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12月10日 星期六 03主编：赵秀红 编辑：赵秀红 设计：聂磊
电话：010-82296659 邮箱：jybqyjy@sina.com

区域周刊

2021年4月14日，遵义师范学院附
属实验学校（以下简称遵师附校）与遵义
体育运动学校在遵义市教育局、文体旅游
局负责人的见证下，签署了校际体教融合
发展合作协议，正式拉开遵义市体校与普
通中小学体教融合发展序幕。随后，遵师
附校与遵义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遵义市
少体校、中国足球运动学院西南分院（遵
义市足球运动学校）等相继合作，充分利用
区位相近、条件互补的优势，主动作为，在
体教融合发展、青少年高水平运动队建设、
体育场馆资源整合使用、体教融合研
究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持续开展“市
队校办”“市队校队融合”“体育后备人
才培养输送新模式”探索，逐步形成了
在全市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教育体
育融合发展共同体”。

除了主动推动教育体育融合发展
共同体建设，学校还积极探索青少年
高水平运动队“市队校办”模式。
2020年6月起，遵师附校在前期基
础上，承接了遵义市艺术体操代表队

建设任务。该艺术体操队成立以来，遵师
附校充分整合教育优势，融合体育特长，
集聚优秀师资，选拔优质队员，文化教育
与常规训练同步，校内考核与竞赛参与同
行，合力打造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准的
遵义市艺术体操队。

遵义市艺术体操代表队以教、体双优
为目标加强运动队管理，现有队员25名，
通过系统性训练，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及成套
动作的完成度已经达到较高水平，陆续在省
内比赛中崭露头角。2021年参加贵州省青

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获1金3银1
铜。

自2020年 6月以来，遵师附校发挥
学校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作用，通过合作引
进专业教练员，在开展特色体育课程的同
时，聚焦相应体育项目优秀青少年的选拔
工作，通过集训巩固提升和竞赛推动输
送，让优秀运动员不断呈现。

一是率先在全市开展“游泳进课堂”
项目，将游泳项目作为全校学生的体育必
修课程来推广，并以此为基础向遵义市游
泳队输送了14名运动员 （年龄在7—13
岁）。在2021年贵州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中，11名运动员参赛，5名学生在不同项
目上达到国家二级运动员标准，其中4名
学生输送至省队；在贵州省十一运会中，

吴俊韩获得男子丙组仰泳全能金牌。
二是结合实际向乒乓球等项目拓展，

聘请遵义市体育运动学校教学经验丰富的
乒乓球教练到校指导，成立学校乒乓球队，
开展常规训练。自2020年组队以来，队员
们每天下午放学后训练，从不间断，寒暑假
也放弃休息，努力刻苦训练，比赛成绩稳步
提高。在2021年贵州省青少年乒乓球锦
标赛中，获丙组女子团体第三名。在2022
年贵州省十一运会中，遵师附校2名学生
入选遵义市乒乓球队，参加比赛。

遵师附校将教体融合作为学校特色发
展之路以来，着力推动以体强身、以体促学、
以体育人，在文化教育教学持续提升的同时，
体育成绩显著提升。学生体质健康监测反馈
优秀率一年比一年高，学习时精力更加充沛，
学习专注度不断提高。学生参加校园体育运
动的热情高涨，一改过去只埋头读书的情形，
校园内随处可见学生运动的影子，洋溢着青
春活力的校园更加得到师生和社会认可。

（作者系遵义师范学院附属实验学校
党委书记、校长）

遵义师范学院附属实验学校：

体教深度融合推动了学校特色发展
胡易庚

素有崇文重教传统的江苏
省南通市通州区，教育事业发
展的多项指标在省内一直处于
第一方阵。近年来，通州区大
力推进“古沙师韵1311”名
师（校长）培养工程，走出了
一条名师辐射带动、部门分工
协作、载体建设创新的名优教
师培养新路径，为区域教育高
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名师辐射带动，
拓宽培养面

通州区的名优教师培养工
程起步于本世纪初。将近20
年的实践探索，孕育了一大批
省、市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
人，其中有27人被评为省特
级教师，有力带动了教师队伍
整体素质的提升。

从2021年开始,全区酝酿
启动“古沙师韵1311”名师
（校长）培养工程，以期充分
发挥“在职名优教师的示范指
导力、退休名优教师的余热辐
射力、省内外名师大咖的思想
引领力”，进一步扩大优秀教
师培养面。“古沙”是通州区
的雅称，“师韵”是对教师成
长状态和工作状态的美好表
达，“1311”则指梯次培养优
秀教师的数量质量要求，即计
划用两个周期8年左右时间，
在全区中小学遴选和培养
1000名左右区级学科类骨干
教师、300名左右区级及以上
卓越教师（校长）、10名左右
教育家型教师和10名左右领
航校长。

培养面的扩大，使更多教
师特别是农村学校的青年教师有更多机会找到自己的成长之
路。通州区兴东小学是一所距离城区较远、校舍设备比较陈
旧的普通小学。一个偶然机会，该校英语教师张莉进入培养
梯队，对接的高校教授以网络形式帮助她磨课、改课，带她
与异地学校同行同台上课并相互切磋。短短几年，张莉就已
经成长为小有名气的乡村骨干教师。不光她一个，她所在的
这所学校已有几位青年教师多次斩获省级优课评比特等奖、
基本功大赛的一等奖等大奖。而全区城乡更多的教师在“古
沙师韵1311”工程引领下，沿着教学能手、骨干教师、卓
越教师、特级教师乃至教育家型教师的序列成长起来。

部门分工协作，强化针对性

通州区的教师培养从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到各部门各
司其职、分类施策，再到导师团精心组织、高效运作，建立
了一整套分工协作体系。

局长室主抓干部培养，每年都要对接全国一流高校和专家，
组织各学段、各层级校长暑期研修和各职能部门干部培训，这些
研修和培训主要指向提升教学管理能力。一批年轻的校长迅速
成长起来：金沙中学校长薛军领衔成立了名校长发展共同体，西
亭初中校长朱建主持开发的“葫芦科艺”课程、兴东小学校长张
卫东的小学生科学教育等已在一定范围内引起了关注……

通州区教育局基础教育科、教师发展中心针对各学段特
点，分别组织学科类教师培训、毕业班教师培训，帮助教师
紧跟教育改革发展前沿动向，提升教学实操能力。灵活采用
重返高校、名校访学、话题研讨、跨区交流等培训形式，有
效提升了教师培养的档次，一批学科类优秀教师得以崭露头
角。金沙中学教科处主任邱磊大力推动杜威研究；教务处主
任祝维男开展“基于默会认识论的高中学生数学核心素养培
养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此外，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吴国
成、研训员张俊等许多教师也都在各自的学科领域拔节成
长，成为市区两级学科带头人。

中小学名师培养导师团主要负责区域内有梦想、有激
情、有成长潜力的优秀教师培养。培养对象在导师的指导下，
确立3年一期的专业发展规划，申报相关科研课题，定期围绕
专题会课、磨课、研讨等。高针对性的培养课程，让更多培养
对象找到了自己的专业思想生发点、专业进步的兴奋点，让成
长之路前有指引、后有鼓舞、内在有更强大的动力。

载体建设创新，适应新需求

通州区名优教师培养的基本模式脱胎于青蓝工程：一个
师傅带几个徒弟，师傅与徒弟往往是同学段、同学科的教
师。但随着教改的不断深入，这一模式越来越难以完全适应
教师新的成长需求。一方面移动互联网的不断普及，让新教
师获得学科信息越来越方便，有些徒弟在某个特定领域有了
相当超前的成果；另一方面，新课程标准更加强调学科的综
合与学段的衔接，将专业发展的眼光局限在一定学段和学科
内部，常常难以适应新需求。

“古沙师韵1311”工程进一步丰富了教师成长的平台和
载体。师带徒的基本模式依然存在，但进一步拓展了其他模
式。一是工作室下设工作坊的模式。南通市中青年名师王笑
梅工作室、任卫兵工作室有些成员已经逐步走向成熟，他们
在工作室指导下分别成立各自的工作坊，“徒弟带徒弟”，让
更多青年教师有机会纳入名优教师培养的系列中。二是跨学
段、跨学科的研修团队模式。学前教育特级教师张宏云领衔
的“童梦”好教师团队，集合了学前、小学、初中三个学段
的优秀教师，在幼小衔接、小初衔接领域的研究获得了更广
阔的空间。三是多元化导师配备模式。区内的特级教师、正
高级教师资源毕竟是有限的，为此，通州区启动了“银龄计
划”，招募学术修养扎实、教学经验丰富、深受各界好评的
退休教师重返校园，担负一定的教学任务，同时指导更多青
年教师成长。四是“项目工作群引领”培养模式。由区教育
局基础教育科、教师发展中心牵头，以研训员杨剑、邵光
前、季勇等为核心成员的示范案例开发项目工作群，引领一
线骨干教师深研新课标，开发教学转型的示范案例。

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关键在人才，“古沙师韵1311”工
程是通州区针对新时期师资队伍建设的新需求而确立的教师
培养核心工程。整个教师队伍的成长逐步走向高品位，有力
地促进了全区教育教学质量的整体提升。

（作者系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委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
区教体局党组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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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教融合是教育界和体育界的一个老
话题，上世纪80年代至今，从体教结合到体
教融合的改革一直在探索中前行。如何推进
新时代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遵义市正在深
化体教融合的道路上不断探索。

体教融合不足带来的问题
与挑战

体教融合内涵认识不足。以前讲体教
融合，更多的是强化体育与教育部门在竞
技人才培养上的资源整合。肤浅认识下的
体教融合，顶多带来“物理结合”，难以
产生“化学反应”。而新时代的体教融
合，关注的是青少年全面健康发展，追求
的是“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
锤炼意志”育人目标，从人的全面发展层
面强调体育与教育的充分融合。

体教融合机制不畅通。在我国部分地
区，因体育和教育部门分设，管理体系独
立、资源相对分割，难免各自为政、各行
其是，融合机制不畅。县级层面教育、体
育融合问题更加突出，集中表现为协商机
制不健全、优质资源不整合、经费支持不
通畅、共同组队不沟通。例如，在遵义市
教育、体育部门没合并前，体育部门牵
头、教育部门协同的青少年（中小学生）
跆拳道比赛和青少年（中小学生）羽毛球
比赛，15个县（市、区）就有6个县级体
育部门未与教育部门沟通，单方面认为没
有该项运动员而未组队参赛。

体教资源共用互补不足。教育的资源
在学校、在师生，体育的资源在场馆、在
教练。以遵义市为例，教育、体育部门合
并前，没有一所学校有条件开设游泳、击
剑、射击、举重等课程，因为开设这些体
育课程需要体育部门的场馆和教练员。在
经费支持上，教育部门多数用财政经费开
展体育项目，很少使用体育经费，尤其是
体彩公益金。同时，学校体育场地、场馆
也因管理成本、维护成本、安全因素等原
因未向社会开放。

融合育才体系不健全。一方面，在应
试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学生课业负担过重，
体育课受到排挤，有的学校甚至难以开足
开齐；另一方面，为了取得高水平的运动成
绩，参与训练的学生训练时间延长、训练量
加大，文化课学习受到影响，学训矛盾突
出。种种原因使得原有的训练体系与学校
体育和文化教育有机融合的态势遭到破
坏，造成了体育和教育的分离。为高水平
发展学校体育，同时培养体育拔尖人才，遵
义市原教育和体育部门分别创建了体育特
色学校、示范学校、后备人才基地学校、传
统体育项目学校等，但由于两部门协商不

够、各自创建，导致出现项目学校零乱、项
目布局不合理、苗子升学不畅通、教体人员
无合力、项目推动无成效的现象，更有个别

“基地校”校长连学校的项目是什么都不清
楚。从体育部门来看，其优秀教练员未能
参与到各类体育基地学校的指导和训练工
作中。

从源头破解，独创“一
合”“三创”“八体系”

针对以上现实问题，遵义市围绕“一
合——源头破难；三创——目标引领；八
体系——系统改革”积极探索。

“一合”——源头破难。推动体教融
合，打破体制机制壁垒是关键。2021年9
月，遵义市委、市政府抢抓落实国家“双
减”政策机遇，顶层设计、高位推动全市
教育、体育部门合并，从源头上破解多年
来体教不融的难题，开启了体育教育深度
融合的改革之路。

“三创”——目标引领。部门合并
后，如何在新时代更加科学、精准推动教
育体育事业改革发展？至少要回答三个问
题：一是体教融合改革如何有助于“双
减”高质量落地，二是如何着力于痛点、
难点精准突破，三是如何服务于教育体育
培优提质。为此，遵义市提出用3年时间
创建“双减”示范市、体教融合示范市和
校园足球特色市的战略目标，以“三个创
建”为体教融合改革聚焦定靶。

“八体系”——系统改革。破解体教
融合的难题，遵义市坚持问题导向，印发
了《遵义市创建体教融合示范市三年行动
计划（2022—2024）》，提出了构建体教
融合八大体系重点任务，用组合拳系统化
推动改革，形成工作新体系。

从实践成效来说，目前主要体现在三
个方面：

机构融合全面完成。2021年9月—11
月，遵义市、县两级全面完成了教育、体
育部门的整合。挂牌后，各地围绕“一体
化设计、一体化推动”改革要求，探索了学
校体育、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一个领导统
一指挥、职能科室充分整合、专业人才互有
共用”等一系列机构融合的实质性工作，

“1+1>2”的化学反应效果正逐步显现。
八大体系逐渐成型。探索构建了体教

融合助力“双减”体系、体教融合新型教
学体系、体教融合师资培养体系、体教融
合新型赛事体系、体教融合新型足球体
系、体教融合特色发展体系、体教融合竞
技人才培养体系、体教融合效能体系。八
大体系的初步成型，带来了学校体育新变
化、新成绩：千余名高校体育专业师生和

专业体育教练员进入全市数百所中小学助
力课后服务；2021年全市中小学生体质
健康合格率较上一年度提升了1.8个百分
点、优良率上升2.1个百分点，体育素养
平均分较上一年提升了3.3分；创新设立

“1+N”学校体育教练员培养项目，每年
培训不少于400人；推动遵义市获批“全
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引进孙
继海团队优质资源，开展“1+15”遵义
市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工作；启动

“1+N”星级体育特色学校创建工作，推
动全市所有中小学校“一校一品、一校多
品”，3年内将创建挂牌二星级以上体育特
色学校450所；“旱地化”冰雪运动、民族传
统体育等特色项目初见成效；创建高中高
水平运动员基地学校32所、义务教育阶段
体育后备人才基地96个，新增注册学生运
动员756人，在 2022年全省学生运动会
上，遵义市代表团以超出第二名162分的
绝对优势勇夺团体总分全省第一名。

聚焦痛点难点成效初显。在教育体育
部门没有合并的情况下，推动新时代学校
体育高质量发展难在哪里、痛在哪里？一
是推动工作缺资金；二是补齐短板缺资
源；三是提升水平缺专业；四是升学通道
缺政策。

针对以上情况，遵义市合并教育体育
部门后，一是增加了体彩公益金用于学校
体育的比例，至今已用1100万元发展学
校体育；二是充分利用体育资源，逐步开
设游泳、击剑、射击、拳击等学校体育稀
缺项目，共有48所中小学开设游泳课，
创建游泳、拳击、击剑、射击基地学校28
所；三是建立体育后备人才基地、高水平
运动员基地跟踪指导机制，实施“1+N”
学校体育教练员培养计划，大幅度提升了
学校体育专业水平；四是出台优秀运动员
升学管理办法，2022年用此政策帮助57
名专业运动员升入高中。

遵义体教融合探索的三个
创新点

形成了推动新时代学校体育高质量

发展的新体系。深化体教融合改革的目
的，是为了推动教育部门的学校体育和
体育部门的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
产业高质量发展。遵义市坚持以目标为
导向，在体教融合改革目标设定上，以
学校体育为基础和重点，坚持“一体化
设计、一体化推进”的总体要求，通过
体教融合八大体系的构建，形成了推动
新时代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新体系。

构建了新时代学校高水平运动员培
养的新型模式。遵义市发挥教体部门
合并优势，构建起以学校体育为基础
阵地、体育学校为专业支撑、青少年
体育俱乐部为补充力量的新型培养模
式，让高水平运动员的产生回归教
育、回到学校。具体来说，以县为单
位的小、初、高一体化运动员培养基地
新体系和市队校办、体普联办、俱乐部
协办的“一体三办”培养模式，是遵义
市学校培育高水平运动员新型模式的重
要创新内容。

建立了新时代教体系统公共资源为民
服务的增效机制。在教育、体育部门分设
的情况下，很难实现教育和体育场馆资源
最大化为民服务的目标。遵义市通过部门
合并，变两个系统为一个系统，让两家资
源成为一家资源，建立了公共资源为民服
务的增效机制，形成了“双融双开放”的发
展新局面。一方面，让学校体育场馆发挥
群众体育重要功能，从2022年起面向社会
全面开放，惠及千余所学校周边居民；另一
方面，让专业体育场馆发挥育人作用，让周
边中小学校到体育馆组织游泳、举重等教
学。特别是游泳教学从无到有，2022年春
季学期遵义市多所中小学校开课，上半年
惠及学生上万人，深得家长和社会好评。

改革只有进行时，深化体教融合需要
久久为功。遵义市将锚定目标任务，学习
借鉴各地的先进经验，不断探索、不断深
化、不断前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

（作者李昌云系贵州省遵义市学生素
质发展中心主任、赵明发系贵州省教育宣
传中心《贵州教育报》副主编）

贵州省遵义市：

锚定痛点体教融合
学校体育迸发活力

李昌云 赵明发

区域案例

编者按 如何深化体教融合，是很多地方面临的普遍性难题，要全面认
识新时代体教融合的新内涵和体教融合对于建设教育强国、体育强国的深
远意义，认识到位，思路才会清晰。国家鼓励更多地方结合实际开展体教融
合改革试点，今天刊发的是遵义市体教融合的探索，以及当地一所代表性学
校发生的改变，期待更多地方发生这样的“化学反应”。

遵义师范学院附
属实验学校学生王翊
金恩在贵州省十一运
会乒乓球比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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