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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美育
孔艳

现代汉语是高等学校汉语
言文学以及相关专业的一门基
础课程，通过教师系统讲授语
音、汉字、词汇等理论知识，培
养学生的语言素养、语言运用
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学好现
代汉语对于提高学生审美和人
文素养、弘扬中华美育精神具
有重要意义。同时，随着我国
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
升，学习汉语的外国人也日益
增多，需要更多的人去传播中
国声音。

近年来，天津外国语大学
在现代汉语课上注重引领学生
发现和感受汉语之美，让学生
在学习现代汉语课程的过程中
认识美、发现美、鉴赏美、创造
美、传递美，不仅激发了学生的
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的审美
能力，还丰富了学生的审美情
趣，增强了学生的语言认同感
和国家认同感，对于树立师生
的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好中国声音、更好地推动中
华文化走向世界起到了积极的
推动作用。

彰显音韵美，以美育人

汉语的音韵之中蕴含着中
华民族千百年以来的文化精
髓，汉语语音最大的特点就是
具有音韵美，这也让汉语具有
独特的美育价值。

汉语有四个声调，古人分
为平、上、去、入，平声声调平缓
归为“平声”，上、去、入声声调
曲折多变归为“仄声”，将不同
声调的音节按照一定规律错落
有致地排列，汉语语音便呈现
出高低起伏、抑扬顿挫的特点，
呈现出音韵美。无论是古代的
诗词歌赋，还是现代的诗歌、散
文等，都能在抑与扬有规律的
交替与变化中体现汉语的音韵
美。同时，汉语音节具有双声、叠韵等特点，语音中还有轻
声、儿化这些音变现象，且音节之间界限分明，这些特点相互
映衬、协调，让语流圆润流畅，语调和谐自然，使汉语语音具
备节奏上的美感。

天津外国语大学在现代汉语课上，对学生进行针对性
语音训练，提高发音的准确性和韵律感；让学生诵读、表演
经典文学作品，创作诗歌或散文，感受其中的音韵美。学
校还定期举办“中华经典诵读大赛”“诗歌、散文创作与朗
诵大赛”“散文、诗歌创作分享会”等比赛与活动，将现代汉
语课延伸到课堂外，让学生通过朗诵、吟唱、自创等方式感
受、品味汉语语音的音韵美，提高了学生的审美情趣，激发
了学生对自己语言的民族自豪感。

突出形体美，以美化人

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谈到汉字有三美：意
美、音美、形美。汉字作为表意兼表形的文字，是注重审美
形象的文字。“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皆为形体之事。
象形是古代先民或取全貌或取局部，用线条把事物勾画出
来，这便形成了最早的文字。指事、会意是在象形的基础
上创造文字。汉字起源中与绘画相通的这些特点决定了
汉字与生俱来的艺术性。从结构上看，汉字由点、横、竖、
撇、捺、提、折、钩等基本笔画构成，这些笔画错落有致，组
成不同的结构，形成汉字独有的审美意蕴。从甲骨文的神
秘、钟鼎文大小篆的古朴，到隶书的端庄、楷书的隽秀、行
书的飘逸、草书的狂放，无不体现出汉字独特的艺术特色
和形体之美。

汉字不仅是中国历史的根基，还具有外于形、内于义
的独特美。天津外国语大学通过现代汉语课，引领学生感
受汉字的形体美，理解汉字与中华文化的联系。向学生展
示汉字的演变过程，让学生直观感受汉字形体美的历史变
迁；给学生讲解汉字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典故，让学生体会
汉字背后的文化意涵；引导学生分析汉字的结构和部件，
让学生从结构角度欣赏汉字的形体美；引入汉字艺术欣赏
环节，让学生欣赏和品味汉字的艺术魅力；举办汉字书写
大赛，让学生感受书写的乐趣，分享对汉字形体美的理解
与感悟。通过这些，加深学生对祖国文字的情感，理解汉
字背后的人文精神与丰厚历史，强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
认同、尊重与热爱，进而对中华文化充满敬畏与自信，更好
地传承、发展与传播中华文化。

聚焦意境美，以美培元

汉语的词汇丰富多样，从古代的诗词歌赋到现代的科
技术语，数千年积累下来的词汇是汉语的一大财富，蕴含
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哲理，可以精准细腻地表达思想、抒
发情感，具有独特的意境美。汉语独特的语言风格和对
仗、排比等丰富的修辞手法也可以增强语言的表达效果，
丰富语言的表达方式。“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
风。”这一诗句便刻画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情景，“溶溶
月”“淡淡风”，铺展出一个意境清幽、两情缱绻的境界。丰
富的词汇、独特的语言风格使意与境、情与景、心与物交融
契合，不仅滋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也给我们带来了
意境之美。

天津外国语大学在现代汉语课上，引导学生深入阅
读经典作品，体会其中的意境美；带领学生分析经典作
品中的语言表达，感受汉语词汇的丰富性和表现力。学
校每年举办“中华经典诵读大赛”“大学生戏剧艺术节”
等活动，学生通过朗诵文本、体会艺术主题、分析语言
风格、掌握台词等感受不同文本独特的语言风格，通过
诵读、表演展现其意境美。通过课内课外的学习和实
践，学生可以感受到汉语的节奏、韵律和感染力，感受
到汉语词汇和语言的韵外之致，它们不仅能表达人们丰
富的思想，更是中国人文化和思维方式的体现，表达了
中国人的情感、思想和智慧。

在现代汉语课程教学中挖掘汉语中的审美元素，渗透
审美教育，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让学生充分感
受汉语的人文魅力和文化底蕴，不仅可以使学生具备良
好的思想文化素质和审美创造能力，提高学生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
汉语和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作者单位系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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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运动风采 做阳光少年
——记2024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

本报记者 陈有利 李小伟

8 月 22 日清晨，江西南昌八一广
场庄严肃穆，巴黎奥运会优秀运动员潘
展乐、盛李豪、黄雨婷、徐诗晓、万乐天、
程玉洁与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的参
会青少年代表、大会受表彰的基层教练
员和体育支教志愿者约 400 人齐聚于
此，共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这一刻，
爱党情、爱国情在每个人胸中澎湃升腾。

8 月 19 日至 23 日，2024 年“奔跑
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
江西南昌举行。在为期 5 天的活动中，
来自全国各地的 2000 余名青少年参与
教育活动、展演展示、项目体验等，展
示运动风采，争做阳光少年。

大会由国家体育总局联合教育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部门共同主
办。此次大会是国家六部门首次联合举
办的青少年综合性体育活动，也是巴黎
奥运会后首次举办的全国性体育盛会。

播下阳光体育的种子

8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
大会堂亲切接见第 33 届夏季奥林匹克
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时指
出，中国体育健儿在奥运会上“让全世
界看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积
淀，看到了中国开放包容、昂扬进取的时
代风貌，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志气、锐气和
底气”。“希望大家进一步提升竞技体育
综合实力，带动全民健身、青少年体育
蓬勃开展，为建设体育强国再立新功。”

“举办本次阳光体育大会，就是要
通过奥运明星带动广大青少年了解体
育、热爱体育、参与体育，促进青少年
体质健康，让全国青少年都能享受体育
带来的快乐，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成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合格的
接班人。”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刘国永
说。

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体育美育教
育研究所所长吴键看来，奥运精神和中
华体育精神就是体育思政的重要内容，

“我们要将奥运会相关内容很好地融入
体育与健康课程中，将青少年健康成长
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培养
体魄强健的一代新人。要将‘常赛’当
作激发青少年学生体育锻炼的动力，与

‘教会、勤练’有机结合，让更多青少
年学会在规则之下，有尊严地输和赢。
同时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运精神等当作
培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核心素养的重要载
体，引领学校体育的课堂教学，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真正实现体育与健康教
育课程的育人价值”。

本次大会乘巴黎奥运会东风，以体
育为舞台，以教育为载体，不仅将巴黎
奥运会优秀运动员潘展乐、盛李豪、黄
雨婷、徐诗晓、万乐天、程玉洁等请到
英雄之城南昌，让他们与广大青少年运
动员一道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共同缅怀
先烈，还举办了丰富的红色文化活动，
如观赏民族歌剧 《八一起义》 和舞蹈

《红色记忆》 等，营造了浓厚的红色文
化氛围。青少年运动员在英雄城南昌种
下一颗颗阳光体育的种子，从红色土壤
中汲取成长养分。

在巴黎奥运会斩获生涯第二枚奥运
金牌的皮划艇运动员徐诗晓回到家乡参
加活动，感受颇深。她表示，青少年是
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通过本次阳
光体育大会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意义重
大，能够赓续红色血脉，让红色文化浸
润更多青少年。

依照“简约、安全、精彩”的办会
要求，本届大会坚持“青少年展演青少

年看”的原则，从开幕式上情景朗诵
《少年中国说》 百人百鼓的雄壮开场，
到由一群视障孩子组成的“光明行”跳
绳队表演的 《跃动的光明》，到剧目

《中华体育精神颂》 的慷慨澎湃，再到
闭幕式上感谢为阳光体育大会默默付出
的幕后英雄们的 《许下“星”愿》 ⋯⋯
一系列精彩节目，既具有民族传统特
色，又具有南昌地方特色，受到青少年
的普遍喜爱。

“本次大会具有‘突出体验、淡化
竞技’‘突出互动、淡化名次’‘突出简
约、淡化仪式’三个显著特点。”国家
体育总局青少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体
验项目在规程设置上以普及为主，兼顾
提高，突出青少年的特点，重在参与、
重在体验、重在交流。本次大会不设金
银铜牌，把体验项目和教育活动下沉到
景区、街区、商圈，办到城市各个角
落，引导更多的群众、更多的青少年近
距离观看、了解，进而参与体育运动。

“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享受
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
志”⋯⋯在南昌大型商业综合体融创
茂，随处可见这样的醒目标语，阳光体
育大会跳绳体验项目就在这儿举办。观
众目睹了小运动员们双手撑地、腾空跳
跃、花绳翻飞的精彩画面，喝彩声阵
阵。市民刘先生带着他的孩子看得津津
有味，“主办方将体育赛事安排在商场
里，我们观看完比赛后，可以直接在商
场里聚餐和购物，十分方便”。

以赛会友，乐在其中

“没想到有这么多青少年对棕编感
兴趣，真是太高兴了！”大会期间，南
昌健康职业技术学院流湖棕编展位前

“人头攒动”，运动员和志愿者们将这里
团团围住，他们探着脑袋去看干叶棕如
何从形状普通的叶子创作成各种形态的
作品。南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
承人陈云飞兴奋地说：“花鸟鱼虫、飞
禽走兽，大家想看什么我都可以给大家
编造出来，棕编对年轻人来说这么有吸
引力，真是没想到。”

走进阳光集市，一系列非物质文化
遗产更叫人连连惊叹。用麦芽糖制作的
溪霞吹糖人、造型生动色彩多样的城南
龙灯、露天舞台上的川剧变脸⋯⋯众多
具有民族特色、南昌特色的非遗作品吸

引了青少年们的目光。
大会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运动员都

入住阳光大本营，在驻地共同生活，相互
交流，相互学习。阳光集市就设置在快乐
大本营南昌健康职业技术学院里。

“阳光集市融入非遗文化传承精神，
打造体育与文化交相辉映的活动，让青少
年亲身感受地方非遗文化的美丽，深入挖
掘‘体育+非遗’的文化魅力。”阳光集
市的导演赖以信表示，“青少年的运动参
与至关重要，现场所有项目都本着重在参
与、重在交流的原则，通过互动形式，让
运动员尽可能多地体验不同的项目。”

来自江苏代表队的体操运动员李乐妍
正在体验射击激光枪项目，在此之前她和
她的队友们已经尝试了航空航海模型体
验、无人机任务飞行、纸飞机趣味飞行等
体验项目。“太好玩了！太好玩了！”李乐
妍连连叫好道。

“通过阳光集市和互动游戏，我结交
到了很多兄弟省份的好朋友。”来自内蒙
古代表团的小运动员张孝涵说，“赛场
上，我们互相学习技巧和经验；赛场下，
我们分享心得，成为好朋友，这次南昌之
行收获满满。”

在阳光集市的一角，青少年们正在排
队进行体质测试。南昌大学体育教育训练
学专业的学生沈凡超是现场体质测试的工
作人员，他向记者详细介绍了测试流程：

“我们会为体验者进行身高体重的测量，
还有仰卧起坐、弹跳力、平衡感等多项测
试。完成全部测试后，体验者将会得到一
份全面系统的身体素质报告。报告不仅反
映他们的身体状况，还会根据测试结果给
出个性化的健康建议。”他补充道：“现在
人们对体质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体质
健康是未来值得大力发展的一项工作，我
也会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做下去。”

体教融合促学生全面发展

阳光体育大会的体验项目以青少年喜
闻乐见、普及度高的项目为主，除足球、篮
球、田径等传统体育项目之外，大会还引入
了垒球、攀岩、轮滑、啦啦操等新型体育体
验项目，旨在传播运动健康理念，树立阳光
向上榜样，鼓励广大青少年在体育锻炼中
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积极参与体育锻炼，科普教育至关
重要。”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研
究员徐建方表示，“此次大会，专门针对
青少年群体推出了涵盖近视防控、科学减
脂、体姿改善、心理健康和科学健身等五
大板块的健身科普教育。进行健身科普教
育的目的是培养青少年的体育素养，提高
他们的健康意识，并帮助青少年运动员养
成科学训练和做好个人成长规划的习惯。”

“体验项目的设置淡化了体育赛事的
竞技属性和竞赛名次，让青少年能够在无
压力的环境下展示自我、挑战极限，促进
青少年之间的交流。”上海代表团的跳绳
教练张籍表示，“在取得好成绩的同时，
我更希望运动员们能交到更多朋友，体验
更多不同，这比赛事本身更重要。”

体校开放日，盛李豪、徐诗晓、程玉洁、
万天乐等优秀运动员来到南昌市体校湾里
训练中心，与师生们交流互动，激励他们顽
强拼搏。“奥运冠军跟学生的互动指导，激
励他们积极投身体育运动。”南昌市体校湾
里训练中心的射击教练田新说。

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副司长姜庆国指
出，阳光体育大会集中展示了青少年体育
和学校体育的改革发展成果，为广大青少
年搭建高水平体育交流展示平台，对于进
一步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学生身心
健康、体魄强健、全面健康成长将起到积
极的推动作用。

以潘展乐为代表的奥运冠军号召广大
青少年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并在大会开幕
式上发出倡议：“走进运动场，走到阳光
下，在体育锻炼中强健体魄、突破自我。”

“天高海阔，明天是我，用尽全力告
诉全世界。满天星光，为我闪烁，追的梦
会比太阳炙热⋯⋯”正如“奔跑吧·少
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主题曲 《天
高海阔》 所唱，在这场体育与文化、青春
与梦想的体育盛宴中，每一个青少年都在
体育锻炼中收获更好的自己，拥抱一个更
强健、更自信、更积极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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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卢苇 本报记者 李小伟

“我家就住在学校旁边，假期里学校的
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我们到这里运动健
身、休闲散步等都很方便。”江苏省盐城市
市民杨克诚说。

近年来，为促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充
分发挥学校体育设施作用，盐城市积极推
进学校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目前，全市
近500所具备开放条件的公办学校全部免
费向社会开放。

盐城市第一小学是当地体育设施开放
得较好的学校之一。正值暑期，下午两点
半，在学校体育馆二楼的羽毛球场里，六年

级学生王鑫鹏正在打球。“这里离家近，是室
内场馆，场地环境好，夏天也不晒，自从放假
了，我几乎天天来。”王鑫鹏告诉记者，如果
盐城市第一小学的羽毛球场地不开放，离他
最近的一个球场在附近的公园里，骑车也要
半个小时以上。

盐城市第一小学党委书记秦岭介绍，
目前学校开放的体育设施分为室内和室外
两部分，室外部分包括田径场、足球场、篮
球场、攀爬设施，室内部分则包括学校体育
馆二楼的室内篮球馆、羽毛球场和一楼的
趣味运动区，采用预约制，基本可以满足周
边居民的健身需求。

盐城市学校体育设施全面开放始于

2019 年。盐城市体育局群体处负责人宗
永根介绍，2019 年 3 月，盐城市将学校体
育设施向社会开放列为市政府的四项教育
惠民工程之一，出台了《关于全面推行学校
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明确要求“2019 年底，凡符合开
放要求的学校须全部向社会开放”。

根据《意见》，盐城市的学校体育设施
实行定时开放与预约开放相结合，教学日
和双休日、国家法定节假日早晚时段，每天
开放不少于2小时；寒暑假期间，每天开放
不少于 8 小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等需要使用学校体育设施组织体育活动
的，可提前预约。目前盐城市人均体育场

地面积已达到4.73平方米。
为了确保开放安全，盐城市对各所学校的

开放条件做出了明确要求。为了顺利实现开
放，不少学校都在现有基础上进行了提档升
级。以盐城市第一小学为例，学校在体育场与
教学区之间增加了隔离栅栏，增设了卫生间和6
盏高杆灯。同时，明确专人、专班负责安全卫生
服务，并邀请社区体育工作者、学校体育教师到
校进行健身指导。作为盐都区首批开放的学校
之一，神州路初中在开放之前还在神州路初中
和小学之间增开了一个校门，专门用于来校健
身人员出入，做到教学区与健身区的有效隔
离。同时，盐城市还设置了专项经费，用于购买
社会公众责任险和合理补贴学校体育设施开放
运营成本。从2019年起，盐城市财政局对体育
设施开放的市直学校和省属驻市区高校按每校

（校区）15 万元/年标准给予补助；对县（市、区）
县城以上体育设施开放学校，按每校（校区）5万
元/年标准进行奖励，推动学校体育设施开放的
可持续发展。

江苏盐城：学校体育设施免费向社会开放

一线采风

本期关注

运动员在进行篮球体验项目。
王浩 摄

图为潘展乐、武海燕、史明玉等体育界杰出代表联合发出倡议，呼吁全国青少年走进运动场，强健体魄，突破自我，为建设体
育强国贡献力量。 大会组委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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