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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径赛场捷报频传的背后
——新疆推进体教融合大力发展校园田径运动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蒋夫尔

乌鲁木齐八一中学学生在参加篮球比赛乌鲁木齐八一中学学生在参加篮球比赛。。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现在回想起夺冠的那一刻，心情
仍然十分激动。”叶德力·努尔波拉提
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开心地说，“我
当时坚定一个信念，那就是跑好每一
步，直到终点。”

日历翻回到2022年 11月 20日，
2022成都马拉松比赛正在激烈上演。
追上一拨人，再追上一拨人，超越了
一个，再超越一个……来自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阿勒泰市的19岁选手叶德
力·努尔波拉提奋力冲过终点，以1
小时08分43秒的成绩获得男子半程马
拉松组冠军。他的启蒙教练胡安·胡
尔曼别克说：“这几年叶德力·努尔波
拉提的成绩提升很快。上个月他的
5000米跑出14分18秒，给了我一个
惊喜；这回第一次跑马拉松就获得冠
军，更让我开心了一整天。”

从小酷爱跑步的叶德力·努尔波
拉提在2019年就获得了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青少年田径锦标赛 3000 米和
5000米冠军。2022年以来，新疆青
少年田径小将频频在全国各大田径赛
场上夺冠和获奖，引发了业内人士广
泛关注。自治区教育厅有关负责人表
示，随着体教融合深入发展，高素质
体育师资短缺等难题得到破解，新疆
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将迎来新的春
天。

田径赛场捷报频传令人
刮目相看

翻开新疆青少年征战田径赛场的
成绩单，2022年无疑是个值得记住的
年份。2022北京马拉松男子组冠军阿
奴拜克·库弯来自新疆伊犁哈萨克自
治州；同一天，来自新疆的吐依根·
赛力克，获得“2022贵州铜仁·梵净
山马拉松”半程马拉松男子组冠军。

除了马拉松，新疆青少年选手在
全国田径赛场上捷报频传：2022年8
月16日，在长春举行的2022年全国
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上，乌鲁木齐八一
中学的李智炘以59.13米的成绩获得男
子乙组（18岁以下）铁饼项目冠军，
同日，来自同一学校的张诗语以
44.04米的成绩获得女子丙组 （16岁
以下）铁饼项目冠军。前一天，在男
子100米丙组比赛中，来自乌鲁木齐
市第八中学的岳皓天以10秒64的成
绩获得冠军。此次锦标赛上，新疆选
手两天获得3枚金牌。

2022年，在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
赛和全国田径冠军赛上，新疆选手不
负众望，频频将冠军奖杯揽入怀中：
来自全疆5所中学的田径健儿共获得
15枚金牌，其中，乌鲁木齐市第八中
学的15岁学生岳皓天，摘得男子100
米丙组和110米栏两枚金牌，且大幅
提升了这两个项目的比赛纪录。这些
成绩的取得，都是体教融合过程中，
新疆优秀田径教练员走进校园指导学
生训练取得的成果。

田径赛场上获奖的青少年名单还
可以列出很多，这份长长的名单，是
新疆大力发展青少年校园田径运动取
得的累累硕果，也是新疆推进体教融
合、加大校园青少年田径运动工作取
得的亮丽成绩单。

体育教学改革做到“教
会、勤练、常赛”

如今，以“教会、勤练、常赛”
为核心的新疆体育教学改革正深入推
进。近年来，新疆坚持将开齐开足上
好体育与健康课程落到实处，常态化
开展学生校园体育活动，强化学校体
育教学训练，广泛开展普及性体育运
动，同时，高度重视竞技体育发展，
依托体育领域专业技术人才，推动学
生积极参与常规课余训练和体育竞赛。

“新疆已经建立起校内竞赛、校际
联赛、选拔性竞赛为一体的大中小学
体育竞赛体系，构建了自治区、地（州、
市）、县（区、市）、校四级学校体育竞赛
制度和选拔性竞赛（夏令营）制度，自治
区坚持开展阳光体育竞赛活动。”新疆
教育厅体育卫生艺术与科学教育处处
长陈希海说，“地（州、市）、县（区、市）按
要求每年组织以田径为主的学生运动
会，学校举办校园学生体育运动会，促
进了学生体育活动的蓬勃开展。”

据了解，近年来，新疆教育部门
与体育部门不断加强赛事融合，开展
丰富多彩的课余体育训练、竞赛活
动，扩大校内、校际体育比赛覆盖面
和参与度。体教融合的深入推进，极
大推动了新疆校园体育工作的改革与
发展，特别是充分利用体育人才对校
园青少年学生进行指导和培训，提高
了学生的专业技能水平。

多年来，自治区教育厅建立起常
态化竞赛机制，连续21年举办包括自
治区大中学生田径运动会、自治区中
学生校园篮球联赛在内的各项学生阳
光体育竞赛活动，自治区学生阳光体
育竞赛活动已成为深受广大学生喜爱
的品牌赛事。

此外，新疆还发挥田径名校、篮
球名校的榜样作用，带动全疆校园竞
技体育的普及和发展。自治区鼓励各
级各类学校按照“一校一品”“一校多

品”的模式，依托场地设施、生源师
资、文化传统等基础开展特色体育项
目。地（州、市）、县（区、市）每年
组织一届以田径为主的学生运动会，
学校每年至少举办一次田径运动会，
体育传统特色学校每年至少举办一次
特色体育项目校内联赛。

新疆学校体育改革加大了发展竞
技体育的力度，不仅要达到让学生掌握
体育技能、强身健体的目的，而且要让
有特长的学生在竞技体育中得到成长
和锻炼。“新疆将在‘教会、勤练、常赛’
上下功夫，深入推进体教融合发展，推
进校园竞技体育活动的普及，不断提高
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成长的同时推动青少年田径等竞技运
动的发展。”自治区相关负责人说。

体教融合推动校园体育
“火”遍天山南北

2023年3月25日，在2022—2023
耐克中国高中篮球联赛中，乌鲁木齐市
第101中学男篮战胜对手，时隔一年再
次勇夺西区冠军，进军全国总决赛。这
是近年来新疆如火如荼开展的田径运
动促进和带动新疆青少年体育发展上
台阶的又一成果。

陈希海表示，田径运动能全面、有
效提升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和运动技能，
激发学生对体育运动的兴趣，从而提高
学生运动能力和校园体育运动水平。

在体教融合过程中，自治区田径
协会与自治区各级教育系统合力推行

“大力培养优秀年轻教练”“专业队教
练走进校园”等举措。体教融合推动
了田径运动在校园蓬勃发展，田径运
动打下的坚实基础带动了其他体育活
动的深入开展。

截至目前，新疆中小学生参加校
园足球活动的人数由原来的1万多增
加到现在的10余万。足球运动的广泛
开展使学生体质健康状况明显改善，
同时形成了全社会关心和支持校园足

球发展的良好氛围。
冰雪运动火爆校园，已成为北疆

地区中小学冬季体育课的主要内容，
每周开设半天滑雪、滑冰等课程。南
疆地区城市中小学积极与冰雪场馆以
及冰雪运动俱乐部合作，开展冰雪项
目学习，将轮滑、滑冰等项目纳入体
育课程和运动会。

据了解，从2014年开始，自治区
田径协会便鼓励新疆优秀田径教练
员走进校园，参与到竞技体育人才培
养中来。从2015年开始，自治区体育
局体训一大队陆续通过组织新疆田径
队专业教练进校园培训、选派优秀教
练参加中国田协教练员交流学习培
训、组织专项交流比赛和训练营等多
种方式，助力新疆基层校园田径队建
设和教练员培养体系建设，助力学校
竞技体育的发展和改革。

“实践证明，体教融合让校园体育
运动火了起来，学生是最大的受益
者，专业教练员的加盟和指导，为校
园各项运动的发展带来新鲜血液，也
让校园田径运动在先进和科学的训练
方法指导下不断提高训练效率。”乌鲁
木齐八一中学党委书记何庆说。

日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练
员、体育教师短道速滑项目培训班在
新疆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开班。随后的
两个月里，来自新疆 14 个地 （州、
市）的1160名教练员、体育教师将参
加越野轮滑、田径（投掷）、田径（中长
跑）、足球、篮球、排球、摔跤、拳击、跆拳
道等共计10个项目的培训。这批由自
治区体育局、自治区教育厅联合培养的
人才将奔向天山南北的校园，承担起推
动学校体育改革和发展的重任。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中央编
办、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
合印发了《关于在学校设置教练员岗
位的实施意见》，旨在进一步加强学校
体育工作，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厚
植国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基础。“我们
有理由相信，随着更多的优秀教练员
走进校园，体教融合将推动新疆学校
体育发展迈上新台阶。”陈希海说。

中职学校开展美育，目
的在于让学生练就一双能发
现美、鉴赏美的慧眼，塑造
美好、善良的心灵，成为有
艺术素养、有责任感的技术
技能人才。但是笔者发现，
目前大部分中职学校在常规
的美育活动中存在着管理不
严格、教育内容不规范、主
题不鲜明、流于形式等问
题。中职学校如何开展美育
实践活动，才能提升学生的
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呢？济
南市济阳区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的美育实践探索，或许可
以给大家提供一些经验借
鉴。

以俗见美：
根据办学特点设

计美育课程内容

学校结合办学实际，以
传统文化艺术为美育突破
口，在课程内容设置方面做
了一些创新探索。如在“公
共艺术—音乐”课程中增加
了民族音乐赏析、民族乐器
介绍等方面的内容，在“公
共艺术—美术”课程中增加
了中国古代宗教画、山水
画、人文画以及中国古代雕
塑和建筑等方面的内容。在

“语文”课程中，精选文质
兼美的文言文、古诗词，开
设了赏析课。

在青少年学生眼中，异
性的美朦胧而神秘。在《诗
经》赏析课上，教师从《诗
经·关雎》 里脍炙人口的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导
入，让学生展开联想，品
味古诗词典雅的美。学校
结合每日晨读，掀起了一波朗诵《诗经》的热潮。

以中职学生的审美水平，要让他们鉴赏传统文化艺术中的书
画作品，确实有较大的难度。为了激发学生的兴趣，教师在美术
课开讲时以“唐伯虎如何‘点秋香’”导入。学生们通过一些影
视作品对唐伯虎有所了解，但很多人不知道他擅长画人物仕女
图。教师带领学生鉴赏唐伯虎的《牡丹仕女图》《红叶题诗仕女
图》《吹箫仕女图》《秋风纨扇图》等画作，从中找寻“秋香”的
影子。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初步感受到中国传统写意画中的“神
似而非形似”，以及工笔画中的细腻线条。教师向学生展示一系
列雍容华贵的仕女形象，让他们品味不同时代审美观的变迁。

以礼为美：
根据排课情况插入礼仪教育活动

礼是一种外在美，是一种行为美，对学生进行文明礼仪教育
是美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学校适时将“八礼四仪”教育活动融入
美育相关课程的教学中。在礼仪教育上，具体分为四步：第一
步，每周利用微信公众号推送“八礼四仪”的基础知识和专题文
章。学生通过微信平台，初步了解何为仪表之礼、餐饮之礼、言
谈之礼、待人之礼、行走之礼、观赏之礼、游览之礼和仪式之
礼。第二步，通过每周的“八礼四仪”主题国学讲堂进行宣讲，
让学生“明学习之道，守静谧之礼”，做时代“礼”的酵母，让
自己发酵，让自己的酵素在学习生活中起到积极的作用。第三
步，组建礼仪社团，从基本礼仪、会议礼仪、商务礼仪等方面对
学生进行理论和实践培训，结合表彰颁奖活动、元旦汇演等实践
活动让学生展示礼仪之美。第四步，编撰“八礼四仪”校本教
材。在礼仪教育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学校举行“践行八礼四
仪，做文明学生”校本礼仪教材研讨会，提出具体教材的编写框
架和主题活动课的实施方案。

以美育人：
组织丰富的校内外文娱活动

学校经常举办“高雅艺术进校园”系列活动、“技能文化艺
术节”活动、“礼敬先贤”端午诗会、“美丽校园”手机摄影大
赛、“向国旗敬礼”国庆主题活动及“粮人齐聚，共制月饼”中
秋活动等，不仅给学生提供了展示的舞台，也让学生在活动中受
到美的熏陶。

学校开展的“汇聚新青年，歌颂新时代”歌咏比赛，涌现出
一大批“感恩”主题的班级集体作品，最为典型的是《跪羊
图》，集中体现了以美育人的理念。从作品设计开始，班主任就
让全班学生参与。作品排演的三个阶段，育人的体现方式各不相
同。

第一阶段以音乐育人。班主任召开主题班会“走近歌曲《跪
羊图》”，完整介绍了音乐人李子恒创作的这首歌曲。该曲教化
世人知感恩、行孝道，运用了“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等典
故。歌词深深打动了学生，引发了学生感念父母的共鸣。

第二阶段以沙画育人。班主任根据班级专业特点，选取了一
段反映儿女离家、父母担忧的沙画视频，与《跪羊图》的音乐背
景相配。班会课上播放《跪羊图》轻柔的歌曲，配合感人至深的
沙画画面，学生回忆往昔，拿起手中的笔给家长写下家书。

第三阶段以活动育人。活动邀请学生家长参与，节目采用全
班合唱形式，配合手语操表演。在最后唱到“为人子女饮水要思
源，圆满生命尽孝无愧意”时，学生给家长敬茶。润物细无声的
表演，感染了现场所有的师生。传颂孝道的氛围激励学生努力向
真、向善、向美。

依礼而行：
帮助学生摆正就业心态

拥有健康的就业心态是中职毕业生成功就业的保障。学校开
设职业生涯规划课，开篇以荀子《非相》的“形相虽恶而心术
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为主
题，通过古文的学习，让学生明白“形不胜心，心不胜术”的道
理，即形象美比不上心灵美，心灵美比不上礼仪美。第一堂课讲
荀子的“颜值正义”，第二堂课讲荀子的“礼”。荀子说人有三不
祥：幼而不肯事长，贱而不肯事贵，不肖而不肯事贤。教师借荀
子论述战国版的“职场礼仪”，引导学生摆正就业心态，踏踏实
实从“低”做起；积极向就业单位的前辈、领导学习，多当面做
事少背后议论；放宽心态面对就业挫折，通过职场来锻炼自身能
力和专业技能。

席勒认为，理想的美育途径就是由优美到崇高，达到人性的
高尚；从古代经典到现代流行，两者相结合。这与学校“以俗见
美、以礼为美、以美育人”的理念不谋而合。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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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教育部印发的 《义务
教 育 课 程 方 案 和 课 程 标 准 （2022 年
版）》明确要求，义务教育阶段要加强
课程综合，注重关联，开展跨学科主题
教学，强化课程协调育人功能。三年疫
情给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带来很大
负面影响，促进广大青少年学生身心健
康发展刻不容缓。

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身
心健康教育与美育跨学科融合，对于加
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现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和提升学生综合素质都具有极为重
要的意义。

早在上世纪9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首次提出融合教育，提倡让存在一定身
心障碍的学生与普通学生融合在同一环
境下学习，这为学科之间的融合提供了借
鉴。在实践中，身心健康教育与美育因为
属性近似、关联性及实践性强，成为效果
较好的跨学科融合典范。

从身心健康教育的角度来说，心理
亚健康状态有自卑、敏感、逆反、怀
疑、冷漠、孤独、沉溺某事物等，其主

要原因不外乎认知能力缺乏、情绪体验
不佳、群体意识淡薄等。体育正好可以
发挥自身特长，在课程中弥补这些缺
陷。实践证明，经常运动的学生往往更具
备自律、刻苦、坚持等内在品质，心理亚健
康状态比例较低，显示出积极、上进、阳光
的外在形象。这是因为运动促进了学生
知觉能力的发展，让人变得更加灵敏，运
动可以使人将不良的情绪发泄掉，在享受
成功的过程中获得满足感，从而提升情绪
体验。群体运动还可以培养合作能力和
团队合作精神。同时，运动能使机体组织
得到收缩扩张，机体能力得到增强，对
预防和治疗心理疾病有着积极作用。

美育对于身心健康教育同样有着明
显的积极作用。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潜
意识会在无意中以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
个人的艺术创作行为存在较大的可认知
空间，创作过程与心理治疗过程高度吻
合，而艺术表达也是情绪抒发手段之一，
能够很好地缓解压力，减轻焦虑。除了个
体艺术，群体舞蹈、团体体操等体艺结合
的团体心理疗愈活动能够体现社会关

系、社交状态与人际关系，从而让学生
学会管理情绪，增强心理抗压能力。

人体身心健康与审美之间原本就关
系密切。人的心理现象往往能够映射到
大脑中，而大脑作为人体的高级中枢，
对身体机能、活动起到重大支配作用。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情绪剧烈的波动，
会打乱大脑功能的正常发挥，使得身体内
部机能失调，引起许多疾病。巴甫洛夫指
出：“一切顽固的、沉重的忧悒和焦虑，定
会给各种疾病大开方便之门。”心理状态
不仅仅影响大脑，还会影响神经系统、心
血管系统甚至肠胃系统的机能。心理状
态对身体机能的影响尚且如此巨大，就
更不要说对于审美的影响了。美学与心
理学交叉的边缘学科——审美心理学，
就是侧重于研究人类从事各种审美活动
时的心理活动和特征的。

如何进一步加强身心健康教育与美
育的跨学科融合？笔者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加强育人思维的融合。要充分
认识到跨学科融合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意识到融合的育人效果远远大于单独学

科的育人效果，从根本上把原来割裂的
育人理念融合起来，真正从学生的身心
发展需求出发，创新性地开发设计跨学
科融合的课程体系。

二是加强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融
合。传统的心理教育、体育、美育分属不
同的学科与施教部门，往往各司其职，没
有融合。在跨学科融合的新课程体系中，
要打破原有职能部门之间的壁垒，甚至可
以将相应职能部门合并成一个融合教育
部门，大大提升跨学科融合的效率。

三是加强教学方法的融合。要转变
原有各自的教学方式，一切围绕跨学科
融合课程的需要，设计出线上与线下融
合、理论与实践融合、个体与团队融
合、讲授与互动融合、学习与竞赛融
合、班级与社团融合、严肃认真与喜闻
乐见融合、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融合的
教育方法，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学生的
主动性，挖掘学生的内驱力，让学生主
动学习、主动研究、主动转变。

（作者系西交利物浦大学党委常务副
书记）

促进身心健康教育与美育跨学科融合
谢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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