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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郭青松

今年寒假期间，最令

人瞩目的体育赛事莫过

于女足亚洲杯和北京冬

奥会了。

在亚洲杯决赛上，原

本落后2球的中国女足上

演了逆转绝杀，时隔16年

再次捧起冠军奖杯，展现

了“铿锵玫瑰”顽强不屈

的拼搏精神。再看北京

冬奥会，谷爱凌勇敢挑

战，突破自我，获得自由

式滑雪女子大跳台的金

牌；“只要中国队赢，我就

不算输”，短道速滑男子

1000米决赛后武大靖的

发言令人感动……不管

是哪个赛场，也不管是哪

个运动员，运动员本身的

精彩表现之外，最激励人

心的都是他们展现出来

的体育精神。

是的，体育精神，哪

怕是年逾古稀的老人，都

能被健康向上的体育精

神感染。南非前总统曼

德拉曾说：“体育拥有改

变世界的力量，它能够激

发灵感，有着无可替代的

团聚人群的力量，它以年

轻人理解的语言和年轻

人交流，它在绝望之处创

造着希望。”从教育的角

度讲，用体育精神来丰盈

青少年的精神世界，其教

育作用是无比巨大的。

它教育青少年要有

规则意识。人与人之间

需要竞争，但所有竞争的

前提是遵守规则。在体

育竞赛中，那些不遵守规则，搞“小动

作”的人常常遭人诟病，比如使用兴奋

剂、在短道速滑比赛中故意绊倒对手

等。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

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揖让

而升，下而饮”既是谦逊有礼的表现，也

是对规则的遵守。

它提醒青少年要团结合作。在

中国短道速滑队拿到混合团体接力

金牌后，队员范可新说：“我永远都相

信团队。”体育运动项目，尤其是那些

团体项目，仅靠个人的努力是不够

的，哪怕是个体之间的比赛，要想取

得好成绩，也离不开教练、陪练、后勤

工作人员等团队的作用。所以，体育

竞赛不是个人出风头，体育精神更不

是弘扬个人主义，而是学会团结合

作，看到团队的作用——再厉害的球

星也需要队友的配合。

它激发青少年的爱国热情。无论

运动员身披国旗奔跑、欢呼，还是奏响

的国歌和升起的国旗，这些都能对观众

产生强烈的影响，心中的自豪感和爱国

热情都会油然而生。哪怕只是学校的

运动会，运动员们心中想着的也是为班

集体的荣誉而战，周围的观众也在为自

己班上的运动员呐喊。这个时候，学生

爱班级、爱学校的热情会空前高涨。别

小看了这些，扩而大之，他们的爱国热

情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得到升华。从为

班级而战、为学校而战，到为国家而战，

体育精神一次又一次地激发出青少年

的爱国热情。

它有助于提高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水平。在激烈的运动环境和热烈的舆

论环境中，通过相互评价和自我评价，

青少年会感受到友谊、赞扬、批评、激

励等，并产生各种复杂的情感体验。

而在体育运动过程中又需要不断面对

挫折和克服困难，这可以提高青少年

的抗挫折能力和情绪调节能力，培养

其坚强的意志品质；在不断超越自我

的过程中，他们又会体验到成功的喜

悦，从而形成客观评价自我的习惯和

能力，增强自尊和自信心，形成积极向

上、乐观开朗的人生态度。同样，那些

优秀运动员身上表现出来的体育精

神，也会对心理产生积极影响。可以

说，体育精神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心理

资源。

作为教育工作者，应该努力让体

育精神之花开在每个青少年的心间。

当青少年爱上体育，他们就会得到体

育精神的滋养，并因此丰富、滋养、充

实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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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符文安 张 倩）
“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台州市黄岩区富山

小学立足本校纸艺特色，在课后服务时间

里将纸艺课程与托管课堂、学科作业、校

风建设等结合，创新托管服务模式，促进

学生学思并行，快乐成长。

纸间创新，提升托管质量
从上学期起，每天放学铃响后，学生

们就带着欢笑进入纸艺课堂，1小时的创

意课程开启。“同学们，衍纸艺术是一种简

单有趣的生活艺术。制作时，我们需要用

到纸条、卷笔、衍纸模板、胶水……”纸艺

课教师戴慧丽向学生一一展示所需的工

具，在她的指导下，学生们纷纷动手制作

纸艺作品。

“我想创作出独一无二的纸艺作品，

每一天都期待着纸艺课堂的到来。”二年

级学生潘澐轩开心地说道。

“双减”之下，学校在“学、思、行”并进

的教学理念指引下，聚焦学生手动、脑动、

心动的“三动”能力发展，着力培养其好奇

心、想象力和动手能力，打破托管的单一

形式，将纸艺课程融入其中，把纸艺分解

成衍纸艺术、插折纸艺术、剪贴画艺术、剪

折纸艺术等各个教学兴趣小组，实现从托

管到“纸艺与托管结合”的转变。

“‘双减’进校园后，学校调整了托管

模式，纸艺课堂成了学生们最期待的课

堂。全校老师也满怀热忱地加入创意课

堂。”戴慧丽说，“托管模式的转变让学生

主动思考、自主动手的时间增加了，构筑

起新的学习生态。”

作业优化，纸艺融合学科
“没想到语文作业竟然是结合课文内

容设计纸艺画，真是太有意思了！”四年级

学生陈同不可思议地说。学生们都没想

到，纸艺竟然能和语文作业结合在一起。

将纸艺融入学科作业，源于一次主题

为“提高作业质量”的教研活动。活动中，

不少语文教师反映大多学生对课后作业

兴趣不高，草草了事。为了设计出让学生

喜闻乐见的作业，经过多次讨论，学校决

定尝试将纸艺与学科作业相结合，以个性

化作业、专项作业等灵活多变的形式，吸

引学生积极主动完成。

语文教研组组长於思成表示：“纸艺作

业打破语文学科抄写、练习的作业形式，让

学生将课上的所学所悟，通过自己的理解，

设计成纸艺作品。学生们对纸艺作业的兴

趣很高，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完成创作。”

除了与语文学科融合，纸艺作业还迁

移至音乐、道德与法治等课堂中。纸艺作

品《花旦》的作者陈雨涵说：“音乐老师在

课上给我们播放了京剧，人物的打扮太特

别了，我就在想能不能用纸艺做出这样的

作品。没想到在音乐老师的帮助下，我真

的完成了。在制作的过程中，我还了解了

京剧角色的各种扮相，这可是课本里学不

到的知识。”

纸艺助力，打造优良校风
紧跟“双减”的脚步，学校将“环境育

人”的校风贯彻到底，把纸艺与校风建设

紧紧结合，建成了纸艺展览角、文化长廊，

用以展示学生的优秀作品。

“哇！那是我们跟着陈老师学跳舞的

样子。”“看，这幅画和我们学过的古诗《四

时田园杂兴》相关。”……课间，学生们的

目光聚焦在各个纸艺角。在这里，学生们

可以尽情展示才华，倾听每一面墙壁的

“发声”。

校长黄君平表示，学生的纸艺作品分

布在教学区的各个角落，是校园建设最亮

丽独特的风景线，学生的创意、学校的精

神都在纸间呈现，无声地传递给每一名学

生，在他们心中播下积极成长的种子。在

新的学期里，富山小学将继续开展以全人

教育为目的的纸艺拓展课，打造落在实

处、体现温度、浸润情怀的素质课堂。

台州市黄岩区富山小学：小小纸片助力“双减”落地生花

□本报记者 张纯纯

“我画的冰墩墩会是谁收到呢？”冬奥

会期间，多名运动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

自己收到的运动员背包，里面除了有吉祥

物冰墩墩，还有一幅中国小朋友的绘画作

品，为运动员们送上新春祝福。看到参

加了4届冬奥会的选手布里特妮·考克斯

在采访时表示收到画感觉很温暖，并把

画挂在了墙上，金华市站前小学五（4）班

学生吴依依也开始畅想自己的画会出现

在哪位运动员的背包里。原来，这些画

作均来自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青少年画作展中的作品，站前小学共

有8名学生的绘画作品入选。冰墩墩、雪

容融、滑雪、滑冰、长城、长江……一幅幅

融合了冬奥会元素和中华文化的精美画

作，不仅描绘了站前学子对冬奥会的向

往，更是向祖国表达了美好的祝福。

把画作放进运动员背包里的机会并

非人人都有，但浙江的师生们对冬奥会

的热情并没有因此打折。这个寒假，在

与北京冬奥会“更高、更快、更强、更团

结”精神的同频共振中，在浓浓的“冰雪”

味里，师生们努力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冬

奥时刻”，一起向未来。

用艺术点“靓”冬奥
粘好最后一圈五彩冰丝带，花了近

一个半小时后，平湖市东湖小学东湖校

区的五年级学生孙逸一终于拥有了一个

独一无二的冰墩墩。这个以彩色面团为

原料，通过印、捏、镶、滚等技法完成的面

塑版冰墩墩，是孙逸一在平湖市青少年

综合服务中心举办的“走近面塑文化，一

起实现‘冰墩墩’自由”青少年公益课堂

活动上制作的。“活动通过‘青春平湖’公

众号发出后，报名人数一下子就破百

了。因为江南面塑文化展示馆场地有限

及为了更好的制作体验，最后确定了13

名学生参加。”活动负责人王萍介绍，此

次活动将非遗面塑艺术与冬奥会巧妙结

合，现场还举行了冬奥知识问答，让青少

年在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了解冬

奥、走进冬奥、助力冬奥。

冬奥会开幕以来，吉祥物冰墩墩凭借

其可爱的形象成为“顶流”，“一‘墩’难

求”，于是师生们纷纷“脑洞”大开——剪

刀下、画笔下、毛笔下的冰墩墩各具形态、

惟妙惟肖；“橘墩墩”“灯笼墩”“大米

墩”……独特的材料也让学生们手里的冰

墩墩成了限量版。杭州市长寿桥小学学

生商佳玲选择用咸鸭蛋来制作冰墩墩，在

她看来，冰墩墩原型虽然是只熊猫，但白

白胖胖的，远看像个蛋，用白色的咸鸭蛋

来制作很符合它的肤色，“我还在下面配

了透明的糖盖，像冰雪一样晶莹剔透。祝

愿运动员们像冰墩墩一样拥有强健有力

的身体，坚韧不拔的意志，超越自我”。

除了吉祥物以外，也有师生被本届

冬奥会的体育图标吸引了目光。冬奥会

前夕，绍兴市上虞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上德校区版画社团的学生们就在教师的

指导下，采用传统版画、活字印刷等非遗

工艺，生动呈现了24枚冬奥会体育图标，

送上对中国奥运健儿以及伟大祖国的美

好祝福。

浦江县前吴乡福和希望小学美术教

师张晶晶则在寒假期间发挥专业特长，

运用阴刻、阳刻等篆刻手法，创作了24

个冬奥会图标和6个冬残奥会图标。张

晶晶表示，这30个体育图标本身就是以

中国汉字为灵感来源，并以篆刻艺术为

主要呈现形式的，自己家里正好有橡皮

砖，就想以此为中国冰雪运动员加油助

威，“我还在画面里添加了几条不规则

的线条，这样印出来的画面有种运动中

带风的效果，更能体现运动时的速度和

激情”。

冰雪运动“热”起来
比冰墩墩更招师生们喜欢的，是在

冰雪场里肆意飞扬、不断超越自我的奥

运健儿。“我每天都会看比赛，目前为止

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选手谷爱凌在自由

式滑雪女子大跳台比赛的最后一跳，她

完成了向左偏轴转体1620度动作，非常

不容易。她刻苦训练、永不放弃的精神

值得我学习。”与孙逸一一样，观看冬奥

会比赛成了许多中小学生今年寒假最喜

欢的作业。

宁波市实验小学七色花中队冬奥假

日小队的学生们却不仅仅满足于“看”，

他们在教师的带领下来到宁波市奉化区

商量岗滑雪场，亲身接触冰雪，感受冰

雪运动的魅力。“看电视时，孩子们只觉

得滑雪很酷，但亲身实践以后

就会发现一个简单的动作都需

要多次练习才能完成，更能体

会到运动员的不易，自己也在不

断摔跤中越挫越勇。”班主任叶

彦炯说。

在宁波市海曙区洞桥镇中心小

学的校园里，一场激烈的“轮转冰”速度

轮滑竞赛让冬日的校园沸腾起来，这是该

校在寒假托管中推出的“筑梦冰雪·相约

冬奥”冰雪嘉年华课程的一部分。为了让

参赛选手的体验更真实，此次实战采用

“两圈计时赛”的冬奥会比赛形式，每圈

100米，共滑行两圈，用时最短者胜出。

作为全国青少年校园冰雪特色学

校，近年来，海曙区洞桥镇中心小学大力

普及轮滑运动，主攻短道速滑。全校有

99%的学生参加过轮滑课程，并已培养

出90名专业队员。“学生们在轮滑中迸发

激情，挑战自我，感受轮滑带来的自由与

活力。”校长陈伟平介绍，多年的轮滑训

练经验让轮滑队员们能够在极短时间内

就完成“轮转冰”，2021年年底，学生代表

就在教练的带领下走进真冰场开展“轮

转冰”特色项目基地实践活动。

没有冰雪条件怎么办？右手推着外

公烧开水用的不锈钢水壶，左手拎着一

把海绵拖把，杭州市行知中学708班学

生骆宇涵在公园里来了一场“个人冰壶

赛”。骆宇涵曾去芬兰参加研学并和当

地学生打了一场冰壶对抗赛，对此印象

深刻。因此当收到“冬奥模仿秀”的班级

作业后，他第一个想到要模仿的就是冰

壶比赛。而其他同学上交的作业也是创

意十足，有的拿滑板当钢架雪车，有的用

羽毛球拍当冰球棍……一个个冬奥会

“杭州分会场”就这样诞生了。

冰雪之外还有什么
用二十四节气来倒计时，黄河之水从

天而来奔汇成“冰”，五环破“冰”而出，普

通的中国人将国旗手手相传，最后一棒火

炬直接放在主火炬台上……北京冬奥会

开幕式诠释了大美中国里的浪漫美学，也

展现了绿色、共享、开放的办会理念。

“北京冬奥会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绿

色’……‘绿色’大巴是北京冬奥会上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它们可是‘身怀绝技’，所使

用的能源既不是油也不是电，而是氢，可

谓‘氢’装上阵。”杭州市保俶塔实验学校

（松木场校区）学生章家诚在寒假作文里

写道。

杭州市上城区九堡街道东城小学二

年级学生马成骏不仅从冬奥会里学知

识，还主动替开幕式“查漏补缺”。当他

发现倒计时里的最后10个节气因为节奏

加快并未配上诗词时，他决定将这些缺

失的诗词补齐——秋分节气用上了李白

《秋登宣城谢朓北楼》里的“江城如画里，

山晚望晴空”，大雪节气则用名句“千山

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他还在爸爸的

帮助下结合央视的播出画面，制作了小

视频。

在叶彦炯看来，在学科类知识的补

充和运用之外，冬奥会对小学生而言更

重要的作用是“提高规则意识”。她提

到，自己所带班级的学生都在10岁左右，

4年前的冬奥会很多项目他们还不能理

解，但从去年的东京奥运会到今年的北

京冬奥会，他们越来越能体会到必须有

规则意识才能更好地提升自己，这对学

习和生活会有很大的帮助。

身为一名二年级学生的家长，王萍坦

言这个寒假和孩子一起看冬奥会是“压力

满满”，“他提出的很多问题我们也不了解，

需要查资料才能解答，这其实是‘双减’理

念之下的让家长和孩子共成长”。

这个寒假是这个寒假是““冰雪冰雪””味的味的
浙江师生火热共筑冬奥梦浙江师生火热共筑冬奥梦

2月13日，温岭市箬横镇宣传办、团委、妇联联合温岭市乡村七巧
板爱心服务社在箬横镇童阅吧开展“当元宵遇见冬奥”主题活动。40
多名“小候鸟”参加活动，人人巧手自制“冰墩墩”元宵花灯，一起看冬
奥、庆元宵。 （本报通讯员 朱国兵 摄）

和和““冰墩墩冰墩墩””一起过元宵一起过元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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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期间，诸暨市浣东街道城新小
学学生贾思涵体验滑雪运动，感受冰雪
运动的魅力。

（本报通讯员 孙晓菲 周蜜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