行。而真正成熟的教

师要有界限感，能独立思

考，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知道

自己该做到什么程度。

其次，敢于面对内心，向自己问责而

不是甩锅他人。教育工作很多时候是一

团乱麻，这绝非依靠个人力量就能够改

变。抱怨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但教师也不

能把一些制度弊病认作理所当然，因为这

种“理所当然”会是教师成长过程中的最

大阻碍。很多教师接受不了班级内部生

源质量的巨大差异，把问题都归咎于学生

的家庭教育。但真正要求自我成长的教

师会向自己问责，选择接受学生学习能力

上的个体差异，尝试通过课程、阅读、家校

合作等途径，激发学生潜能，尽量弥补这

种差距，而不是要求外部环境的改变。

再者，敢于直面问题，愿意接受建议

更愿意接受批评。苏格拉底曾说：“未经

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一个真正自我成

长的教师，要经常审视自己，愿意听到真

心批评的声音。

最后，敢于坐冷板凳，选择安静而不

是浮躁。世俗意义上的教师成长似乎是

获奖，又或是获得某种光环以及职务，这

样的成长其实是功利的。真正的成长是

自内而外的，内在渴望、内在觉醒、内在追

求才是成长的力量源泉。不随波逐流，不

被功名利益侵蚀，扎扎实实地守住自己的

一片天地，这才应该是教书育人者的模样。

教
师
成
长
中
的
自
我
修
炼

□本报通讯员 唐 晔

“明天要坐飞机/我要带个捉云的

网/看到窗前飘过的白云/就把网儿撒

下去/拉了半天/云儿全都漏网了……”

这首充满想象力的儿童诗出自平湖市

实验小学教育集团三年级学生李熠辰

之手，三五句话，就把自己第一次坐飞

机的期待心情流露得自然而诙谐。该

校校长芮金良说，学校里像李熠辰这

样的小诗人比比皆是，他们都是学校

风筝娃娃儿童诗社的成员。

从1999年起，平湖市实验小学就

开设了风筝娃娃畅选课程之“童诗伴

我成长”，每周每班开设一节儿童诗课

程，20余年来从未间断。

走进平湖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各

个校区，橱窗内、走廊里、楼梯上随处可

见张贴着的一首首儿童诗。多年来，该

校陆续邀请了许多著名儿童诗人来校

交流讲学。诗人圣野、黄亦波等分别带

着诗作来校，校园内掀起了一股学习儿

童诗的热潮。学生们跟着名家学童诗，

写好童诗让名家修改与推荐发表。“读

诗成风，爱诗成风，平湖市实验小学飞

出了一群群喜欢采诗的蜜蜂。”圣野曾

这样盛赞过他的小学员们。

“我们请省特级教师、省作家协会

会员等名优教师担任儿童诗课程的指

导教师，他们引领学生阅读与写诗，通

过开展儿童诗教育专题文化日、文化

周、文化月等活动，使得学校教育烙上

儿童诗教文化的印记，让儿童诗在孩

子们的心灵深处播下美好的种子。”芮

金良说。

学校结合其他学科内容，融入儿童

诗元素：美术课不仅仅是看到画面的意

境美，还要感悟诗歌的语言美；音乐课

教学儿童诗的配乐吟唱，再选出好音乐

诗歌作为课间铃声；信息技术教学中辅

导学生编辑电脑诗歌小报等。

该校还利用家长和社会资源，挖

掘平湖地理优势，利用周末或者寒暑

假时间，开展参观、调查、采风等实践

活动，引导学生关注和投入生活，走出

校门，亲近自然，感受自然之美。学生

们在感受当地历史和游览名胜古迹的

同时，一首首充满童趣的儿童诗在他

们的笔尖流淌。

“儿童诗贵在用浅显、浓缩的语

言，写出孩子们的童心，学生在此过程

中，提高了观察、思考和创新能力。”风

筝娃娃儿童诗社的指导教师张华从教

近40年，一直致力于儿童诗教学研究，

所带领的学生在全国各级各类少儿期

刊发表儿童诗数百首，还获得过全国少

年儿童诗歌夏令营创作比赛二等奖。

该校新近成立了儿童诗课程开发

中心，在此前出版的《风筝娃娃儿童诗

作品集》的基础上，再次开发出满足学

生需求的《风筝娃娃儿童诗校本课程》

教材，同时制定了进一步的课程教学

计划。儿童诗教学在该校的百年办学

历程中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美好童年 诗意成长

充气泳池、水枪……满世界的水花飞溅，满校
园的欢呼雀跃。缙云县机关幼儿园中班和大班的
孩子新学期返校后的第一项集体活动是“共赴一
场戏水之约”。图为孩子们在尽情享受玩水的乐趣。

（本报通讯员 胡晓伟 杜益杰 摄）

近日，杭州市临安区浙江农林大学附属小学的
师生们走进浙江农林大学农学院植物生产实验室，
零距离观察植物从“试管婴儿”到“开花结果”的生
长培育过程。他们聆听了农学院教师讲解相关知
识，并且自己动手体验种植。

（本报通讯员 陈 伋 陈华峰 摄）

视点第

瑞安一教师无偿献血100次

探秘植物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