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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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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运氛围满蓉城
运动体验“零距离”

世运会尚未开幕，成都已经将“运动

场”搬到了市民家门口。成都世运会执委

会联同多家单位在全市范围内的党群服

务中心、青年之家、残疾人服务点等场所，

精心打造了“世运空间”城市微场景。这些

空间以世运科普和项目体验为核心，构建

起“世运知识角”“世运轻展厅”“世运微广

场”三级展示体系。

连日来，许多成都市民带着孩子走进

“世运空间”城市微场景，了解成都世运会

会徽、口号、吉祥物等基础信息，还拿起运

动装备，体验自由搏击、软式曲棍球、飞盘

等比赛项目。成华区保和街道和美社区居

民杨女士带着孩子与吉祥物装置拍照“打

卡”时表示：“通过宣传单和工作人员的讲

解，我们知道了不少从没听说过的比赛项

目，既有趣又生动。”

除了城市微场景，成都世运会执委会

还陆续推出了12 场不同主题的“世运课

程”。7月6日，啦啦操“世运课程”走进武

侯区簇锦街道高碑社区，教练向在场小朋

友介绍道：“啦啦操是集体操、舞蹈、音乐、

健身、娱乐等于一体的体育项目，成都世

运会啦啦操项目设置的是双人花球比

赛。”随后，教练带领大家了解、体验花球

啦啦操项目，通过花球教学、成套动作展

示，锻炼儿童动作协调性的同时，增进了

家庭成员间的默契。

在成都各中小学校园里，世运会氛围

同样浓厚：金牛区天回小学构建“普及

课+社团+校队”三级培养体系，开发原创

跑酷课程；金丰路小学、树德实验中学等

校引入轮滑、飞盘、武术沉浸式体验课；成

都东部新区联合成都体育学院开发23个

跨学科课程，打造“冠军课堂”与“世运文

化周”……成都市泡桐树小学的孩子们成

为世运会歌曲《逐梦》的“传唱者”，还将歌

声带到了宽窄巷子。该校德育处主任贾玺

介绍，学校以世运会歌曲校园推广活动为

契机，开展了一系列世运会主题教育活

动。全校学生在音乐老师的指导下学唱歌

曲，让体育精神在音乐中传递。

随着“世运热”升温，不少家长准备购

票带孩子观赛，希望与孩子一睹各国运动

员风采，近距离感受炫酷、新潮的比赛项

目。西南石油大学体育学院教授唐弋婷表

示，世运会比赛项目具有独特的育人价

值，如啦啦操的团队配合展现了“协作的

艺术”，跑酷的障碍跨越象征着“困难即阶

梯”。作为母亲，唐弋婷计划带孩子观看技

巧、啦啦操、跑酷等项目，还将通过线上观

看比赛和趣味科普，加深他们对非奥项目

的了解，让孩子感受运动的魅力。

假期运动“不放假”
亲子在体育中共成长

今年1月起，四川要求保障中小学生

每天综合体育活动不低于2小时，丰富体

育活动形式与内容，同时，鼓励家长陪同

学生共同参与体育锻炼。暑假来临，如何

让这“2 小时”延伸至假期、融入家庭？成

都世运会为保障暑期中小学生体育活动

时间和质量带来了启示。

唐弋婷建议，学校可以设计“暑期运

动小达人”打卡活动，体育老师布置相应

暑假运动作业，学生完成打卡后，开学可

以兑换体育器材等奖品；有条件的社区可

以以家庭为单位成立社区运动社团，利用

全民健身场所开展亲子运动。

“拔河、飞盘、跑酷等世运会比赛项

目，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计成适合家庭开

展的趣味游戏。”唐弋婷以模拟跑酷为例，

家长可以在客厅设计障碍挑战，用书包当

路标，跳绳模拟红外线，瑜伽垫做安全区，

终点放置“动画片兑换券”等奖品。她还推

荐家长和孩子一起跳健身操，铺上瑜伽垫

就可以开展，以成都世运会歌曲为配乐，

自由编排动作和队形，还可以相互担任

“裁判员”。“家长的参与和陪伴，是最好的

运动促进。当运动从任务变为亲子间的协

作，‘2 小时’就不再是冰冷的要求，而是

亲子共同成长的温暖刻度。”唐弋婷说。

暑假是养成运动习惯、促进身心健康

的黄金时段。在培养孩子运动习惯方面，

唐弋婷建议采用渐进式目标设定的方式，

先让孩子认识到运动的好处和缺乏运动

的后果，以可以轻松完成的小目标降低运

动障碍认知，给予孩子成功体验，再逐步

提高目标，巩固运动行为。她提醒家长，要

预防习惯形成初期的“反复”，比如天气不

佳时，及时准备替代运动方案，同时，家长

也应以自身规律运动为孩子做示范，帮助

孩子坚持下去。

此外，家长要尊重孩子的自主性，避

免使用强制手段。唐弋婷表示，家长可以

通过提供选择（多种运动项目）、创造成功

体验（适度挑战）、建立联结（亲子共同参

与）等方式，让孩子在运动中感受到乐趣、

胜任感和归属感，激发孩子的内在动机，

让运动习惯真正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

体育精神融入生活
赋能青少年成长

学生参与体育活动，不仅能掌握运动

技能、提升身体素质，还有利于培养坚韧、

团结等品质，促进身心健康发展。成都市

铁路中学武术队教练李陈龙对此深有体

会，他说，借助世运会与暑期运动，家长能

更好地助力孩子综合提升，将体育精神融

入生活。

每天放学后，成都市铁路中学武术队

队员至少要训练3个小时，学习技术动作

的同时，进行体能训练。面对挑战，一些队

员有时想放弃，但李陈龙总是鼓励他们，

将挑战视为成长契机。“在日复一日的训

练中，孩子们养成了面对生活与学习难题

时冷静分析、反复尝试的良好习惯。”李陈

龙说。

一名队员的转变让李陈龙记忆深刻。

“初入武术队时，她身材瘦小，体弱多病，

频繁请假，家长一度考虑让她放弃。但她

坚持完成每一次的训练课程，现在不仅身

体强健、生病减少了，内心也更强大了，还

在2024年中国中学生武术锦标赛中摘得

了金牌。”李陈龙说，武术训练要求高度集

中注意力，队员们还将训练中培养的专注

力迁移到学习中，在课堂上聚精会神，做

作业时心无旁骛。家长也可以借鉴相关经

验，引导孩子将在运动中培养的能力运用

到生活与学习中。

“在体育运动中，孩子们不仅可以培

养自立的勇气、不屈的韧劲、尊重对手的

胸怀，还可以感受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体

会竞争与合作平衡的过程。”李陈龙表示，

观看世运会赛事时，家长可以引导孩子观

察运动员的拼搏与坚持，和孩子聊聊运动

员背后的训练故事。暑期运动中，家长可

以结合世运会项目设置家庭挑战赛，制定

简单规则，组织家庭成员分组对抗，让孩

子在竞技中体会协作与规则。

今年 8 月，各国运动员将齐聚成都，

在世运会赛场上奋勇拼搏、赛场外友好交

流。李陈龙将带领学生关注成都世运会的

武术项目，激励孩子们以运动员为榜样，

把体育精神融入学习与生活，朝着理想奋

力奔跑。值得一提的是，成都世运会还设

置了残疾人柔术和残疾人潜水等项目，家

长可以和孩子一起观看这些比赛，让他们

感受运动员超越自我的精神。“让孩

子们以运动员为榜样，以体育

的力量鼓舞自己，在人生赛道

上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

李陈龙说。

日前，四川某中学一份针对

学生在体育课上使用手机的处分

决定书引发网络热议。决定书称

该生“无视校纪校规，纪律观念淡

薄，理想信念缺失，对自己的生涯

前途及班级、年级的集体荣誉极

不负责”，学校以“教育本人、警示

他人”为由，给予其“留校察看半

年”处分，并记入学籍档案（半年后

表现良好可申请撤销）。

“玩手机等于理想缺失？”

“‘留校察看’是否矫枉过正？”针对

这一事件，不少网友认为学校的

处分属于“过度惩戒”，将“玩手机”

与理想信念、生涯前途、集体荣誉

挂钩，未免夸大了违规行为的严

重性。而记入档案的处分可能影

响学生未来升学，这样的“教育与

警示”似乎过于严厉。

与此同时，支持校方的声音

也大量涌现。他们认为“无规矩

不成方圆”，学生既然打破了规则，

就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评论

区中，不少家长无奈地表示，对于

孩子的“电子产品依赖症”，始终找

不到有效的应对措施，以严格的

规则约束、强硬的惩戒警示，也是

“无计可施”下的必要之举。

笔者认为，上课玩手机确系

不当行为，学校对违规学生施以

适当教育惩戒，合情合理。问题

在于该校的处罚决定与学生的违

纪情节并不相称，处理方式也有

待商榷。这样笼统归咎、简单否

定的做法，既难以让学生心服口

服、真正改过，也难以发挥教育应

有的警示与引导作用。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

行）》明确规定，实施教育惩戒应当

符合教育规律，注重育人效果；遵

循法治原则，做到客观公正；选择

适当措施，与学生过错程度相适

应。这要求学校，遇到学生违纪

时需慎重处置，勿将规则当作利

剑，简单粗暴地处理学生错误。

这场由“玩手机”引发的风

波，更值得教师与家长深思：作为

教育者，应如何看待青少年的“手

机管理”？进入数字时代，孩子该

如何更好地与电子产品和谐共

处？

教育者需认识到，手机依赖

绝非青少年独有的顽疾。即便是

被称为“数字移民”的成年人，也常

深陷其中、难以自拔。如今，手机

已深度嵌入学习、社交、信息获取

等日常环节，成为难以剥离的存

在。青少年对手机的“黏性”，是技

术设计的成瘾性、使用习惯的固化、现实替代

性活动匮乏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这是时

代特征下一代人共同面临的挑战，而非某个

孩子的独有问题。

更重要的是，使用电子产品行为本身并

不能等同于“娱乐至死”“玩物丧志”，关键在

于使用方式。为孩子设立电子产品使用规

则，核心在于约定行为边界、培养“健康使用

习惯”，而非“一刀切”地追求“零使用”。家长

与教师需明白，规则不是终点，教育亦非禁

止，帮助孩子提高数字素养、培养自律人格，

才是“手机管理”的最终目标。

因此，面对手机依赖这一时代共性问题，

简单将其归咎为青少年“理想缺失”，不仅有

失偏颇，更忽视了教育的疏导之责。“惩戒”的

意义在于警示边界，而教育的真谛在于“唤

醒”。引导青少年将外在规则内化为科技理

性与自控能力，在数字洪流中建立自己的“导

航系统”，成长为善用工具、主宰数字生活的

负责任主体，这才是惩戒之后急需

“补足”的关键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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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徽
会徽设计灵感源于大熊猫、芙蓉花和中国结，

以中国红、金沙黄、公园绿、熊猫黑、雪山白为主色

调，既有效传达了奥林匹克精神，又凸显了中国传

统元素和成都特色。

口号“运动无限，气象万千”
口号生动诠释了成都这座城市的体育热情和

生活态度。“运动无限”寓意体育精神的无限可能，

激励着每一位运动员挑战自我、超越极限；“气象万

千”则寓意着成都传统与现代和谐共生，街头巷尾

的安逸气息与拼搏向上的运动精神共鸣回响。

吉祥物“蜀宝、锦仔”
吉祥物以大熊猫、川金丝猴为原型，展现成都

生态宜居、热情友好的城市形象，呼吁大家关注生

物多样性保护。设计融合芙蓉花瓣、三星堆图腾、

蜀锦纹理等文化元素，服饰采用绿水青山渐变色

与世运品牌蓝紫色，并以金沙太阳纹为点缀。

火炬“竹梦”
火炬造型提取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身

形，又似一株傲然挺立的竹。顶部两叶竹芽优雅

舒展，宛若热情的双臂。火炬出火口为金沙遗址

出土铜立人像太阳冠造型，底部以三星堆遗址神

圣凤鸟纹托举火炬，传递“凤飞鸣则天下平”的古

老祝愿，祝福世界和平美好。值得一提的是，“竹

梦”是世界运动会历史上首支火炬。

奖牌“竹光”
奖牌正面巧妙融入太阳神鸟纹饰，与暗合城

市轮廓的流动凹凸线条，在底部营造出层层光芒；

背面设计灵感源于中国竹文化——竹节与竹叶造

型，诠释了运动员勇攀高峰的向上精神。奖牌以

巧思传递分享理念，内含一枚独特的金属质徽章，

获奖运动员可将徽章取出赠予重要的人。

（本报记者 王浚录 整理）

当世界运动会邂逅暑假，如何让孩子们走出家门、投

身运动，在挥洒汗水中爱上体育？第12届世界运动会将

于8月7日至8月17日在成都举行，这场非奥运会项目最

高水平的国际综合性运动会，正以独特的魅力点燃成都，

也为儿童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带来新契机。

如今，“世运热”在成都的校园、社区、家庭持续升温，

越来越多的中小学生期待着感受“家门口国际赛事”的精

彩。如何通过多元创新的成都世运会，进一步为儿童青少

年打开通往体育世界的大门？本期，我们共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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