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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上海人学新方言作新贡献

! ! ! !下午三时，陈凤广放下手中正忙碌的事情，走出行政
楼办公室。熟门熟路地来到体育馆底层的体育教研室，他
换下身上的西装，换上一套运动服。拿上哨子和标尺，站
上操场的他此刻已回到老本行———体育老师。
黝黑的皮肤记录了太阳的热度，这是体育老师特有的

肤色，这也是陈凤广与大多数从事行政工作的老师最大的
不同点。现任南洋模范中学学生处副主任的陈凤广曾是一
名体育老师，也是这个学校颇为吃香的“明星老师”。

在南模，每个体育老师一周要上 !"至 !#个课时，带
"、$个班的学生。相比普通学科老师一周 !%至 !&个课时
的教学任务，体育老师是学校中承担课时任务最重的。除

了日常教学，在午休时间，体育老师还要担任各类校际比
赛的裁判，监督学生进行早操、晨锻等活动。日晒雨淋，体
育老师的艰苦可想而知。

在南模，曾做过一个问卷调查。出乎很多人意料，学
生民意评选出的最爱学科竟是体育课，而最喜欢的校园
活动正是有着 '!年历史的“南模杯”篮球赛，甚至还有不
少应届初中毕业生在网上发帖，声称“考南模就是为了打
‘南模杯’。”

姚琍是七宝中学的体育老师，过去 !$年教学生涯，
她曾感受过旁人对体育的偏见。如今姚琍却常把“幸福
感”和“成就感”挂在嘴边。她说：“在七宝中学，做体育老

师是愉快的、有价值的。”
在七宝中学，每天下午有一节特殊的“体育课”。来上

课的不是学生而是老师。每人手上都有一份课程表。上面
列出每位老师必须接受的体育锻炼课程，项目自选，出席
情况计入教师的工作考勤。老师有了体育课，他们为学生
树立的积极锻炼的榜样作用也就越来越强。而由体育教
师担当教练，既辅导健身，也教养生之道，老师们无不对
此拍手称道。
“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我的学生，也能驰骋在奥运

赛场上；我有一个梦想，重视体育的，是每一个学校校长；
我有一个梦想，每个体育老师，幸福感荡漾在脸上；不再
觉得低人一等，不再遮掩着说‘我是教体育的’，而是，个
个精神抖擞，挺着胸膛。”这是曾流传在网络上的一首诗
歌，也被视为每位体育老师的心声。

本报记者 厉苒苒

让学校体育课
成为学生快乐的时光

兴趣开始
快乐至上

! ! ! ! &&年前，陆勇刚踏上工作岗位，学生很喜欢
和他在操场上踢足球；&&年后，他再跟学生在操
场上踢球时，却发现学生只会在操场上打滚，根本
踢不来球了。他感到很失落，却又很无奈，“安全第
一，已经是体育老师的唯一口号。”

根据体育教学大纲，体育考试以跑跳投为主，
足篮排这些集体球类项目，属于拓展范畴，为了以
防学生在冲撞中意外受伤，陆勇和他的同事只能
按着教学大纲来上课，尽量不让学生接触足篮排
等集体球类项目。陆勇说：“一旦受伤，体育老师和
学校要赔钱，压力太大了。”

虽然体育课不教足球，但区里组织校际足球
联赛，却要求每所学校必须参加。陆勇很为难，“家
长和文化课老师都不支持，只能临时找些学生，滥
竽充数。”每逢期中（末）考，体育老师更是清闲，因
为体育课都被其他科目征用了。

也有一些体育特色学校，或是同少体校挂钩、
或是与体育俱乐部合作，并得到了相关政策的扶
持，但毕竟没有全面普及。这些学校的体育老师，
令陆勇很羡慕。
有一天放学，陆勇看到一个手臂绑着石膏的

学生，在操场上和同学比拼翻跟头，笑得很开心。
陆勇心里却不是滋味，“爱运动，本是学生的天性。
可我们的体育课，变味了。”

姓名 麦克!杨

年龄 !"岁

教龄 ##年

职务 包玉刚实验学校体育教研组负责人

! ! ! !麦克·杨是一名来自英国的体育老师，“&%%#年
决定来上海时，是一次冒险，因为我对上海一无所
知。”麦克说。
冒险，也是挑战，打造中西结合的体育教育体系，

麦克的理念是“愉悦教育”，从兴趣开始，培养正确的
体育态度，再打好扎实的体育基础。

包玉刚实验学校的小学部位于长宁区的一条弄
堂里，典型的螺蛳壳里做道场。不大的操场上，学生每

天进行各种体育锻炼，甚至还包括曲棍球、飞碟、橄榄
球等等。

!#米长的迷你泳池，落成后第一次开放时，麦克
左右手各抱着一位学生，慢慢下水。学生们抓着他的
手臂，哇哇大叫，麦克不断鼓励，“别怕，可好玩了。”大
概十分钟后，见有些大胆的学生相互泼起了水，这两
个不会游泳的学生也胆子大了起来，将水往麦克身上
泼，顿时，泳池里笑声一片。
游泳课成了嬉水课，麦克很满意。低年级的学生

处于体育启蒙阶段。麦克说：“只有先让孩子们接触不
同体育，他们才会发掘其中的乐趣，并渐渐爱上体
育。”
培养正确的体育态度，从娃娃抓起。麦克设计的

考核表，开放式评分，没有硬指标。比如游泳，不比谁
游得快，而是比谁最积极，麦克介绍说：“如果孩子一
学期没缺席过一堂游泳课，我们也会给他高分。”
在上海当了 "年体育老师，麦克最大的感受是：

“应该将更多的钱投入基层体育教育。这是一个金字
塔结构，根基扎实了，才能优中选优。”
包玉刚实验学校 &%%(年落成，虽是一所中文学

校，但大部分孩子有国际家庭的背景，因此学校不适
于参加区运动会，也没有同国际学校比赛的机会。于
是，最初，麦克同周边其他 '所学校搞了一个 )*)+

体育联盟，类似于美国大学常春藤联盟，举办各种项
目、各个年龄层的体育联赛，如今，已有 !%余家学校
加入 )*)+。麦克明年退休了，他的愿望是，明年能看
到 )*)+的队伍不断壮大。

体育老师越来越吃香

愉悦教育

上周，杭州一场小学生运动会入场
式上，1小时内20名学生晕倒。复旦大
学历史学系教授钱文忠在微博上评论：
体质如此，谈其他有意义么？别忘了“东
亚病夫”这四个字！警醒吧！
同时，本报体育编辑部也收到了一

封小学体育老师的来信，这位老师很迷
茫，学校体育启蒙教育究竟何去何从。

从7岁到12岁的学生，本该是享
受快乐体育的年纪。小学体育课，究竟
怎么上？本报记者分别走访了拥有外籍
体育老师和本土体育老师的学校。

家长支持

! ! ! !全市小学体育教
学大纲里，并没有棒球
项目。
上周四，三（!）班的

学生第一次接触了棒垒球，'"
分钟里，张慧只教了一招：传接球。

可孩子们都觉得不过瘾，铃响时，纷纷感
叹：“咳，这么快就下课了……”傍晚放学后，
张慧又出现在了操场上，带着 &% 多个小男
孩，换上专业棒球装备，打起了分组对抗赛。
周末，学生们又跟着张慧，坐车去浦东同美国
学校进行了一场比赛，学生的家长纷纷前往
助威，热闹非凡。

爱玩爱动，是孩子的天性。在当今教育大
环境下，家长担心孩子因体育会落下功课，也害
怕孩子受伤。如何开展各项体育课程，获得家长
的理解和支持，张慧和他的同事，动足了脑筋。

&%%( 年，在校长丁利民的支持下，上理
工附小成立了棒球队。张慧记得，有个家长曾
隔着围墙冲正在训练的自家孩子破口大骂，
要他去做功课。张慧便和其他几名教师上门
家访，苦口婆心，做通了思想工作。令张慧
欣喜的是，家长王燕自告奋勇站了出
来，甘当教练，她曾是一名专业垒球运

动员，在她的现身说教下，一些原本不支持
孩子打棒球的家长，也渐渐理解了。

&%%,年，全国学校棒球比赛在上海体育
场举行，棒球队邀请家长现场观战。有一位家
长是大巴驾驶员，他主动说，“我 '天不做生
意来接送大家。”比赛看台上，家长们穿着队
服，给孩子们摇旗呐喊，孩子们大受鼓舞，最
终获得全国亚军。陈彬彬的家长第一次看孩
子打球，连连感叹：“我内向的儿子原来有如
此积极的一面啊！”赛后，从事餐饮业的陈父
大手一挥，“庆功宴，放我们饭店搞，今天不做
生意了。”

$年来，每逢大型比赛，张慧都给棒球队
摄下精彩照片，做成明信片和贺卡在学校发
放，更是激发了学生投身棒球运动的热情。如
今，上理工附小的学生以加入棒球社团为荣。
曾有一个孩子穿着棒球服、戴着棒球帽参加
大队委员竞选，同学们纷纷将票投给他，大家
觉得他就是个“小英雄”。

本学期开学仪式上，丁利民校长还读了
一封家长来信：请学校多多开展体育运动。张
慧指出：“体育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塑造坚强
的意志力和健康的体魄。家长一旦体会到这
层意义，怎能不支持？”

安全第一

! ! ! !现今的体育教育"更受教育

和体育部门重视了" 体育设施更

先进了"教育经费也更宽松了# 可学

生的体质$意志力并不乐观# 去年"我们

组织了 $%人绑脚跑步比赛"一旦跌倒"市区

学生普遍放弃比赛" 而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

则爬起来继续跑#可见"市区学生不太吃得起

苦#

体育教师在教育过程中有负担"尤其是去

年发生多起学生猝死事件后"体育教师更不敢

冒险#我们呼吁"家长和教师都应放开思路"不

该因噎废食#

在体育教学中也存在应试教育# 考什么"

就教什么"限制了学生的兴趣# 也有一些教师

在评职称时"只顾埋头写论文"而忽略了教学

本身也阻碍了学校体育的发展#

运动"是孩子的天性%运动"不只有跳绳跑

步"也不只是竞技拿奖#抓好学校体育教育"学

生将终身受益"有利于增强体质$培养集体主

义精神和拼搏精神#因此"管理者$教育者和家

长要有开阔的思路"三者缺一不可# 上理工附

小的体育课程拓展"值得其他学校借鉴# 在外

籍教师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快乐体育的元素#

上海市学生体质监测中心专家 苏训诚

! ! ! !姓名 张慧

年龄 #"岁

教龄 &!年

职务 上海理工大学附属小学体育教研组

棒球老师

! ! ! !陆勇&化名'

年龄 '(岁

教龄 $$年

职务 某小学体育教研组组长

抓好学校体育
学生终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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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受伤的又是体育

%&'

! ! ! !波士顿马拉松

赛生惨剧"体育"原

本给人欢乐的"却

不料受到攻击# 翻

看历史" 体坛悲剧

带来的阴霾" 似乎

从未走远" 令人唏

嘘#昨天"伦敦马拉

松" 如期开跑(((

四面八方" 不同肤

色" 因热爱体育而

汇聚的人们" 让人

看到的是体育人的

勇气#

体育" 原本就

是一种精神" 让人

凝聚"使人顽强"教

人坚韧# 爱体育之

人" 多半是热爱生

命的#也正因如此"

四年一届的奥运

会" 会让那么多人

如痴如醉" 而在体

育场酿造悲剧的歹人" 也必将惹

众怒$遭唾弃#

体育"可以带来健康体魄$塑

造阳光个性$ 维护健全心灵# 所

以" 体育的功能与力量" 是巨大

的# 比如"体育之于教育"体育完

全能在教书育人方面" 凸显更大

作用#

前不久"在全国青少年体育

工作会议" 一位一线专家坦言)

体育在教育环节中"并未受到足

够重视# 正如他所调侃的)*现在

我们出钱" 借别人家的地去播

种" 并许诺将收成一并上缴"对

方却还不乐意呢+,,玩笑的背

后"折射的"是一线体育工作者

的困惑#

无独有偶# 日前"网络红人

钱文忠先生在个人微博上转了

一个*段子+(((说*段子+"是因

为我们无从核实此事的真实性)

杭州某校运动会开幕式上"接连

晕倒二三十名学生,,联想起

不久前" 校园长跑屡屡发生意

外"不禁要问)我们学生的体质"

差到什么地步了- 我们学校的体

育教育"究竟怎么了- 如果连站

一会儿$ 跑两步都会要晕厥"我

们的孩子"距离新一代*东亚病

夫+ 又有多远-. 奥运会金牌再

多"又有多大意义-.

好在"也不全是悲观的消息#

我们记者在深入一线采访后"以

三所学校为例" 记录下了一些做

得好的"或还不那么好的#

体育教育"能否取得效果"取

决于很多因素) 如学校的重视程

度%家长的支持程度%学生的热爱

程度"等等"当然"最后一点"又与

学校体育老师水平的高低" 魅力

之大小"密不可分# 至少"体育教

育化"应更多提上议事日程"更多

深入校园日常# 这也是体育的社

会功能"不容忽视

小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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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陶邢莹

! 麦克带领足球队进行课后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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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着棒球服"戴着头盔"上理工附小的学生"在棒球比赛中打得

有模有样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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