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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不久举行的首届中国青少
年足球联赛上，来自重庆市凤鸣山中
学 U15 组的队员们奋力拼搏，一举闯
进 八 强 ， 最 终 取 得 第 六 名 的 好 成
绩。像重庆市凤鸣山中学一样，近
段时间以来，来自全国普通中小学
和普通高校、体校以及职业俱乐部
青训梯队、社会青训机构等单位的
足球小将们在足球联赛上，比试技
艺、切磋战术、交流感情，在比赛
中发现不足和问题，同时也收获了
强健的体魄和全面的成长，足球成
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助推器”。

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
健康发展

竞赛是青少年参与体育锻炼的
内生动力，只有建立起完善的青少年
体育赛事体系，后备人才才能源源不
断地涌现出来。2020 年，国家体育
总局、教育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
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要树立
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推动青少年文
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加强学
校体育工作，完善青少年体育赛事体
系，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
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意见》对青少年体育赛事整合
提出改革要求——“义务教育、高中
和大学阶段学生体育赛事由教育、体
育部门共同组织，拟定赛事计划，统
一注册资格。职业化的青少年体育
赛事由各单项协会主办、教育部学生
体协配合。”“教育、体育部门整合学
校比赛、U 系列比赛等各级各类青少
年体育赛事，建立分学段 （小学、
初中、高中、大学）、跨区域 （县、
市、省、国家） 的四级青少年体育
赛事体系，利用课余时间组织校内
比赛、周末组织校际比赛、假期组
织跨区域及全国性比赛。”

在此背景下，经国务院批准，教
育部、国家体育总局、中国足协联合
推出了首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

“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面向全体青少
年，不设参赛限制，让所有青少年
公平自由地同场竞技，目的就是完

善青少年足球赛事体系和人才培养
体系，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
锻炼协调发展，帮助他们在体育锻
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
格、锤炼意志。”国家体育总局青少
年体育司青少年训练处处长贾宁说。

打破壁垒，让更多优秀
后备人才涌现

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是我国目
前覆盖面广、竞技水平高、参与人数
多、社会影响力大的青少年足球顶级
赛事。赛事以青少年球员健康发展
为总体目标，坚持文化教育与专业训
练并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赛事的最大特点是面向全体青
少年，不设球员、球队参赛限制，
体校代表队、学校代表队、职业俱
乐部青训梯队、社会青训机构等都
可参赛，打破了过去的比赛壁垒。
赛事分为小学、初中、高中、大学
四 个 年 龄 段 ， 共 设 置 18 个 参 赛 组
别，并建立奖励机制，通过比赛选
拔优秀人才。参赛者有的来自革命
老区、少数民族地区，也有的来自
传统体育强省 （区、市）。受疫情影
响，很多参赛队员都是第一次参加
全国比赛，大部分校园足球队伍也
是第一次和专业队伍交锋。

“我们将普通学校、体校以及俱
乐部青训队和社会机构青训队放在
一个比赛平台上比拼，为的就是让所
有从事青少年足球的孩子得到同样
的比赛机会，让更多优秀后备人才和
好苗子通过赛事涌现出来。”中国青
少年足球联赛赛事办公室执行秘书
乔岱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为强化体教融合赛事宗旨，相关
部门为赛事制定了不同的目标：通过
比赛选拔优秀人才，建立精英球员数
据库，为各年龄段国家队组建奠定坚
实基础；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人才、为国家队输送优秀人才为办
赛目标，以赛促练、赛练结合，实现训
练和比赛同步提升；面向全体青少
年，坚持文化教育与专业训练并重，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为吸引更多青少年参与到比赛

中，除 U15 组别常规 80 分钟和 U13
组别常规 70 分钟比赛之外，很多比
赛设立了第三节对抗赛，该节成绩不
计入比分，但这样可以让更多的替补
球员出场锻炼，这个环节获得了各方
赞誉。此外，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
事办公室还在本次赛事中引进了穿
戴设备、视频分析以及数据采集，这
不仅可以让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对
标国际先进水平，寻找不足和差距，
同时也为精英球员的选拔和未来国
家队的建设提供了数据基础。赛事
官方客户端“绿茵中国”实时更新所
有竞赛信息，方便球迷随时关注赛事
进程和发展。

统计数据表明，截至第一阶段赛
事结束，仅男子 U15 和 U13 组别的比
赛 ，各 平 台 累 计 观 看 人 次 就 超 过
1800 万。

开阔视野，在比赛与交
流中成长壮大

联赛不仅是参赛选手竞赛的舞

台，也是交流和成长的舞台。重庆
市凤鸣山中学体育组组长黄龙对此
深有感触：“我们在校园足球上深耕
多年，打下了良好基础，这次比赛
是对多年努力坚持的一次检验。最
后 我 们 战 胜 强 大 的 对 手 获 得 第 六
名，这坚定了我们久久为功、全面
发展的信念。”

该校初三学生刘雨涵在比赛中
深 刻 体 会 到 了 团 队 合 作 的 力 量 ：

“ 从唐山到长春，我们一步一个脚
印，团队合作越来越默契。作为一
支校园球队，能够在专业和职业梯
队 中 杀 出 重 围 不 仅 要 有 过 硬 的 实
力，更与学校的大力支持及家长们
的付出分不开。荣誉属于球队的每
一 个 人 以 及 背 后 默 默 支 持 我 们 的
人。”

与 同 年 龄 段 其 他 队 伍 的 比 赛 ，
为 参 赛 队 员 提 供 了 彼 此 学 习 的 机
会 。 山 东 滨 州 实 验 中 学 足 球 队 第
一 次 和 体 校 、 俱 乐 部 队 伍 一 起 比
赛，小组赛就与山东鲁能泰山学校
足球队和山西朔州体育学校足球队
分在同一个小组。滨州实验中学足
球 队 主 教 练 徐 海 涛 认 为 ， 好 的 足

球运动员不仅仅是练出来的，更是
赛出来的：“和强队交手，可以看
到自身的不足，增加比赛的经验，
对队员和教练员来说，都是难得的
成长经历。”

“ 我 们 组 队 时 间 不 长 ， 只 有 5
年，从一开始只有 14 个队员，到现
在有 U14、U16、U18 三个梯队，女
足队伍发展得越来越好。但相比国
内其他地方来说，在实力上还有一
定差距，这次参加比赛就是抱着学
习的态度来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灵
武市体校领队魏月娟说，她所在的
女足队伍近几年在宁夏获得过多个
冠军，但很少有机会和其他省份的
队伍一起比赛，她们非常珍惜这次
交流的机会。

海南琼中女足队员黄薇薇的梦
想是进入中国国家队。她说：“通过
比赛，我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但
为 了 梦 想 ， 我 会 始 终 如 一 坚 持 下
去。”

少年强则中国强。青少年挥洒
青春、顽强拼搏，为追逐梦想而不
断努力，中国足球的未来也将因为
他们的努力而改变。

体教融合 打破壁垒

足球竞赛成为青少年成长“助推器”
本报记者 李小伟

每年“六一”儿童节，在长沙
音乐厅均会上演一场专属于长沙市
开福区北城教育集团清水塘北辰小
学 （以下简称“北辰小学”） 学生
的艺术盛宴，“清荷之声”专场音乐
会在这里一次次惊艳绽放。这是学
校办学理念“德如清水源，艺似北
辰星”的生动践行，学校希望北辰
师 生 如 清 水 般 至 清 至 纯 、 上 善 若
水，如北斗般才艺璀璨、个性飞扬。

艺 术 课 程 具 有 学 科 综 合 的 特
点，包括音乐、美术、舞蹈、戏剧

（含 戏 曲）、 影 视 （含 数 字 媒 体 艺
术） 等学科。《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
准 （2022 年版）》 强调，学校不仅
应关注艺术各学科之间的融合，也
要重视艺术与其他学科，与自然、
生 活 、 社 会 、 科 技 的 关 联 。 近 年
来，北辰小学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
制，用课程综合育人的理念全力打
造学校艺术特色。

艺术展演线上线下结合，
凸显价值引领

美学家宗白华认为，艺术不仅
满足美的要求，而且满足思想的要

求。艺术教育应以形象的力量和美
的境界促进人的审美与人文素养的
提升。结合重大节日、纪念日，学
校依托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星辰
广播站等平台，开展系列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艺术展演活动。如 2021 年
的 开 学 典 礼 ， 学 校 以 “ 致 敬 新 时
代，国风正当时”为主题，师生同
台演唱 《歌唱祖国》，师生共绘“百
米画卷”；学雷锋纪念日，音乐组教
师 与 学 生 同 台 表 演 原 创 节 目 快 板

《开福好人说》。
2021 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

年华诞之际，学校举办了“奋斗百
年路、启航新征程”千人共唱红歌
会活动，各年级以拉歌的形式演唱
红色歌曲：一年级演唱 《共产儿童
团歌》，二年级演唱 《学习雷锋好榜
样》，三年级演唱 《少年少年祖国的
春天》，四年级演唱 《歌唱祖国》，
五年级演唱 《让我们荡起双桨》，最
后全校师生共唱 《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对伟大祖国伟大党的敬
仰与热爱之情随同歌声浸润学生的
心灵。学校将艺术实践活动与少先
队活动融合，促使师生学史明理、学
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引导学

生从小立志向、有梦想，爱党爱祖国
爱人民。

学习任务为主线，优化艺
术教学

小学音乐分学段设置了趣味唱
游、情境表演、听赏与评述等 10 个
学习任务，美术则包含了欣赏身边
的美、改进生活用品、传递我们的
创 意 等 15 个 学 习 任 务 。 舞 蹈 、 戏
剧、影视等艺术学科则适当融入音
乐、美术。为了落实新课标要求，
学校“辰研领航”艺术教研工作坊
分学段开展学习任务的实施研究，
探讨任务驱动式教学。任务驱动法
是美国教育家杜威基于实用主义理
论而提出的，它让传统课程学习变
成探索知识的学习过程，让学生持
续获得学习的满足感。任务驱动式
教 学 注 重 情 境 性 、 实 践 性 、 综 合
性。在“听赏与评述”学习任务的
教 研 课 中 ， 执 教 三 年 级 听 赏 曲 目

《铁匠波尔卡》 的教师，运用情境代
入 的 方 式 设 疑 提 问 ， 明 确 学 习 任
务，引导学生们进入了音乐构建的
铁 匠 铺 ， 体 验 铁 匠 铺 里 的 各 种 活
动，从视、听、唱、动多种方面带
领他们感受音乐，发展审美感知、
艺术表现等核心素养。执教 《图画
文章》 的教师关注美术和语文学科
之间的融合，学习任务是抓住主题
为文章配画，促进学生对图形和文
字的融会贯通，引导学生学习古人
的书写习惯，认识构图与色彩，想
象图画和文章之间的联系，最后通
过展示与评价，让学生进一步感受
到造型活动的美妙。

建梯队艺术社团，力促各
美其美

艺术教育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审美教育、情操教育、心灵
教育，也是丰富想象力和培养创新
意识的教育。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全面加强

和 改 进 新 时 代 学 校 美 育 工 作 的 意
见》 强调，义务教育阶段要激发学
生的艺术兴趣与创新意识；要帮助
学生掌握 1 至 2 项艺术特长。为了落
实这一目标，学校利用校本课程与
课后服务时间，按学段分梯度组建
了古筝、舞蹈、合唱、小提琴、钢
琴、戏剧等 20 个艺术社团，有短期
兴趣类社团，也有可以持续学习的
特长类社团，力促每名学生找到自
己喜欢的艺术类型。

古筝深受部分女生喜爱。在古
筝 演 奏 社 团 ， 教 师 引 导 学 生 查 阅

“ 古 筝 的 演 变 史 ” 文 献 、 文 物 资
料，激发学生对古筝学习的兴趣，
再循序渐进，引导学生学习古筝的
基 本 构 造 及 弹 古 筝 时 的 坐 姿 、 手
型，学习弹奏乐曲 《小燕子》《阿
细 跳 月》 等 初 级 乐 曲 ， 合 作 演 奏

《千与千寻》《送别》 等乐曲，让社
团成员从中感受到古筝学习的独特
魅力。

舞 蹈 社 团 活 动 融 健 身 、 健 心、
健美为一体。在舞蹈社团，学生的
关节柔软性、身体灵活性和稳定性
得到了锻炼。他们了解舞蹈的基本
元素，积累舞蹈术语，学习苗族、
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舞蹈，体验不
同国家、地区、民族的舞蹈风格，
体认舞蹈对客观世界的再现，通过
学习学生们大多能依据歌词尝试创
编动作，感受舞蹈对主观世界的关
怀。

为了鼓励更多学生在艺术的殿
堂畅游，学校《七星评价 2.0 导行手
册》单设了“玉衡艺术星”。经历了艺
术课程与社团的学习和磨炼，北辰学
子艺术素养得到了显著提升，掌握 1
至 2 项艺术特长已不在话下，不少学
生还展露出艺术天赋，在长沙市“三
独”（独唱、独奏、独舞）比赛及其他各
级各类艺术比赛中斩获佳绩。“清荷
艺术团”经常代表学校或开福区参加
各级各类展演活动，获评长沙市“百
佳艺术团队”四星级优秀团队，表演
的节目在湖南省中小学艺术展演中
荣获一等奖。

引地域艺术资源，传承非
遗文化

湖南有湘绣、花鼓戏、皮影戏、剪
纸、竹编、土家族摆手舞等非物质文
化遗产。2017 年，长沙入选世界“媒
体艺术之都”，成为首个获此殊荣的
中国城市。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的
地域特色，让北辰小学更加注重在创
新中传承文化基因。艺术组教师带
领学生到沙坪小镇的湘绣文化广场，
听非遗传承人讲述湘绣的前世今生，
欣赏登上飞船遨游太空的湘绣作品，
到铜官窑遗址考察、实地体验陶瓷传
统制作流程与创新工艺，到湖南省博
物馆参观远古时代手工艺人制作的
作品，到长沙非遗馆乐赏、乐玩⋯⋯
在活动中，有人绘制花鼓戏图谱，有
人撰写传承与保护非遗文化的调研
报告，有人用湘绣传统工艺绣制有动
漫人物形象的文创产品，也有人以小
导游的形式拍摄制作了橘洲公园的
微视频。学生们在学习手工艺师们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的同时，提高了
综合探索与迁移运用艺术的能力。

学校于 2018 年成立了“扎染艺
术工作坊”，将扎染引入校本课程。
低年级的扎染课主要是让学生体验
扎染文化，初步了解扎染工艺流程，
学习制作“扎染手帕”等简单作品。
中、高年级的扎染课，则让学生们进
入扎染工作坊进行探索与创作，利用
身边的材料制作染料，进行草木染，
制作扎染抱枕、T 恤，缝制扎染的手
机袋、香囊，自制扎染灯罩、团扇，把
健康环保的生活理念与扎染文化有
机结合。美术组教师还录制了扎染
微课，将其上传到云端，供学生们假
期模仿学习、制作。如今，扎染艺术
工作坊被评为长沙市优秀工作坊，
其作品在湖南省中小学艺术展演中
荣获省一等奖，并入选了全国工作
坊展演活动。

（作者系长沙市开福区北城教育
集团总校长、清水塘北辰小学党总
支书记）

长沙市开福区北城教育集团清水塘北辰小学：

发挥艺术课程综合育人功能
喻惠中

为充分发挥美育在立德树人中的作用，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杨家埠旅游开发区中心
学校近年来积极响应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
学校美育的号召，以美术浸润学生美好心
灵，探索形成了“美术+”的育人新路径，
实现了以美促美、以美育德、以美培劳、以
美增智的多元育人目标。

以美促美

在淳美教育的办学理念指引下，一方
面，学校开设美术社团，以创意绘画、书
法、泥塑、素描等艺术活动途径实施美育。
另一方面，学校搭建书画长廊、艺术展等校
级平台，通过平台将优秀的艺术作品展现给
学生，学生在欣赏之余也感受到了美术的魅
力，提升了艺术鉴赏力。与此同时，学校积
极开展班级文化建设，在“共绘班级文化
墙”活动中，学生利用所学美术知识制作精
美的剪贴画、立体美术字，用美的艺术轮廓
勾勒出班级文化之美。以美促美，用各种形
式的美潜移默化地感染学生，浸润美好心
灵。学校的美术教育创新在为学校教育注入
新鲜血液的同时，也激发了学生艺术创作的
兴趣和热情，陶冶了学生的情操。

以美育德

近年来，学校将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红色文化等融入美术课程，打造铸魂育人的
美术课堂，以各种美术作品鉴赏和寓教于乐
的艺术活动为依托，促进美育鉴赏评价与德
育的有机融合，感受传统文化深层内涵，筑
牢学生道德底线。为传承传统文化，学校深
挖国庆节、重阳节、端午节、母亲节等重要
节日的育人意义，开展了“我和国旗有约”

“重阳敬老”“感恩母爱贺卡”等系列节日美
术活动，厚植重要节日文化情怀，以节日背
后的深厚意涵丰盈学生的精神世界。在“小
小插画家”活动中，学生阅读中文、外文的
德育故事，以油画、彩铅、拼贴画等不同的
美术形式为故事配上生动的插图，在读、创
之中将故事蕴含的美德根植心中。

以美培劳

学校一直注重“美劳共生”的教育理
念，经常组织蕴含中华美学特色的农耕美术
实践、中国剪纸艺术、绘制鸢都风筝等活
动，使学生深刻感受到传统劳动实践的魅
力。学校还开展了劳动艺术作品的鉴赏活
动，让学生在欣赏之余感悟劳动的美和价
值，唤醒学生的劳动意识。借着地处农村的
优势，学校开展了到田间地头走一走的活
动，各科教师齐上阵，带领学生到附近的田
地里，亲近农作物，以田园绘画活动展现劳
动丰收之美。为更好发挥以美培劳的教育理
念，学校启动了“立春有约”活动，学生亲
手种植一棵树并精心呵护，用“小树成长
记”的主题绘画方式记录其成长过程。教师
将学生劳动实践的精彩瞬间都记录下来并制
成美丽的电子相册，在享受劳动快乐的同
时，培育了学生对劳动的热爱之情。

以美增智

美术是一门综合学科，与各学科都有着
密切联系。学校倡导学科教师整合教学资
源，将美育融入到各学科教学过程中，发挥
美育的学科育人价值。如学校各科教师利用
课堂以及社团活动时间先后组织了“语文故
事插画大王”“学科画报展”“最美思维导
图”“学科美工达人”等系列学科美育活
动，活动的开展不仅激发了学生学科学习的
兴趣，还帮助他们发现美、了解美、享受
美，在美术教育中找到了学科学习的乐趣。

以美育心、以爱育人，是潍坊市寒亭区
杨家埠旅游开发区中心学校探索“美术+”
育人道路上永远不变的追求。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杨家
埠旅游开发区中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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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开福区北城教育集团一年一度的“清荷之声”学生专场音乐会在
长沙音乐厅举行。 刘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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