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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球！压上去！”“传身后！走边

路！”……2023年12月14日下午，在

群山环抱的泸州市纳溪区打古镇中

心小学八人制标准足球场上，学生

们穿着球鞋和球衣举行一场“迷你

对抗赛”，绿茵场围观的男孩女孩不

时发出热烈的呐喊助威声，大山里

回荡着欢乐。

2015 年筹建女子足球队，2016

年荣获泸州市青少年校园足球秋季

联赛冠军，2017 年被教育部遴选为

“ 全 国 青 少 年 校 园 足 球 特 色 学

校”……9 年来，纳溪区打古镇的山

村孩子因校园足球队，看到了人生

的另一种可能。

而这一切，皆因为学校的一次

“大胆抉择”。

·一次抉择·
足球融入乡村女孩的生活

“打古镇远离城区、条件艰苦，

一些山里娃很难靠文化成绩拼进大

城市……”2015年初，具有15年乡村

教育经验的余林，接任打古镇中心

小学校长时，“心里难免有些失落”。

“足球，没有身高限制，没有场

地要求。另辟蹊径，兴许能闯出一条

路来。”于是，余林提出了一个想法，

成立女子足球队，让足球改变乡村

女孩的命运。

“家长不支持工作，没有专业场

地和球鞋，没有专业教师……”谈及

当时的场景，余林仍然历历在目。

“踢足球有什么出路？”“踢足球

影响学习怎么办？”为了消除家长的

顾虑，余林逐一家访，给家长讲踢足

球的好处。余林表示，成立女子足球

队之初，最大的困难不是没有专业

训练场地和球鞋，而是家长认为踢

足球“不务正业”。

最后，经过余林苦口婆心地劝

说，终于有 20 多名家长勉强同意让

孩子加入女子足球队。

没有专用场地，女孩们在水泥

地上踢。没有专业教练，学校安排学

田径的体育教师邓宏金、数学教师

刘洪跟着教学视频每天钻研，利用

互联网学习足球教程，拟定训练科

目。

“孩子们晒得黝黑，有时受伤都

忍着痛踢完球。”提及学生训练时的

坚韧，刘洪表示，她们的精气神深深

地感染着自己。“我必须竭尽全力提

高她们的技艺，让她们多拥有一条

改变人生的道路。”

经过6个月短暂训练，2016年4

月，打古镇中心小学女子足球队参加

泸州市青少年校园足球（春季）联赛，

首次上阵便赢得小学女子组亚军。同

年11月，打古镇中心小学女子足球队

参加泸州市青少年校园足球（秋季）

联赛，赢得小学女子组冠军。

为了让更多学生爱上足球，打

古镇中心小学开设了足球课程，成

立男子足球队，常态化组织学生训

练，看到大家训练热情高涨，余林倍

感欣慰。

·抓训练也重文化·
点燃乡村学子的“绿茵梦”
2021年，李平接过“接力棒”，担

任纳溪区打古镇中心小学校长。“校

园足球人才需要一届接

一届、一茬接一茬培养。”

李平表示，打古镇中心小

学足球联队现有男女共8

支足球队，分甲乙丙丁四

组进行梯队建设，其中最

大的 13 岁，最小的 7 岁，

虽然年龄小，但是提起足

球，一个个精神十足。

为了防止学生重足

球、轻文化成绩等问题，

李平坚持足球训练和文

化课同步抓。学校组织学

生利用早晚、周末、寒暑

假开展足球训练，外出集训时，积极

协调学生就近入学。

2021 年，纳溪区打古镇中心小

学四年级学生刘亮志入选泸州市足

球队，李平帮他联系前往泸州市一

所学校就读。如今，刘亮志多次参加

省市级足球比赛，均取得了好成绩。

“奖杯代表荣誉，也承载着我的梦

想，我想把足球踢好，去更远的地方

看看。”刘亮志表示。

竞技不是最终目标。谈及下步

打算，李平说：“只有常态化组织足

球教练外出学习集训，用好用活足

球校本课程，将足球纳入大课间活

动，才能发扬足球精神，把乡村孩子

的梦想照进现实。”

·荣誉背后·
乡村孩子靠足球走出深山
冠军、亚军……在足球场旁边

的展板上，张贴着 20 余张冠亚军奖

牌图片，记录着每一名队员取得的

荣誉。诸多荣誉背后，是一个个关于

奋斗和成长的故事。

“每天踢足球，期末考试能不能

考好？”2015年8月，郑雅芳的父亲以

踢足球影响学习为由，坚决反对，给

老师说“不准她踢了”。

“不踢，人才就废了。如果影响

了学习，学校负责，我负责。”余林听

到消息后，立即给郑雅芳的父亲做

思想工作，甚至立下“军令状”。

令人惊喜的是，原本沉默寡言

的郑雅芳不仅学习成绩有了进步，

性格还变得活泼开朗，足球技能突

飞猛进。2021年，郑雅芳考入西南大

学，足球已经成为她生活中必不可

少的一部分。

“李校长，我被河北体育学院录

取了……”2023年8月22日，泸州一

中高2020级15班高三毕业生雍朝莲

收到录取通知书后，第一时间给母

校报喜。

据雍朝莲介绍，打古镇中心小

学刚组建足球队时，她和双胞胎妹

妹雍朝桂读五年级，当时，两姐妹因

为良好的身体素质而入选，从此走

上了足球之路。

小学六年级时，以姐妹俩为核

心的打古镇中心小学女子足球队赢

得2016年泸州市秋季联赛小学组第

一名，学校教练推荐她俩作为足球

特长生到泸州一中就读。

2022 年，姐妹俩入选四川省青

少年校园足球女子甲组最佳阵容名

单，代表四川队参加 2022 年全国青

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高中女子二三

年级组比赛，获得全国第三的好成

绩。

9年里，30余名山村孩子考入泸

州主城区学校就读，20 余人获评为

国家二级足球运动员……李平希

望，有更多的足球苗子脱颖而出，

“踢”出更多选择，“踢”出广阔未来。

为激发学生对科学的兴趣，成都市沙河源小学校日前开展了以“科教领航，拥抱未来”为主题的校

园节活动。通过电脑编程，水果奏出优美的音乐，画笔自动画出好看的图画，电子积木搭出各种自动化

作品……在活动中，学生们体会到科技的乐趣与发展。图为学生体验电子积木。 （冯彩虹 摄）

本报讯（蒲文强）为落实“双

减”政策，扎实推进“五项管理”工

作，丰富校园科普文化生活，近年

来，通江县第三中学结合实际情

况，通过科技系列特色课程，大力

推进科普教育工作，做到减负不减

效，让学生快乐学习、全面发展。

加强队伍保障建设。学校特设

科技室、组建科技教研组、成立科

技兴趣小组、社团4个，建有科技实

践活动展示橱窗、壁挂式科技馆、

科创作品陈列室，在课余时间向师

生开放。

共创科技教育特色。充分挖掘

资源，聘请了科协、教科所等县域

内科技工作者走进学校，举办讲

座，指导作品创作，学校组织编写

科技校本教材，开设科技和知识产

权普及教育课，运用“互联网+教

育”模式进行资源共享，组织“科普

大篷车进校园”，学生走进农科基

地、科技企业实践体验，提升学生

科技实践能力。

办好校园科技节。年年举办

“校园科技节”，目前，学校已连续

举办14届校园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通过科普调查、科技小发明等

创作，设作品单项奖、“科技教育先

进班级”“优秀科技指导教师”，并

纳入评职晋级及期末班级考核，增

强师生积极性。同时，利用科技周、

科技月等特殊时间将科普大篷车

开进学校，举办作品展，让学生体

验科技、参与科技活动。

本报讯（阳利）“希望结对双

方同心、同悦、同进，共建、共融、

共生，开启渝邻教育协同发展新

局面，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邻水县鼎屏镇第四小学校

长林正华日前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渝邻教育协同发展校际

战略合作集中签约仪式”上如是

说。

1月5日，渝邻校际战略合作集

中签约仪式在邻水县举行。签约仪

式上，渝邻两地共计 22 所学校结

对，并分别签订了《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渝邻教育协同发展校际战

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根据《协议》，结对双方坚持

“合作促共赢、交流促提升”发展思

路，建立良好的校际合作交流、信

息资源共享机制，开展多方面、多

层次、多形式的深度合作，构建融

合发展、共同发展、长期合作、互利

共赢协同发展新模式，助力渝邻教

育高品质建设，助推两地教育高质

量发展。

据悉，战略合作学校将进一步

商讨合作交流的具体事项，通过专

项指导、影子跟岗、师徒结对、教师

交流、专题培训、资源共享、活动合

办、课题同研等方式，开展管理专

项指导、人才培养联训、教育资源

共享、大赛活动合办、重大课题同

研等方面合作，提高教育教学质

量，提升办学品质，助力成渝地区

教育协同发展。

本报讯（记者 王浚录）1 月 3

日，贾飞新书品鉴会暨天府第四中

学“贾飞书舍”揭牌、“贾飞少年作家

班”开班仪式在天府第四中学举行。

仪式上，知名作家贾飞和天府

第四中学校长张显国共同为“贾飞

书舍”揭牌，贾飞还介绍了自己的

新作，并为天府四中首届“贾飞少

年作家班”校内指导教师、学员签

名赠书。

据了解，天府四中“贾飞少年作

家班”旨在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和

创造力，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和综

合素质。同时，通过参与各类写作比

赛和投稿活动，帮助学生积累经验，

为学生未来的文学发展打下坚实的

基础。首届“贾飞少年作家班”包括

10名指导教师、150名学生。

“贾飞少年作家班”在课程设

置上包括文学基础、写作技巧、阅

读与鉴赏、创作实践、文学交流五

大板块，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

重培养学员的实际操作能力，并针

对学员的不同特点，提供个性化的

指导和建议。

“读书的意义不仅仅是提高学

习成绩，更是帮助我们提高认知、

从书中汲取经验，做出更好的人生

选择。”贾飞表示，成立少年作家班

后，自己会定期来到学校，与学生

面对面交流，提供更多的专业指

导，帮助学生解决写作中的难题和

困惑。“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成为作

家，但能够让更多人喜欢文学、喜

欢读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一件事

情。”

学前教育专家张雪门提出：“课

程固由于劳动行为，却需在劳力上劳

心。”乐至县第二幼儿园（以下简称

“乐至二幼”）在深研此劳动理论的基

础之上，大胆尝试与创新，精心开辟

了开心农场、开心牧场等劳动教育环

境，以真实的田园生活作为劳动教育

的平台，拓展和丰富幼儿园的劳动教

育资源，让幼儿体验劳动，拥抱自然，

提升劳动素养，开启心智。

顶层设计与思考，凸显劳动价值
乐至二幼的劳动教育强调幼儿

的主体地位，让他们通过自己的观

察、劳动，树立积极的劳动态度。

为了让幼儿养成勤于劳动的态

度，改变机械、枯燥、乏味和无目的地

参与，乐至二幼结合儿童活动的属性，

打造了开心农场、开心牧场等4个基

地，分别以饲养小动物、种植果蔬、藕

田、稻田为主要劳动内容，让幼儿从实

践中提升劳动积极性，同时培养幼儿

构想设计、作品制作以及创造表达等

能力。

乐至二幼还及时对劳动教育的

环境进行了调整，以激活幼儿自主

劳动的愿望，让幼儿先乐于劳动，再

勤于劳动。比如，根据幼儿的喜好和

果蔬的生长时令，种植不同的蔬菜、

瓜果，让幼儿始终保持劳动的新鲜

感；增加劳动工具使用方法图示；增

加幼儿劳动作品及劳动过程照片展

示的上墙率等。

实施过程与方法，凸显劳动素养
乐至二幼注重幼儿劳动意识、

劳动习惯和劳动行为之间的相互关

系，帮助幼儿提升整体性的劳动素

养。经过对幼儿劳动的反复实践和

探索，乐至二幼明确了劳动实施流

程：动机+分配+过程+应用等。

注重幼儿的劳动兴趣，调动幼儿

的劳动动机。乐至二幼把激发幼儿的

学习动机放在第一位。动机主要源于

3方面：一是幼儿自发产生的，比如幼

儿对小兔、蚕等感兴趣，他们会对这

类劳动有天然的亲近感；二是教师预

先设计，可分为利用环境和创设氛围

两种方式；三是师幼同构。

注重幼儿的心理变化，适时调

整劳动进度。除了预设的劳动外，教

师持续追随幼儿的兴趣，时刻关注

幼儿在劳动中的变化并随时调整。

注重建立劳动资源库，构建“教

师+幼儿+家长”共同体。

评价方式与手段，凸显劳动质量
有效的评价能充分调动幼儿参

与劳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从而提高劳动质量。乐至二幼的劳

动评价方法主要有：作品分析法、行

为检核法和图片记录法。

作品分析法是通过分析幼儿的

劳动作品，如书法、绘画、工艺品等，

来了解幼儿的能力、倾向、技能、情

感状态和知识范围。行为检核法是

在观察行为的同时做出评价。用行

为检核法可以清楚地评价幼儿的行

为发展水平、行为出现的次数等，以

便开展后续的动作指导和能力提升

跟踪。图片记录法是将幼儿自然表

露的行为进行原始的、真实的记录，

以此来了解幼儿的发展情况，有的

放矢地进行教育。

丹棱县
推动思政教育走深走实

本报讯（夏莱文）近年来，丹棱县持续深化中

小学思政教育改革，探索打造思政教育优质载

体，切实提高立德树人水平。

构建思政品牌体系。统筹推进“大思政课”工

作机制，通过“大思政—小课堂”，将劳动实践课

与心理健康和生涯规划联动，开设“橙心”讲堂，

打造具有丹棱特色的思政教育项目和特色课程。

丰润思政教育内涵。紧扣全员、全程、全方位

的“三全育人”目标，以“思政大课堂”为载体，坚

持“五育并举”，构建多学科联动思政课堂体系，

开设科创等五类特色讲堂，推动思政课程一体化

发展。

创新思政学教育方式。以“深耕家乡文化，讲

好家乡故事，培育时代新人”为宗旨，成立“思政

大课堂”课程研发中心，下设思政大课堂、思政大

课堂宣讲团、思政大课堂实践中心。

汉源县
“四化”机制强化心理健康教育

本报讯（夏莱文）近日，汉源县通过强化阵

地、深化干预、细化活动、优化共育“四化”机制，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呵护学生心理健康成长。

强化“心”阵地。成立心理健康教育领导小组，

实行“局机关－学校－年级－班级”四级联防联控

机制，制定并实施《汉源县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目标》。设立心理辅导室38所、覆盖率达100%，

配齐配全沙盘、宣泄沙包等器材。建立9名专职心

理教师和40余名兼职心理教师为骨干的心理健康

教育队伍，选派20余名教师参加心理健康知识培

训，加强理论知识和心理危机干预技能学习。

深化“心”干预。建立学生心理成长档案4万余

份，梳理筛查“危机个案”，建立危机台账30余本。

安排专人采取一对一、多对一跟踪辅导，多途径提

供心理辅导服务。邀请省内心理专家开展学生心

理健康辅导和专题讲座，定期开放学校心理辅导

室，开通24小时心理咨询热线、微信在线服务，设

立“知心信箱”，截至目前，已答疑解惑1000余人

次。

细化“心”活动。以传统节日为契机，组织大

型文艺活动，举行心理健康手抄报创作、心理绘

画、心理征文等比赛，开展心理教育主题班会、心

情日记分享、沙盘体验等教育活动，提高学生心

理素质和心理调节能力。利用县域内红色教育基

地、禁毒教育基地、社会实践基地等资源，开展社

会实践活动，磨砺学生意志。

优化“心”共育。召开线上线下家长会，利用

家长开放日、家访等活动及“阳光心语”家庭教育

平台，帮助家长关注学生心理健康状况。

武胜县街子小学
以书香浸润校园

本报讯（夏莱文）武胜县街子小学通过“4+”

模式关注学生阅读现状，丰富学生阅读选择，广

泛培养学生阅读兴趣，提升学生阅读能力，通过

“两动”模式打造校园文化。

“课内+课外”。学校依托语文课堂上好阅读

课，教授学生读、画、摘、疑、思、议、写等多种读书

方法，通过导读课、读中交流课、读后分享课、群

文阅读等阅读课，全方位培养学生阅读能力和阅

读技巧。

“校内+假期”。学校先后发起了“书香暑假”

“假日阅读计划”行动，发起阅读倡议行动，集中

假期时间鼓励学生充分阅读课外书籍，再通过阅

读分享，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和语言应用能力。

“荐读+选读”。通过教师荐读优秀书籍和学

生自主选择课外书籍，让学生多角度感受阅读的

魅力。学校通过课堂“快乐读书吧”荐读、“红色文

化书籍”主题荐读、“读书漂流”选读等活动方式，

让学生充分阅读课外书籍。

“自读+共读”。每年学校先后开展师生共读、

亲子共读、团体共读等形式的共读活动，让学生

在多形式中享受阅读乐趣。

“两动”即学校搞好校园文化创设活动、读书

活动。学校通过建设“书香校园”“书香班级”“书

香角落”，打造校园书香文化。同时，学校还开展

了丰富多样的读书活动，营造阅读氛围。学校先

后开展“每日三读”（晨读课文、午读诗歌、晚读经

典）、好书共读、主题阅读等读书活动，以丰富的

活动，激发学生阅读兴趣。

盐亭县永泰小学
课后服务成果展办进社区

本报讯（袁皲 陶江）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增强教育服务功能，近日，盐亭县永泰镇中心小

学将课后服务成果展办进社区，以最“接地气”的表

演方式，将课后服务成果向家长们进行展示。

每位学生以优美的舞姿、精湛的棋艺、惟妙

惟肖的各类绘画进行展示，赢得了参观群众的阵

阵掌声。同时，学生们以地方文同文化、竹文化为

背景，制作了各类竹文化工艺品。

自开展课后服务工作以来，盐亭县永泰小学

根据学生发展的需要，结合学校实际，低段组设

有学唱儿歌、趣味体育、手指舞等8个社团，中高

段设有书法、剪纸、手工、象棋等16个社团。本次

课后服务展演活动分为美术类、书法类、舞蹈类、

手工制作类和棋艺类。活动多方面、多层次、多角

度地展现了永泰镇中心小学课后服务中学生朝

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泸州市纳溪区打古镇中心小学组建校园足球队——

““踢踢””出乡村学子的广阔未来出乡村学子的广阔未来

2023年12月7日，打古镇中心小学的学生在绿茵场上练习踢足球。（王超明 摄）

做好 加法科学教育

图片新闻

科创筑梦 点亮未来

通江县第三中学：加强科技创新教育

天府第四中学开设作家班

渝邻校际战略合作集中签约仪式举行

乐至县第二幼儿园：劳育砺心智 实践促成长
■ 龚大烈

■ 王超明 邓建刚 魏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