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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刊

女排精神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
神，喊出了为中华崛起而拼搏的时代
最强音。1981 年 11 月 16 日，中国女
排以 3 比 2 击败对手，首次站上世界
之巅，开启了世界上第一个“五连冠”
的辉煌篇章。那是一个改革开放、渴
望崛起的年代，也是一个需要中国人
自己站出来、向世界证明“中国，行”的
年代。人们切身感受到，一个小小的
排球会牵动亿万人的心，中国女排的
胜利与国家振兴联系如此紧密。女排
精神，就这样第一次走进中国人的视
野，并一次次让人们领略到它耀眼的
精神魅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中国女排代
表时，高度赞扬中国女排“在赛场上展
现了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
永不言败的精神面貌”，号召大力弘扬
新时代的女排精神、开创新时代体育
事业的新局面。一个体育比赛项目，
一种历久弥新的精神，留下了时代拼
搏的印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团结
奋斗、永不言弃。女排精神可敬，女排
姑娘可爱。她们用双手创造体育奇
迹，也用行动绘就生动教材。

中国女排是教育学生祖国至上的

鲜活例证。有这样一条评论：“每每看
到拼搏在赛场的中国女排，就能从头
到脚获得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从何而
来？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都
有同样的底色——五星红旗的颜色；
我们都有同样的认同——对中国的热
爱和忠诚。中国女排前主教练郎平曾
在一次赛后采访时说，只要穿上带有
中国的球衣，就是代表祖国出征、出
战，为国争光是我们的义务和使命，我
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升国
旗，奏国歌”，这 6 个字振奋了无数中
国人的心，中国女排的爱国精神是刻
进骨子里的。

中国女排是引导学生团结协作的
最好注脚。几乎没有什么队伍像中国
女排一样，可以牵动亿万中国人的
心。扣杀、鱼跃、拦网，每个细微的动
作都让中国人内心跌宕起伏。那时，
中国就是一个整体，而中国女排就是
那凝心聚力的抓手。中国女排前队长
冯坤在一次发言中说道，有人说，德国
队是格林一个人的球队；俄罗斯是加
莫娃和索科洛娃两个人的球队；中国
女排是 12 个人的球队，所以力量强
大。中国女排就像拧在一起的麻绳，

基于平日训练中形成的团结协作和默
契配合，共同作用、集体取胜。

中国女排是激励学生顽强拼搏的
动力源泉。在世界竞技舞台上，没有
永远的冠军，但顽强拼搏不管何时都
是中国女排制胜的法宝。一球一球地
拼，一分一分地争，不焦躁、不气馁，中
国女排靠自己的顽强拼搏克服通向冠
军之路的一个个逆境，绝地反击、成功
逆袭，诠释着“更快、更高、更强、更团
结”的奥林匹克精神。女排精神发展
至今早已成为中国人的一种信念，激
励着中国人时刻奋进在各行各业。

中国女排是激励学生永不言败的
有力底气。中国女排是一支有过辉煌
战绩，也经历过低迷失败的队伍。好
在中国女排永不言败，总结失利原因，
更新发展理念，在挫折中成长、在失败
中奋起。

当然，中国女排的永不言败也体
现在她们的宠辱不惊上。巅峰状态，
中国女排没有被大家的鲜花和掌声所
迷失；低谷时期，中国女排用女排精神
和女排实力改写舆论、证明自己。就
像中国女排前主教练郎平所说的那
样，你一路虽走得摇摇晃晃，但站起来

抖抖身上的尘土，依旧眼中坚定。这
就是中国女排，这就是女排精神。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
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作为被
纳入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
伟大精神，女排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
在体育领域的生动体现，也是激励中
华儿女奋进新征程的精神源泉。用女
排精神来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就
是要让他们明白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
把那一抹红刻进骨血里，就是要让他
们懂得“个人力量乘以 14 亿中国人
民”所激发的磅礴伟力，就是要让他们
知道比夺得金牌、赛事输赢更有价值
的是拼到底的勇气，就是要让他们葆
有那么一股不服输、打不垮的韧劲。
精神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精神是万
万不行的。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需要在各方面都强起来。有多
勇毅的行动，就有多壮丽的征程；有多
坚定的信念，就有多光明的未来。让
我们用教育点燃学生弘扬女排精神的
激情，放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青春梦想。

（作者单位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

女排姑娘用行动绘就生动教材
王易

“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
永不言败”的女排精神，是中国共产党
人精神谱系第一批伟大精神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中国精神的时代表达，也是
中华体育精神的生动彰显。这一精神，
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的自豪、自尊和自
信，为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提
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是激发青少年爱
国情怀的引擎，是点燃青少年人生理想
的火炬。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与排球运动
结缘已久，历经风雨六十余年的新海园
排球工作，成绩辉煌，威震全国。排球
运动已经成为熔铸于新海文化血液的
独具特色的育人项目，先后向中国女排
培养了朱凤霞、张锦文、韩波、龚翔宇、
王辰玥和李立业等多名国手，向江苏
队、八一队和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等高
校培养了 400 余名高水平运动员。学
校建成中国首个排球博物馆、举办全国
女排元老队气排球比赛、编制校本课程

“新海排球之梦”、开展排球嘉年华、组
建翔宇排球社团等，助推了女排精神在
新海园落地生根，彰显了国家级排球体
育传统学校的办学特色。

传承女排精神，培育时代新人，
是我们的光荣使命。新海高中具有传
承女排精神的独特历史底蕴和文化基
础，女排精神与“普爱·行健”校
训、“发扬国光”办学初心高度契合。
将女排精神凝铸为青年学生最为笃定
的精神信仰、弘扬祖国至上的使命担
当，是我们的教育责任。93 年的办学
实践、排球工作的辉煌历程，启示我们
走出一条传承女排精神、培育时代新
人、提高办学品质之路。

转变育人方式，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无体育、不新海”是转变育人方式、
发展素质教育的新海实践。培养出大
量以排球为代表的体育拔尖人才，是新
海落实“五育”并举的重要见证。促进
学生全面而有个性成长是我们的事业
追求，为此，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
是进一步拓展排球运动场域、优化排球
运动课程、引入排球人物励志故事教
育，全面强化学生排球运动素养训练，
提升排球运动品质。二是借鉴排球运
动经验，发展多元体育，促进青少年篮

球、足球、网球和其他运动项目发展，让
每一名学生喜爱一至两项运动项目，掌
握两项运动技能，全面彰显学校以体育
智、以体育心的育人特色。三是全面加
强学生的美术教育、书法教育、音乐教
育等，挖掘学生潜能，张扬学生个性。

深化铸魂工程，培塑学生精神品
格。践行女排精神是学校培根铸魂、启
智润心的精神培育工程的有力抓手。
爱国是女排的灵魂，团结是女排的法
宝，拼搏是女排的特质。聚焦女排精
神，深耕“三质教育”，主要从三个维度
深入开展。一是聚焦女排的“祖国至
上”精神，厚植家国情怀，培塑“国家栋
梁特质”。追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
旅，坚定文化自信；倾听祖国奋进之声，
坚定“今生无悔入华夏”的民族自信。
二是聚焦女排“团结协作”精神，加强集
体主义教育，培塑君子情怀和气质。团
结协作是中国女排取胜的基石，为青少
年处理个人与团队的关系提供了生动
例证。学校以“团结就是力量”的价值
观念，引导学生自觉地将“小我”融入

“大我”，擦亮青春底色。三是聚焦女排
“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精神，培养昂扬
奋斗品格。引导学生做生活的强者，增
强耐挫力和韧性，在压力面前不沉沦，
在挫折面前不彷徨，在人生道路上自强
不息、执着前行。

聚焦核心素养，锤炼学生担当本
领。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
强。中国女排成为世界体坛不断创造奇
迹的一支劲旅，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让
国歌响彻全球，彰显了这一群体的底
气。女排的辉煌历程告诉我们，有底气
方能真正把志气、骨气落到实处，有底气
才能真正担负起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
底气哪里来？底气源于汗水、奋斗和坚
持。传承女排精神，需聚焦学生核心素
养，在课程建构和实施中，提升学生综合
素质；在高效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高阶
思维，让学生有高获得感，培塑“学术大
师潜质”；在打造精品活动中，锤炼学生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引导学生用青春
书写奋斗华章，用实力诠释“强国有我”
的铮铮誓言。

（作者系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党委
书记、校长）

江苏新海高级中学

用女排精神点燃学生人生理想
顾爱军

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女排的喜爱，不仅是因为你们夺得了冠军，更重要的是你们在赛场上展现了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
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面貌。女排精神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喊出了为中华崛起而拼搏的时代最强音。

——2019年9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中国女排代表时指出

中国女排不仅创造了优异的竞技
运动成绩，还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
神财富，那就是40年跨越时空历久弥
新的女排精神。

女排精神代表着一个时
代的精神

女排精神的形成离不开党和国家
领导人对体育的重视与关怀。体育代
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形象，刚刚成立
的新中国迫切需要通过体育向世界展
示崭新的国家形象。摘掉“东亚病
夫”的帽子这一使命，落到了体育人
的肩上。足、篮、排“三大球”最能
反映一个国家的竞技水平和综合国
力，因此更受重视。1964 年，大松
博文带领日本女排夺得世界冠军，引
起了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时任国
家体委主任贺龙的注意。大松博文两
次受邀来华指导训练，中国女排的竞
技水平提高很快。

女排精神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
景下提出的。改革开放初，国人发现
了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巨大差距，一些
人产生了自卑心理，一些人不甘落
后。当时迫切需要在世界舞台上迎来
一场胜利，满足民族的自尊心、自豪
感。中国女排回应了民族精神的时代
呼唤，满足了国人的精神需求。

女排精神的形成经历了孕育、形
成、传承、发展四个阶段。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初，中国女排常在福建
省漳州体育训练基地、湖南省郴州体
育训练基地集训，条件非常艰苦，姑
娘们在粗糙的地板和混凝土地面翻滚
救球，经常伤得血肉模糊，孕育了竹
子一样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坚忍不
拔、顽强拼搏的“竹棚精神”，奠定
了女排精神的基础。1981 年 3 月 20
日，中国男排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
决赛中战胜韩国队，和女排一同夺得
了世界杯排球赛的入场券，北京大学
学子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
时代强音，女排精神呼之欲出。女排
精神正式提出是在当年 11 月 16 日女
排第三届世界杯首次夺冠后，全国妇
联、团中央和国家体委等纷纷电贺中
国女排夺魁，号召全国各行各业向中
国女排学习，让“女排精神”在我国
四化建设的道路上永放光辉。之后，
中国女排在 1982 年秘鲁第九届世界
女子排球锦标赛、1984 年美国洛杉
矶第 23 届奥运会、1985 年日本第四
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1986 年捷克
斯洛伐克第十届世界女排锦标赛上连
续实现“五连冠”，中国女排成为全
民崇拜的偶像，女排精神家喻户晓，
深入人心。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党
的十八大召开之前，郎平、陈忠和等
教练带领中国女排从低谷重返巅峰。
其中郎平执教女排期间，两次获得世
界三大赛亚军，一次季军。陈忠和带

领女排新军在 2003 年女排世界杯上
获得冠军，2004 年时隔 20 年再获奥
运金牌。进入新时代，女排精神得到
新的发展，郎平将“大国家队”理念
引入团队，2015 年夺得女排世界杯
冠军，2016 年第 31 届奥运会上重获
奥运冠军。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
31 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时强
调，中国女排不畏强手、英勇顽强，
打出了风格、打出了水平，时隔 12
年再夺奥运金牌，充分展现了女排精
神，全国人民都很振奋。2019年，中
国女排在第十三届女排世界杯比赛中再
次夺冠，荣膺“十冠王”。习近平总书
记在致电祝贺中国女排夺得 2019 年
女排世界杯冠军时指出，你们在比赛
中不畏强手、敢打敢拼，打出了风
格、赛出了水平，充分展现了团结协
作、顽强拼搏的女排精神。2019年9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中国
女排代表时指出，广大人民群众对中
国女排的喜爱，不仅是因为你们夺得
了冠军，更重要的是你们在赛场上展
现了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
搏、永不言败的精神面貌。女排精神
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喊出了为中
华崛起而拼搏的时代最强音。

女排精神揭示了中国女
排长盛不衰的精神密码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女排精神的重
要论述，揭示了女排长盛不衰的精神
密码。

祖国至上，表达了女排人的爱国
主义精神。祖国至上，是女排多年来
宠辱不惊、百折不挠、勇攀高峰的原
动力。因为爱国，所以奉献，所以刻
苦训练、顽强拼搏。举国体制是涵养爱
国主义精神的制度基础，是女排成功的
制度密码；祖国培养意识是女排成功
的情感密码，体现为为祖国荣誉而战
的初心意识、率先实现“三大球”翻
身并永葆世界前列的使命意识、颁奖仪
式上升国旗奏国歌的理想追求。

团结协作，体现了女排人的集体
主义精神。团体性项目除了比技术，
还比团结，因此是团体性项目制胜的
关键，谁掌握了这个精髓，谁就打开了
通往冠军的大门。

顽强拼搏，体现了女排人自强不
息的奋斗精神。顽强拼搏表现在敢于
挑战大运动量训练的极限，队员们每
天训练七八个小时以上，结束后还主
动要求加练；表现在经受住苦累的考
验，陈招娣曾经“三走三练”，每次因
为极度疲惫想放弃训练，都因为不服
输的个性回到球场；表现在忍受常人
难以忍受的伤痛，曹慧英因在第二届
世界杯赛上拉伤左腿坚持不下场而获
得“敢斗奖”，陈招娣因左臂缠着绷带
参加全运会而获得了“独臂将军”绰
号。女排类似的感人故事数不胜数。

永不言败，体现了女排人更加彻
底的拼搏精神。中国女排胜不骄、败
不馁，始终有不服输的拼劲、打不垮
的韧劲。她们靠领先的技术和过硬的
心理素质打造实力，靠苦干巧干赢得
竞争，打造女排永不言败的坚强基
石。科学创新是永不言败的强大武器
密码。科学求实是制胜之道，中国女
排坚持科学选才、科学培养、科学训
练、科学管理。改革创新是动力之源，
中国女排不断寻求排球技战术上的突
破与创新，重视排球技战术的发明和
应用。在技术全面的基础上，大胆尝
试“单脚背飞”等快速多变的进攻技
术，对女排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

女排精神鼓舞各条战线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女排精神代代相传，跨越了时
空，历久弥新。

40 多年来，女排的胜利持续地激
发了中国人的自豪、自尊、自信、自强，
她们所缔造、传承的女排精神早已深深
地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嵌入中
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时代发展的脉搏
同频共振，为鼓舞各条战线团结起来
振兴中华提供了持续的精神动力。

作为中华体育精神的集中体现，
女排精神鼓舞了体育战线，带动了其
他体育项目的崛起，引领中国体育冲
出亚洲，走向世界。作为中华民族精
神的时代标识，女排精神喊出了为中
华崛起而拼搏的时代最强音，唤起了

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增强了民族
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地振奋了民族
精神，成为各行各业的精神旗帜，激
发了爱国热情和劳动干劲，促进了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中国共产党
人精神谱系中具有鲜明体育特色的一
道光谱，女排精神为党员干部树立了
光辉榜样，提供了指引方向的精神坐
标。

女排精神影响了几代人的精神风
貌，为塑造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和自
信自强的国家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
时至今日，仍闪耀着价值的光芒。在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
上，女排精神将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伟
大梦想，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事业，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进行
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继续
发挥凝魂聚气的作用。

1981 年 11 月，人民日报刊文
《学习女排，振兴中华》 提出，用中
国女排的这种精神去搞现代化建设，
何愁现代化不能实现？同样，40 多
年后的今天，用女排精神进行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何愁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不能实现？在党的二十大精
神的指引下，我们以女排精神的状态
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投入民族复
兴战略全局，团结起来，顽强拼搏，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定能够建成，
民族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
究员）

女排精神女排精神 为中华崛起而拼搏的时代最强音为中华崛起而拼搏的时代最强音
李红霞

解读

钩沉

福建省永春第六中学是获得五届
世界冠军的陈亚琼女士的母校，学校长
期探索女排精神与学校教育教学的共
鸣点、共振点，做传承女排精神、厚植家
国情怀的时代接棒人。

学校精心打造传承女排精神的校园
文化，操场上的女排风采长廊、校史馆的
英雄照片墙、“陈亚琼故事馆”的研学之
旅、践行女排精神的主题班会、热血沸腾
的“亚琼杯”校园排球赛⋯⋯校园每一个
角落无不洋溢着浓厚的女排精神。

浓厚的文化氛围，师生徜徉其中，
熏陶、体验、感悟。女排精神是厚植在
学生心中，引领学生践行的团结协作、
合力攻坚的团队精神、奋斗精神、拼搏
精神。它激励着学生养成自尊、自信、
自强的昂扬风貌，养成甘于孤独、乐于
奉献、祖国至上的爱国情怀。

学校以女排精神引领校园文化建
设，助力德育工作。作为冠军的母校，学
校充分挖掘校友资源，邀请学者到永春
六中为师生系统讲述了女排精神形成的
时代背景、曲折历程、重大意义，引发了
广大师生的共鸣。

女排前主力队员来到学校与师生进
行互动、交流。广大师生近距离感受女
排英雄的风采，宝贵的女排精神植入校
园，点亮了学生理想之路。2019年7月
5日，中国奥委会奥运健儿公益服务大行
动第一百站走进永春六中，一系列精彩
的活动再次掀起传承女排精神的热潮。

优良的示范是最好的说服，学校深
知榜样的垂范引领作用，积极链接资源，
多方助力，搭建践行平台，女排精神得以
在新一代青少年中传承，凝聚奋进力量。

学校以女排精神为基础，结合校园
文化，在摸索中前行，在坚守中成长，已
逐渐形成“团结协作、勇于拼搏、追求卓
越”的精神。

在管理上，学校以女排精神引领，
坚持信任、沟通原则，塑造了一支敢于
创新、善于决策、团结合作，有理想、有
担当、有情怀的学校领导班子。

在教育教学上，学校进一步强化了
教师“脚踏实地，务本求真”的思想认
识，强调以德立身、以德立行、以德立
业、以德育人，打造了一支凝心聚力、踔
厉奋发，有精气神的教师队伍。

在学生培养上，学校坚持“全面发展，
德育为首”理念，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学生
家国情怀和吃苦耐劳、追求卓越的高尚品
质，培养学生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劲，
培养学生披荆斩棘、敢于担当的拼劲。

知行合一，行而不辍。在女排精神
的引领下，永春六中走出了一批国家级
的运动健将，有荣获七次羽毛球世界冠
军的“国际级运动健将”陈红勇，有被称
为“亚洲飞人”的跳远冠军陈尊荣，有赛
艇健将陈弦峰、陈弦恒⋯⋯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未来，永春六中将积极探索践行女
排精神的方式方法，积极搭建以女排精
神雕琢时代品质的平台，凝练属于永春
六中的办学特色，为年轻一代培根铸魂。

（作者系福建省永春第六中学党支
部书记、校长）

福建永春第六中学

做传承女排精神的接棒人
黄全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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