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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数学特级教师，为何要致力于推
动一所学校的体育教学改革？

一所城乡接合地区的学校，何以激发
全体师生和周边群众的运动热情？

6年时间，如何实现学生体质健康优
秀率从5%到68%的迅速提升？

湖南省湘江新区虹桥小学秉持“健康
第一、以体树人、全面发展、提升素质”
理念，以服务学生全面发展、提升学生综
合素质为目标，创新全员体育教育，让体
育成为学校教育“第一学科”。

全员体育：
让“健康第一”真正落实

“304！”
虹桥小学一年一届的体育吉尼斯挑战

赛上，学生卢允娜跳绳跳出了1分钟304
个的好成绩。她开心地说：“每一次计数都
是对自己的挑战，我非常喜欢这项运动。”

对于该校校长周琳来说，自己童年时
没有这样的经历，这一直是她的遗憾。

2016年的一次外出学习让周琳深受
触动：不少学生上了6年学，没有参加过
一次运动会；上了6年体育课，没有学会
一项运动技能。彼时，虹桥小学学生体质
健康优秀率不足5%。

“一定要进行学校体育的改革！”周琳
下定决心。但她察觉到，学校体育工作虽
然说起来大家都很重视，但是跟学业成绩
比起来似乎就不那么重要了。如果不凝聚
学校、家庭之力，改革难以实现。

虹桥小学决定以开展体育活动作为突
破口。这成为扭转大家观念的关键之举。

2017年，虹桥小学以“全员参与、
大集体性、项目新颖”为原则，举办了首
届全员运动会，每个学生都参与至少2个
项目，每个班级征集10个家庭参加亲子
运动会。随后每年的运动会也是学生全员
参与，并且每人参加的项目增加到3至5
个。

有了经验，学校又陆续开展了教师全
员运动会、教师体育社团、爸爸篮球赛、
妈妈跳绳赛等系列活动，还成立了虹桥家
校社跑团，周校长亲自担任团长，家委会
主任、社区主任当副团长，带着教师、家
长一起运动，影响力一下从校园辐射向周
边群众。

据统计，学校现已有1000多个家庭
参与跑团。家校沟通曾经是困扰虹桥小学
的“老大难”问题，如今已随着体育活动
的全面开展迎刃而解。一些过去对孩子疏
于关心的家长，转而变成了家校活动的积
极分子。

如今，虹桥小学的教师“人人争做运
动达人，个个都像体育老师”。作为数学
特级教师，周琳校长主动带头参加高新区
体育教师技能比武大赛。她每天坚持锻
炼，在大课间带领学生跳操，在课后服务
中和学生一起练习踏板操。

语文教师范笑波是第一批行动起来
的教师之一。“当时我有重度脂肪肝，属
于‘过劳肥’。”范老师回忆，第一次参加
跑团，3公里跑得气喘吁吁，最后1公里
还是在大家鼓励下走完的。

“周校长的自律激励了我，我咬牙坚
持下来。一年后，脂肪肝好了，体重减了
十多斤，跑3公里不在话下。”范老师切
身感受到运动的重要性，现在不仅陪学生
们锻炼，还积极参与爬山、游泳等各项体
育活动。

学校党支部副书记刘红宇说：“全员

体育不应局限于学生，虹桥小学将这一理
念向教师、家庭、社区推广，形成了区域
内人人热爱运动的氛围。”

观念的转变带来行动的变化，各科教
师自觉将体育与学科课程融合：语文教师
组织学生编写与体育相关的儿歌、童话，
数学教师带领学生研究体育活动中的数学
问题……体育成为融合各学科的学校“第
一学科”。

选课走班：
体育教学告别“大锅饭”

2016年颁布的《“健康中国2030”
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基本实现青
少年熟练掌握一项以上体育运动技能”的
目标。但一个班里学生发育水平、兴趣各
不相同，传统体育课的“大锅饭”很难让
每名学生都“吃饱”。

2018年春季，虹桥小学开始推行体
育走班制教学。

一、二年级普修打基础，三至六年级
设置足球、篮球、花样跳绳、健美操4个
专业体育项目，学生自主选择项目后，依
据技能水平分层分班，每个年级的6个行
政班分解成8至9个专业班进行小班化教
学。

这项改革看似针对体育与健康课，实
则牵一发而动全身。怎么排课，怎么合理
使用场地，都要考虑周全。思来想去，周
琳决定，全校排课时优先排体育与健康
课，同一年级的课看作一个单位统一排
课，并且每天第一节课都安排的是体育与
健康课。

为解决师资不足问题，学校根据体育
教师专业特长设置开设科目，以少数服从
多数原则，尽可能匹配教师专长。在虹桥
小学，共有40个教学班，103名专任教
师中就有15名体育教师。

在教材方面，学校结合课标要求，组
织编写了足球、篮球、健美操、花样跳绳4
个模块的校本化实施教材，每册教材涵盖
运动项目的理论、技术指导、健康保护与营
养、考核与标准4个方面，既遵循循序渐
进、螺旋上升的体育技能学习规律，又能满
足学生体育个性化、自主化学习需求。

告别“大锅饭”，学生感受最深。“我
喜欢足球，课上老师带我们做游戏、比
赛，有趣极了，我还掌握了许多专业技
能。”六年级学生侯瑞岚说。“卡塔尔世界
杯期间，体育教师杨子昊带我们查阅相关
资料，指导我们观看比赛，还模拟世界杯
进行教学和训练，同学们都想成为‘世界
冠军’呢！”五年级足球班学生刘俊熙
说。“更有趣”“更喜欢体育”是学生们共
同的心声。

体育教师的业务水平也随着专业教学
不断提升。近年来，虹桥小学收获累累荣
誉：获国家奖励3项，在省级刊物发表体
育论文和作品30篇（件），2名教师在省
级赛课中获一等奖。

改革之初，不少教师心里犯嘀咕：
“第一节就上体育与健康课，孩子还不玩
野了？”但一段时间后，大家发现，体育
与健康课排在第一节不仅没有影响学生的
成绩，反而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力和专
注力。在近年的高新区内学业测评中，虹
桥小学语数英学科抽测优秀率持续领先。

2021年，蔡崇信公益基金会授予周
琳“第二届蔡崇信‘以体树人’全国十佳
杰出校长”称号，并高度评价学校体育改
革：“虹桥小学把体育放在与课本知识同
等重要的地位，让教学成果相得益彰。他
们身体力行，让不同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
运动方向，迸发更精彩的生命能量。”

2021 年 6 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
《〈体育与健康〉教学改革指导纲要（试
行）》提出，“积极探索与适当增加‘体
育选项走班制’教学组织形式”。虹桥小
学乘势而上，发扬科研兴校的改革精神，
连续5年申报省市级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为体育改革拓宽思路，力求探索出一条可
复制、可推广的教学改革路径。

体育育人：
让运动浸润学生成长

“体育运动就是这样，有欢笑也有悲
痛，有胜利也有失败，但是只要你踏入球
场，就要用尽全力去拼搏，绝不放弃。”
由于自己的失误，班级与足球联赛冠军失
之交臂，五年级学生姜泽怀在作文中这样

写道。
学生们的变化，教师、家长看在眼

里。体育教师向江苹说：“近年来，学生
们的体质明显变好，自制力、集体荣誉
感、自信心也增强了。”作为班主任，李
知老师发现：“学生的规则意识更强了，
也加深了对公平、竞争、团结意义的理
解。”家长们反馈：“以前孩子怕苦怕累，
自从在学校社团参加了体育锻炼，现在再
炎热的天都能坚持运动。”

为了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
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虹
桥小学紧扣“教会、勤练、常赛”的思
路，将体育竞赛打造为育人平台。学校每
年举办全员运动会、体育吉尼斯挑战赛，
凡是学校开展的体育项目都有比赛，都是
全员参与。仅足球、篮球班级联赛，每学
年就有400多场次，每班参加不下10场
次。到了周末，学校还组织校际友谊赛。

“生生有项目、班班有队伍、天天有比
赛”已成为学校常态。

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对于了解学生身体
形态发育水平和身体素质发展水平有着重
要意义。一年级学生小雷从小缺乏锻炼，
长得胖墩墩的，刚升入小学时，一分钟跳
绳仅能完成十来个。体育教师卢彬彬发现
这个情况后，抓住小雷跳绳中的问题补上
了一节课，不久小雷就跟上了节奏，激发
出强烈的锻炼热情。一年以后，小雷一分
钟跳绳成绩已达到195个，还得到了“运
动小健将”奖状。

这个案例看似小事，实则反映了学校
对体育育人的深刻理解。周校长说：“要
注重过程性评价，关注个体差异，让学生
每一份努力都得到认同，保护他们的运动
热情。”针对综合素质不够优秀的学生，
学校还开展了“弱苗行动”，每一位教师
都要认领相应的“弱苗”，实行全方位跟
踪与贴心培育。

进校后20分钟的零点体育、上午30
分钟体育大课间、下午放学后90分钟体育
社团……几年过去，虹桥小学学生的体质
健康优秀率由过去的 5%达到现在的
68%。体育成为虹桥小学的“第一学科”，
虹桥学子浸润在浓浓的体育氛围里，健康
快乐地成长，学校因体育而生机勃勃。

体育成为学校“第一学科”
——湖南省湘江新区虹桥小学体育改革纪实

本报记者 林焕新 李小伟

2022年世界蹦床锦标赛近日在保加
利亚索菲亚举行，由宁波市镇海区培养输
送的运动员曹云珠、范心怡与队友合作，代
表中国队一举夺得世界蹦床锦标赛女子网
上团体冠军。

近年来，宁波市镇海区坚持政府主导，
全面推进体教融合。镇海区张和祥小学作
为“全国大众蹦床体教融合实验学校”，委
派教师到镇海区业余蹦床技巧运动学校担
任文化课教学工作，两校教师培训、教育教
学实现一体化管理，使体教融合产生了

“1+1>2”的效果。

从项目到课程，关注学生健康素养

有“空中芭蕾”之称的蹦床运动，是一项
集竞技、健身、观赏和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运
动项目。镇海区作为“国家蹦床运动实验区”，
早在1978年就成立了以蹦床命名的学校
——镇海区业余蹦床技巧运动学校。张和祥
小学与该校仅一河之隔，两校合作开展蹦床
运动，成为市级体育传统项目蹦床训练点。

学校蹦床运动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蹦床只是一个“运动项目”，有一
支15人左右的蹦床队，以奖牌数量即运动
成绩衡量蹦床运动的发展水平。第二阶
段，在体教融合的背景下，蹦床运动成为促
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重要抓手，有了新的
定位：蹦床不仅是运动项目，更是一门体育
与健康课程，不再只是面向个体，而是面向
全体学生，考核评价不仅关注成绩，更注重
学生健康等综合素养的形成。

学校构建了一体化背景下“祥和体育
课程”体系，将“体育课堂、体育锻炼、体育
竞训”统一整合，形成有机、整体的课程链；
确保三个“一”：每天开设一节体育与健康
课，每天锻炼一小时，每人掌握一项以上体
育运动技能。

从个体到全员，让全体学生全
面发展

6至12岁是少儿灵敏、平衡与协调、
柔韧等身体素质发展的迅猛时期，蹦床运

动对于这些身体素质发展有着全面的促进
作用。实践中，学校发现儿童青少年普遍
喜欢蹦床运动，通过开展这一项目不仅能
帮助学生享受体育乐趣，还能够健全人格、
锤炼意志，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为今后身
心健康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学校在保证场地、器材、师资到位的基
础上，把蹦床运动纳入课程，排入课表，逐
级推进。第一层级：面向全体学生，每周一
节蹦床课，努力实现“人人会蹦床”的目标；
第二层级：每个年级25％的学生，每周三
节蹦床课，进行专项运动技能学习；第三层
级：每个年级10%至15％的学生参加课内
外竞训，成为体育后备人才梯队。

从守正到创新，推动青少年健
康成长行动

创新的真正源泉是“快速成型”，也就
是把“人”放到“想法”里，让想法变得可视
化、场景化和具体化。学校与外界公司合
作，启动了中国宁波镇海校园蹦床绘本课

程建设项目，共同开发校园蹦床绘本，通过
绘本课程，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蹦
床故事”。

学校加强与宁波大学等高等院校以及
企业合作，2020年实施了国内首个“蹦床+
科技”体教融合科技助力实验项目，探索运
动过程数据采集和评估，提升训练水平和
蹦床教学质量。2021年，学校成立了“国家
蹦床运动实验区训练大数据研发与实践基
地”，通过科技助力手段和数据支撑，助推
蹦床运动安全、科学、精准、高效地普及。

未来蹦床运动社会化、生活化、家庭
化、功能化等一体化融合发展是大势所
趋。学校将以“三和家庭教育实践基地”为
依托，完善家校社三位一体的健康教育体
系，引导家长树立家庭健康教育理念，通过
举办“留镇过年，把蹦床带回家”“家庭蹦床
亲子运动时空联赛”等活动，促进竞技体育
与校园体育、家庭体育融汇 贯通 。
（作者系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张和祥小

学校长）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张和祥小学：

小蹦床“蹦”出体教融合新成果
王红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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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红色文化与美育工作
相结合，是新时代的重要命题。
红色文化在乡村学校美育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通过红色作品的学
习与品鉴、红色作品的多形式演
绎、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传承红色基因，丰富乡村学校美
育工作的内容，是推动乡村学校
美育发展的重要途径。

红色文化资源融入乡村
学校美育的历史

乡村红色文化资源在中国共
产党百年发展史中得到了广泛宣
传与弘扬，土地革命战争与抗日
战争时期，自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建立后，全国陆续形成了中央、
湘鄂西、鄂豫皖、赣东北、湘鄂
赣、川陕、陕甘、鄂豫陕等革命
根据地以及晋察冀、晋西北、晋
冀豫、晋西南、山东、苏北、淮
南等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战争
时期，逐步形成陕甘宁、东北、
华北、华东、中原等解放区。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些根据地面积
广阔、人口众多，为红色文化资
源的生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各
根据地依托红色文化资源大力发
展乡村学校美育工作，在这些时
期设立了列宁小学、中央列宁师
范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鲁迅
艺术学院等，开设唱歌课、唱游
课、戏剧课，在课上教授革命歌
曲、红色戏剧，以音乐为武器，
为革命与根据地建设服务。在上
世纪 30 年代，根据地颁布的
《列宁初级小学校组织大纲》《列
宁高级小学校组织大纲》《高尔
基戏剧学校简章》《鲁迅艺术学
院教育计划》中，都明确规定了
开设以音乐、图画、戏剧为代表
的美育课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陆续
颁布了《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
规 划 （1989 年 —2000 年） 》
《国 家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规 划
（2018—2022年）》《关于全面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
的意见》等文件，以及各级学校
的音乐、美术教育大纲，对乡村
学校美育工作作出重要部署，加
强乡村美育教师队伍建设，研发
美育课程，提高美育效率，丰富
学生艺术展演活动等。

红色文化对于发展乡村学校美育的价值

乡村红色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发掘
红色文化资源，一方面可以组织学生重走红色路线，参观革命纪
念馆、烈士陵园、革命遗址等，这些都是对红色文化中物质文化
的认知方式；另一方面，要引导学生用心感悟红色文化的精神内
核，感受红色歌曲、红色戏剧、红色影视、红色故事中蕴含的爱
国主义精神，如蕴含的革命精神，包括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
长征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等。

红色文化资源在发展乡村学校美育中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三个方面：一是思想引领。红色文化资源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的宗
旨意识、初心意识、使命意识，具有价值塑造、文化熏陶的重要
作用。在乡村学校美育工作中用好红色文化资源，可以进一步坚
定乡村学校以美育人教育理念，更好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二是丰富内容。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全
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建设以艺术课
程为主体的课程体系，包括音乐、美术、书法、舞蹈、戏剧、戏
曲、影视等课程，并做好教材研究、编写工作，精选教学素材，
丰富教学资源。在乡村学校的课程、教材以及课外活动中充分融
入红色文化资源，可以丰富美育校本课程资源。三是促进文化建
设。红色文化资源有助于乡村学校校园文化建设。乡村学校可通
过教室、廊道、宣传栏、展示墙等张贴红色文化标识，营造红色
文化环境，还可以在社团活动、主题活动中融入红色文化元素，
培养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红色文化资源融入乡村学校美育的路径

乡村学校开展美育，应根据自身情况因地制宜开发红色文化
资源，结合当地的人文风俗、地方历史文化等进行融合教学。乡
村学校应合理运用红色基地、革命纪念馆中的红色文艺作品资
源，形成乡村美育发展与红色文化传承实践相结合的体系，既可
以对学生从精神上进行美育的洗礼，从意识上进行美育的熏陶，
还可以通过唱红歌、演红色剧目等文化活动让学生体验美，提升
学生辨别真、善、美的能力。

乡村学校开展美育工作，首先应充分利用好国家课程和教
材，比如“人音版”“人教版”“苏教版”“湘教版”等为代表的
教材中，收录了很多红色歌曲、器乐曲、歌剧，如红色歌曲《歌
唱祖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民族歌剧《白毛女》《小
二黑结婚》，器乐曲《金蛇狂舞》等。同时，要深入挖掘当地红
色文化素材，选择当地民歌、戏曲、戏剧、舞蹈、歌舞等优秀
作品，特别是利用当地红色歌曲、红色故事，开展“民歌进课
堂”“民族器乐进课堂”活动，加大红色文化融入力度。同
时，乡村学校可以因地制宜，发掘地方独有的红色资源，将校
园文化建设与红色文化传承的现实需要相结合，有针对性地加
强红色文化校本课程开发，进行主题式教学，组织开展系列红
色社团活动。

在教学方法上，红色文化资源融入乡村学校美育，应坚持课
堂教学与课外实践活动相结合，发挥红色教育基地、革命纪念馆
等场所在乡村学校美育工作中的作用。学校可以将教学地点设置
在红色遗址或者纪念馆、名人故居等地方，通过实地教学的方式
讲解革命英雄事迹，让学生亲身感受革命先烈的大无畏精神。同
时，响应“双减”政策，学校在开展课后服务的过程中，也可以
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文体活动，通过组织唱红歌、排演红色戏
剧，提升学生的艺术实践能力，加深学生对于当地红色文化的记
忆。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乡村学校还应更新美育
媒介，实现媒介传播与美育价值的融合和线上线下教学资源的融
合，在海量的线上教学资源中，选择优秀的红色文化资源，融入
到美育教学实践中。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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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湘江新区虹
桥小学周琳校长积极参
与学校的体育活动，图
为她带领学生一起做踏
板操。 张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