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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科普趣味科普 我听你说我听你说

为深入做好科学教育加法，赋能学生成长，近日，浦江县黄
宅镇中心小学举办了趣味十足的校园科技节。活动现场，18
个极具创意的科学小实验齐亮相，让学生沉浸在科学的海洋
里。图为学生正在讲解“彩虹泡泡龙”的实验步骤。

（本报通讯员 朱晓惠 摄）

□本报记者 邹红宇

跑位、传球、盘带、射门……日前，

在苍南县藻溪镇小学的绿茵场上，一群

足球小将正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地训练

着，赢得围观学生的阵阵喝彩。“我喜欢

踢球，虽然现在还小，但是未来我要为

中国队拿奖杯！”二年级女生林迪身穿

红色队服，言语中毫不掩饰自己对足球

的热爱。

走进温州各中小学校，这样生动的

校园足球场景随处可见。近年来，温州

大力推动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不断完

善足球教育体系、普及校园足球运动、

畅通足球人才成长通道，努力营造“人

人都参与，班班有球队，年年办赛事”的

校园足球氛围，在夯实足球人才根基的

同时，铺展出一条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的新路径。

厚植校园足球文化基因
踩球、拨球、拉球……正值大课间

活动时间，温州市第三中学的学生们一

人拿着一个足球，排着整齐的队伍，循

着音乐节拍，与足球亲密互动。足球操

是该校足球教学的特色项目，它让学生

的球技日渐“炫酷”。据悉，学校不仅成

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将足球项目融入

每天30分钟的大课间活动，还组建了

男女足球社团及校队，积极开展训练，

并于每学年举办校园足球联赛，让每个

学生都参与足球运动。

发展校园足球，首要任务是提升学

生对足球的兴趣，让更多的学生参与足

球运动，不断扩大校园足球的普及面。

对此，温州创新体制机制，开始了一系

列积极的探索：从2011年起，每年定期

举办校园足球联赛，已形成“校—县—

市”三级校园足球联赛体系；从2018年

起，将足球运球绕杆纳入体育中考选考

项目；2024年，青少年校园足球更是被

纳入温州“小切口、大撬动”改革项目，为

校园足球的发展按下了“加速键”……

通过一系列有力举措，温州逐步建立起

从“激发兴趣”到“培养特长”再到“专业

发展”的校园足球人才培养体系，让学

生在绿茵场上汲取力量，为他们的健康

成长注入强劲动力。

校园足球的发展离不开课堂这个

主阵地。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温州市

第二外国语学校通过构建多层次的足

球教育课程矩阵，将足球文化融入校

园；温州市第二十三中学构建“快乐足

球”课程体系，让更多学生享受足球运

动的乐趣；温州市洞头区灵南小学以课

程普及足球技能，实现“人人会踢足球”

的目标……此外，足球绘画、足球征文

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为校园足球氛围的

营造锦上添花，让足球成为温州学子校

园生活的一部分。

截至目前，温州已累计创成全国足

球特色学校（幼儿园）197所，数量位居全

省第二；省足球特色学校（幼儿园）280

所，数量位居全省第一。这两类特色学

校基本达到有场地、有运动队、有师资、

有课程、有足球特色品牌的“五有”标

准。此外，温州全市还有39所中小学被

省教育厅列为省校园足球基地学校。

畅通足球苗子升学通道
冬日的午后，在苍南中学的球场

上，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少女身姿矫健，

时而冲刺，时而急停，时而敏捷转身。

她叫潘维韦，是该校高三（19）班学生，

也是校足球队成员。她与同伴一起达

成了市中小学生足球联赛女子高中组

14连冠、省校园足球联赛女子高中组

前4名的目标，打入了省青少年足球联

赛女子高中组决赛，获得了亚军。

潘维韦的足球之路始于藻溪镇小

学。“我记得是在小学三年级开学的第

一节体育课上，教练觉得我爱蹦爱跳

的，于是让我参加校足球队的试训。试

训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加入了校

队。”没想到这一踢，就是10年。当年

那个活泼的小女孩，凭借足球特长进入

苍南县灵溪镇第二中学、苍南中学，并

获得了国家一级运动员证书。如今，潘

维韦正在准备体育单考单招和高水平

大学体育特招，她希望在足球这条道路

上能走得更远。

“到了初中，迫于学业压力，学生

无法兼顾训练和学习，很多足球小将

无奈离开绿茵场，这就是所谓的‘12

岁退役’现象。”苍南中学女足教练李

响坦言，鉴于职业赛道的强竞争性与

职业路径的不确定性，许多家长在为

孩子规划未来时尤为谨慎，因此，很多

小球员升入中学后，就渐渐退出了高

强度的足球训练，选择“挂靴”。

如何破解“12岁退役”难题，让喜

欢踢球的学生能够在校园里坚持踢下

去？2023年5月24日，温州印发《关于

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

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健全“一条

龙”人才培养体系，开展相同项目体育

训练，组成对口升学单位，解决体育后

备人才升学断档问题。

为此，温州鼓励和支持省级以上足

球特色学校在全市范围内招收足球运

动拔尖学生，同时义务教育阶段被列入

省校园足球基地学校的学校可面向区

域内学校招收足球苗子。高中学校足

球特长生招生明确“招生计划数单列”，

近几年全市普通高中平均每年招收足

球特长生约130人。其中，苍南实施小

升初、初升高的足球苗子招生政策，并

探索全县“若干幼儿园+6所小学+3所

初中+1所高中”足球后备人才成长模

式，打通从幼儿园到高中的足球特长生

升学通道。2024年以来，全县4所初

中段基地学校招收足球苗子35人，高

中段招收足球特长生18人。畅通的升

学渠道让更多像潘维韦一样的足球苗

子能够在校园里恣意逐梦绿茵。

提升校园足球发展保障水平
“没人踢球”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在哪踢球”“谁来指导”的问题接踵而

至。在温州，教育局、体育局、学校多方

上阵，共同提升校园足球场地、设施、师

资等发展保障水平。

在藻溪镇小学的足球文化墙上，有

一张老照片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得知摘

得省校园足球联赛总决赛小学女子甲

组一等奖的消息后，女足队的8个女孩

在绿茵场上高高跃起，背后的彩虹见证

了她们的无限喜悦和激动。其中，身穿

8号球服的女孩，正是该校2024年入

职的女足教练宋小影。在大学也是校

足球队主力的宋小影，接过母校校长抛

来的橄榄枝，回校任教。她希望传承足

球精神，接力打造一支冠军队伍。

“学校充分挖掘教师资源，由体育

教师担任主教练、外聘教练担任助教，

还曾引进塞尔维亚籍教练加入教练团

队，在师资上保障学校足球教学的有效

开展。”校长陈德祥表示，本学期学校又

外聘了3名专业足球教练。他介绍，由

于喜爱足球的学生越来越多，学校准备

在原有标准五人制笼式足球场、梦想足

球场的基础上，再新建一个开放式足球

场，让学生们的童年有一个值得骄傲的

绿茵记忆。

为了提升校园足球教学水平，温州

一方面通过公开招聘，引进足球专业优

秀毕业生和高水平运动员担任教练；另

一方面，依托市体育局、市足球协会等

开展校园足球裁判员培训，依托温州足

球学院（设在温州大学）举办足球教师

素养提升培训班，定期选派体育教师参

加各级各类足球素养培训班。这些热

爱足球的教练和学生一起，为了共同的

目标风雨无阻地努力。宋小影就表示，

不管是暴雨、高温，还是大风、冰雪天

气，日常训练从来没有停过，“因为足

球，学生们拥有了良好的身体素质，锻

炼了意志力，提升了团队精神”。

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

来，温州将进一步深化校园足球试点改

革，组建中小学校园足球专家库，培养

校园足球苗子，推进校园足球文化建设

等工作，推动青少年体育健康高质量发

展。随着改革的深入与推广力度的加

大，未来的温州定将成为更多青少年实

现绿茵梦想的热土。

□本报通讯员 徐敏杰

占地约5平方米的竹趣小屋、可容

纳四五人的竹雨篷、能坐两三人的竹长

凳……走进江山市长台小学，可以看到

各式充满竹元素的特色建筑物。令人意

想不到的是，这些竹建筑物都是学生设

计的，有些还是学生亲手制作的。

校长毛俏俏介绍，长台镇竹木资源

丰富，基于乡土特色和学生的兴趣爱

好，学校结合学科教学与劳动教育的目

标，聚焦设计思维与动手能力的培养，

于2024年4月推出了竹建筑物设计制

作课程。

每周五下午，课程在一至五年级

准时开启。5个年级分别开展竹秋千、

竹长凳、竹名牌、竹雨篷、竹趣小屋建

造项目，建造过程中涉及数学、科学、

劳动等多门学科的知识能力迁移。为

确保课程的高效实施，学校召集各学

科骨干教师，根据建造项目和学生特

点研发课程内容、组建教学团队，并对

课程开展的各个环节明确时间节点及

责任教师。

“小屋是我们自己设计的，我们还和

工人叔叔一起把它建了起来。”“小屋在

建造时，最重要的是竹连接处的牢固性，

同时要关注防水防潮。”在竹趣小屋里，

学生们七嘴八舌地分享起设计和建造的

过程。先明确小屋的设计方向和要求，

再用铅笔和尺子画出模型，然后评选出

最优设计方案。

竹趣小屋项目指导教师表示，学生

主要负责小屋的设计，建造由专业施工

队完成。施工过程中，学生们会带着图

纸来现场学习建筑学知识，同时，一些简

单的搭建工作会交由学生完成。

从带着“如何用竹子制作建筑物”的

疑问展开探索，到一个又一个竹建筑物

落成，半年多的时间里，学生们深入探究

了竹子的开发利用，发挥了自身的创造

力与动手能力，提升了团队协作沟通能

力，增进了对环保、建筑美学及传统手工

艺的认识。“这是一个‘五育’并举的学习

过程，我们计划进一步丰富课程内涵，拓

展更多的竹制品、竹建筑物制作项目，在

提升学生综合素养的同时涵养乡土情

怀。”毛俏俏表示。

小小建筑家“竹”梦未来
江山市长台小学开设竹建筑物设计制作课程

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小学：
昆虫博物馆开馆了

本报讯（通讯员 方浩人 谢妮卡）“这是书

上说的枯叶蝶！”日前，在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小学

的昆虫博物馆里，四年级学生崔辰歆兴奋地发

现“在书上看到的昆虫，我在这里都能找到”。

这个昆虫博物馆于 2024 年 12月投入使

用，一开放，便成了学生们闲暇时的热门去

处。午饭时间过后，他们三三两两地结伴前

往，兴致勃勃地和同伴分享自己的发现和“最

爱”。馆内灯光明亮，封装着昆虫标本的相框

整齐地排列在展示墙上。据统计，馆内共展出

1000多种昆虫标本，每个标本旁都详细标注着

名称、种类和分布地区。除生物标本外，馆内

还展出了蝴蝶画、蝴蝶拼图和以蝴蝶为灵感设

计创作的美术作品等，使昆虫博物馆成为一个

集科学教育和美育于一体的教学场所。

副校长王玲珏介绍，建造昆虫博物馆是为

了给学生打开一扇探索世界的窗户，激发他们

对未知领域的好奇。未来，学校计划在昆虫博

物馆内开发一系列涵盖科学、美术、语文等多学

科的主题课程。

嘉兴市第三中学：
“心语邮递”暖校园

本报讯（通讯员 程 徐）日前，嘉兴市第三

中学畅谈心理社在校园里发起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心语邮递”活动。他们在校园一角摆好信封、

信纸和贺卡，将环境布置得温馨静谧，鼓励同学

们把心里话写下来，通过书信的形式，在同伴间、

师生间搭起一座心灵沟通的桥梁。路过的学生

纷纷拿起笔，倾诉自己的心声，将内心的情感化

作文字，传递给他人。

据统计，此次活动共收到信件100封，其中

既有学生对友情的珍视，也有对未来友谊的期

许；既有对教师的感恩，也有对自己的鼓励与期

待。这些信件经过精心包装，由心理社的成员

在元旦前一一送达，成了校园里一道美丽的风

景线。

本次活动不仅让学生学会了倾听和表达，在

送信的过程中，心理社的成员也收获了许多感

动。他们表示，这次活动不仅锻炼了自己的沟通

能力，还深刻体会到了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的美

好。接下来，学校将秉承“关爱心灵，助力成长”

的宗旨，举办更多有益于学生身心健康的活动。

绍兴市上虞区龙山学校：
800多张课桌组成长街宴

本报讯（记者 杨 倩）近日，绍兴市上虞区

龙山学校举行了长街宴活动。1500多名师生身

着传统民族服饰齐聚一堂，品鉴特色美食，欣赏

歌舞联欢。

操场上，800多张课桌拼接而成的长街宴宛

如一条长龙。烤羊肉串、坨坨肉、酸汤鱼、五色

花米饭、生酸菜、粑粑腊肉、豆腐酿……一道道

民族特色美食一字排开，香气扑鼻。

“这是我们新疆的特色美食烤包子，选用肥

瘦相间的新鲜羊肉作为陷料，包成方形后贴在

馕坑里烤熟，入口皮脆肉嫩、味鲜油香。”一名

头戴维吾尔族花帽的学生自豪地介绍道。“看

着就诱人，快让我尝尝！”“给我再来一个，真的

太好吃了！”周围的学生争相品尝，不禁发出连

连赞叹。

据悉，龙山学校共有学生1560名，来自全国

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涉及16个少数民族。

校长董洪根表示，近年来，学校一直结合校情着

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长街宴就是载体之

一。学校希望借长街宴凝心铸魂，在广大师生、

家长心中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

导大家如同石榴籽一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2024年12月30日，安吉县第七小学教
育集团塘浦校区举行了“非遗迎新年，薪火
永相传”游园活动。糖画、捏面人、年画、棕
编……非遗传承人走进校园展示技艺，师生
在零距离体验的过程中感受到中华传统文
化的独特魅力。图为学生正在绘制寓意吉
祥的葫芦挂件。

（本报通讯员 刘夏艳 摄）

班班有球队 年年办赛事

温州：让更多孩子驰骋绿茵

图为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学生在踢球。 （学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