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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体质
走进东莞市南城阳光第六小学，操

场上气势宏大的大课间学生方阵与大
课间操的丰富程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校长梁惠兴介绍，“双减”政策下，学校更
加注重学生身体健康，“不折不扣在校锻
炼一小时”。为了时刻调动学生大课间
活动出操做操的积极性，学校对大课间
操两年一创新，发动音乐、体育教师一
起合作编排，保证广播操、跑操常规项
目之外，还融入跳绳元素，并相继创造
了武术操、韵律操、舞蹈操、放松操、篮
球操，激发了师生参与大课间的新鲜感
与参与感。

不仅是大课间，学校值日行政每天
还要定期巡查一次学生体育课堂，监督
体育教师是否严格落实课堂常规。体育
课被占课、体育教师“被生病”的现象已
成往事。

广东省教育厅二级巡视员邱克楠介
绍称，近年来，广东省持续深化学校体育
教学改革，督促各地各校开足开齐体育
课程，配齐配强体育教师，鼓励小学每天
一节体育课，初中每周4-5节体育课、高
中阶段每周3-5节体育课。与此同时，
通过实施全面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攻
坚行动，落实并不断完善“省、市、县
（区）”三级抽测制度。强化抽测结果运
用，将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纳入地方政府
履行教育职责考核指标，压实市县各级
政府责任。

为了提高学生体育锻炼兴趣及学生
综合素质，当地还将健康体测项目全部
纳入学校运动会和市级运动会的比赛项
目，通过普及加选拔的方式激发学生参
与体育锻炼的热情和积极性。记者在广
州市花都区花山镇新和小学看到，学校
在广东省学生体质健康抽测期间举办新
和小学2023年体质测试全员运动会。
学生们在老师的引导下，依次进行身高
体重、肺活量、坐位体前屈、短跑项目等
测试，测试间隔还有体育老师带动全员
热身。没有体测的班级在跑道旁扮演着
拉拉队的角色，跑步比赛的前几名则在
结束后领奖牌并站上领奖台留下合影，
荣誉感与仪式感满满。

在2020年与2021年全国学生体质
健康抽测复核中，广东省学生体质健康
抽测优良率分别达到64.7%与72.4%，较
2015年提升20%以上，连续两年排名全
国第二。

培特长
在整体体质健康抽测优良率提升的

同时，广东省鼓励学校打造“一校一品”
“一校多品”体育特色，培养学生至少熟
练掌握1-2项体育运动技能。

如果看过广州市荔湾区林凤娥小学

的教学楼布置，便可以初步理解为什么
这所学校能够成为全国首批青少年校
园篮球特色学校，每个教室外都有一个
架子，上边摆放着写有学生名字的篮
球。学校自己编排的篮球操更是令人耳
目一新，其中包含了胯下运球、绕球、运
双球等技术动作，并结合了徒手力量与
拉伸练习，一套操就是一堂小型的篮球
训练课。

校长彭文辉介绍，学校以“全员篮
球、全员体育”为口号，积极营造人人爱
篮球、生生会篮球的氛围。学校每个班
每周有一个课时的篮球校本课，每周一
次全校性的篮球体育大课间，每学年一
次篮球全员运动会。同时进行跨学科
整合，举办篮球摄影比赛、“我与篮球”
主题的绘画比赛以及篮球运动会的会
徽设计等。

在花都区花东镇，曾经以留守儿童
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弟为主的七星小学则
在跳绳中找到了开展体育运动的密码。
2010年，学校仅有一栋教学楼与泥土操
场，无法开展各种体育项目，落后的条件
令当年毕业成为学校首位专业体育教师
的赖宣治深感困惑与失落。

2012年，花都区教育局开始推广跳
绳项目。其便利性与可操作性让赖宣
治眼前一亮。他决定选择跳绳教学作
为突破口，成立校队。作为从未接触过
这项运动的人，赖宣治反复搜集视频、
观摩练习，设计出一种极速绳把并打造
了“半蹲跳法”。此后，学校的成绩一鸣
惊人，从花都区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
诞生36位世界跳绳冠军，11次打破世
界跳绳纪录。被称作“七星奇迹”。如
今，凭借跳绳这一品牌，七星小学已经
成为拥有数千名学生、3个校区的知名
强校，学生们也从跳绳运动中看到了更
大的世界。

深圳市第二实验学校在全国学校体
育界堪称赫赫有名。学校目前拥有毽
球、男篮、女篮、男足四支高水平运动
队。毽球队曾代表中国出征世界大赛并
夺得20余项世界冠军，足球队在全国五
人制校园赛事中多次夺冠，男、女篮均
获得全国冠军，并培养了清华大学邹阳、
北师大李双菲等一批中国篮球的希望
之星。

“一个高水平的队伍生存更多的是
依靠基础的建设，要形成一个周期的良
性循环。”深圳市第二实验学校体育中
心主任、女篮主教练王小维介绍称，学
校的每支高水平队伍都有自己的初中
和小学梯队，甚至还有体能康复师。

“还是那句话，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
来做。”

广州市玉岩中学校长印贤文表示，
体育特长生对于丰富校园文化，影响学
校的氛围帮助很大。“体育特长生在学

校里发挥的作用非常重要，起到了很好
的示范、引领作用，能够激励同伴的成
长。”他说，很多学生就是因为看了一场
比赛、踢了一场足球，或者在学校运动
会中感受到体育的魅力，开始从事体育
运动。

育人格
体育是技能的习得、爱好的培养，更

是人格的养成。有人从中改变命运，收
获阳光与自信，有人从中锤炼意志，成为
一生的财富。

深圳市盐港中学在2008年由两所
学校合并成立，当时是一所职业高中，
招生分数线全市倒数，而来到这所学校
的学生也经历了中考失利，觉得人生已
经没有出路。为了给他们建立信心与
信念，学校决心以体育为落脚点改变现
状，盐港中学艺体处主任宫照石回忆，
2009年，学校从高一新生组建体育班，
当年有17人入选，以体育精神为要求，
学校狠抓班风与专业素养，三年后，17
人中一半以上凭借体育特长与文化课
成绩考上大学。以体育人的风气就此
开启，2022年高考，学校体育班本科率
已经达到90%，重点本科率突破60%，
学校整体升学率也在逐年提高，学生也
变得自信自强，敢于梦想。

东莞松山湖实验中学的口号则是
“无体育，无未来”，学校体育俱乐部面
向全体师生开放。校长万飞分享了学
校一位老师的故事，这位老师本来体质
不好，在学校受到气氛感染，开始学习
同事们跑步，最开始操场跑1圈，到后
来每天5圈，坚持了整个学期。学生们
看到了他的坚持，也开始敢于在学习上
给自己设定并达成目标。“很多东西是
需要一种恒心和意志的，不是一遇到困
难你就绕着走或者退缩着走。”万飞说，

“体育运动是保证心理健康的最好的营
养剂。”

深圳罗湖校园足球主打“全民参
与”，10年来，政府在校园足球方面的累
计投入资金超过3000万。校园足球从
2009-2010赛季的8所学校8支球队，
发展到2022-2023赛季的67所学校，
141支队伍。

锦田小学校队的丘非凡就是这些队
伍中的一名球员，他至今仍记得自己五
年级时的一粒进球，“我们周末在花果山
球场踢比赛，那场打得非常激烈。下半
场我获得了上场的机会，一次配合中我
到了门前比较冷静地推射将球打进，那
也是我们那场唯一一个进球，当时我觉
得很自豪。”

谈起未来的目标，他说：“我现在六
年级了，我觉得足球是一个能让人生非
常好的竞技运动，如果初中还有足球队，
我还是会去参加。” 新华社

强体质、培特长、育人格
——体教融合的广东答卷

2020年下半年，《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关于全面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两份重磅文件先后发布。在过去几年的
实践中，广东省围绕相关主题实施全面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攻坚行动，推进学
校体育高质量发展，“小眼镜”“小胖墩”的势头得以遏制，学生普遍掌握运动技能，
并从体育中收获快乐，锻造人格，健康成长。

{ }

今年 3 月 27 日，教育部等八部门联
合印发《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实施
方案》，提出义务教育学校要将读书行动
纳入“双减”工作，严格控制书面作业总
量，以学生阅读“小切口”写好素质教育

“大文章”，引导广大青少年学生提升阅
读兴趣和阅读能力，养成爱读书、读好
书、善读书的习惯。

各中小学校广泛开展读书活动，读
出真知灼见，读出扎实学风，读出本领担
当。用琅琅读书声装点校园。2022年广
东省教育厅发布《广东省中小学阅读空
间建设与管理指南》，对中小学图书馆面
积、开放时间等作出明确规定，通过多种
形式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培育具有时
代感和特色鲜明的阅读活动品牌。随着
阅读活动的丰富，学生阅读的兴趣面也
在拓展，阅读的图书种类更加均衡，阅读
的氛围更加浓厚。

课外阅读是课堂之外的“补充剂”，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网络阅读成为重要
渠道，“补充剂”变成了一把“双刃剑”。
网络阅读的鲜明特征是浅阅读、碎片式
阅读，如果习惯了这种快餐式阅读，就会
消解孩子们沉浸式阅读、深阅读的兴趣
和专注力。

如今网络文学往往融合了悬疑、科
幻和情感等元素，学生难免会在网络上
接触到或被这类书籍所吸引。时下在网
络阅读和短视频平台，自媒体上的不良
读物和内容对青少年有较大吸引力。特
别有些作者为了吸引青少年眼球，不仅

写校园恋情，还有校园恶作剧、校园欺凌
等内容，对正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们来说，
这些内容会让他们觉得很有意思，甚至
想到去模仿。网络上不健康的读物，对
孩子们的伤害是巨大的，一旦深陷其中，
后果不堪设想。

义务教育阶段如何读好书？现在从
上到下明确规定，有识之士大声呼吁，学
生家长充满期待，都希望中小学生的阅
读还是要以纸质书为主，这不完全是习
惯问题，更涉及读写等基本学力的养
成。要注重做好课外读物的选择。学校
和家长要引导孩子接触充满正能量，文
笔出色、轻松有趣的书籍。要引导孩子
学会用批判的思维和意识进行阅读，吸
取精华、扬弃其糟粕，不断提高孩子们自
身抵御外界风险诱惑的能力。

学校老师要起到引导作用，和家长
共同守护有助于孩子阅读的良好环境。
学校有时推荐的一些名著经典，很多家
长也未必读过，如果能和孩子一起读，共
同沉浸在深阅读中，共同分享阅读的美
好，共同受益提高，如此亲子阅读善莫
大焉。

数字阅读时代，电子书已成为不少
中小学生的阅读习惯之一，有声读物让
孩子阅读经典的形式变得更多元、更有
趣、更有魅力。学校和家长应该用好这
些数字资源，做好书籍内容的甄别，而不
是只抛给孩子一个平板电脑。要通过与
孩子共同分享读书心得，一起阅读经典，
养成读完整本书的阅读习惯。

为孩子开启阅读之旅
李湘东（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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