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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卫士

本报记者 陈有利 李小伟

近年来，海南省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把
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摆在突出位置，系统谋划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实现中小学生近视
防控效能全面提升。

在责任体系建设方面，海南省成立省政府分管
领导任组长的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领导小
组，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
相关部门协同配合”的工作机制。出台《海南省儿
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三年行动方案》等系列文件，明
确总体目标，细化市县、部门、家庭、学校、学生
的具体责任，并通过签订责任书确保任务落实。同
时，组建全省学校健康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和儿童
青少年近视防治省级专家组，累计培训覆盖3200
余名校医、保健教师等一线工作人员。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海南省连续6年将呵护孩
子们的明眸“视”界作为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
事项，为全省中小学分区域配备418套视力监测设
备，采购可升降课桌椅46.6万套，改造2.4万余间
公办中小学教室照明设备，全面改善了学校视觉环
境。值得一提的是，海南省大力推行“阳光快乐”
教育，省学生体质健康管理与促进中心数据显示，
2024 年全省中小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为 43.21%，
同比提升9%。自2025年春季学期起，义务教育学
校课间休息时间调整为不少于15分钟，每天至少
安排一次30分钟的大课间；每天上、下午各做一
次眼保健操，确保学生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少于2
小时。

在协同育人方面，海南省大力推动减轻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建立21个部门组成的省级
专门协调机制，打造“1+N”政策体系，实现校内
校外全覆盖、全链条有效治理。挖掘本地传统文
化，通过开发黎锦、竹竿舞、陶艺、海南八音、琼
剧等一批海南特色课程，鼓励和引导学生通过研学
旅行、家庭活动等方式亲近大自然。全省义务教育
学校 100%开展课后服务，既减轻了学生作业负
担，又丰富了校园生活。

在宣传教育方面，海南省创新形式，开发健康
教育教材和预防近视动画宣传片，组织专家进校园
宣讲。通过推进视力健康宣传教育进学校、进社
区、进乡村、进家庭活动，构建起多方联动的宣传
格局，让视力健康理念深入人心。

海南省：

多举措加强近视防控

于志健

清晨教学楼连廊里智能跳绳的嘀嗒声、
冬奥大厅里旱地冰壶入垒的呐喊、傍晚操场
上亲子马拉松的身影……这些日常场景，是
山东省威海世昌中学破解“五育”融合难题的
生动注脚。当体育跳出“45 分钟课程”的局
限，成为串联德、智、美、劳的“成长纽带”，“五
育”融合便从理念照进了学生生活。

理念穿透：
“身·心”和美打破学科壁垒

学校以“身·心”和美理念为核心，充
分发挥体育学科的实践性优势，推动“五
育”从“被动融合”转向“主动贯通”。

“今晚的数学作业是结合智能跳绳数据，
完成一份分析报告。”“能否使用勾股定理设
计课间活力护眼空间？”——这类跨学科任务
已成为常态，体育教师突破“体育学科教师”
的身份限制，其他学科教师摒弃“体育无关
论”，共同探索如何用体育场景教学科知识、
如何在学科教学中培育体育素养。

学校还联合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威海市教科院等组建跨学科教研团队，提出

“体育跨学科视野贯通教研”，开展以年级为
单位的全学科、跨学科分组教研。每学期学
校举行两次“全学科体育主题日”，各教研组

每学期开展一次跨学科体育主题活动，这种
教研模式让非体育教师也能深度参与体育教
育，真正实现全学科、跨学科育人。

能力穿透：
“三课四化”构建课程体系

威海世昌中学围绕体育创建“五育”融
合新体系，以“身·心”和美理念凝炼“勇
气、坚毅、荣誉、协作”核心品格，打造

“三课四化”课程体系。
“三课”即校内课程、校地课程、家校

课程。校内课程，采用以问题为导向的
“POWER”微小组合作教学模式，融入橄
榄球、柔道、螳螂拳等内容，通过“技能+
体能”模块化教学满足差异化需求；课外以

“世昌五项”“校园吉尼斯”“全员3000米计
划”串联课堂与生活。校地课程，与专业
队、俱乐部合作开设帆船、桨板、网球等精
品社团，提升学生专业水平。家校课程，线
上通过运动APP拓展运动空间，线下开展亲
子3000米、家庭马拉松等活动，让家长成为

“教育同盟军”。学生杨昕橙的家长说：“现
在的体育课程内容丰富，还有亲子互动，孩
子幸福感更强了。”

“四化”即三大课程受众全员化、特长
专项化、群体个性化、赛事俱乐部化。全员
化指三大课程面向全体学生，筑牢学生体育

素养根基；专项化是全员化基础上的提升，
引入国家级退役运动员、省冠军教练，配套
专业化课程、科学化设备及个性化评估，在
橄榄球、柔道等特色项目上推动学生从“基
础参与”向“专业提升”跨越；个性化是针
对学情差异，为特殊体形、体质学生设专项
班，为特长群体设高水平训练营，另有啦啦
队、裁判、急救等多元队伍，实现“成长各
精彩”；俱乐部化是与校外专业俱乐部合
作，参与联赛、承接赛事，形成“训练—参
赛—成长”赛事化培养。“‘三课四化’充
分发挥社会资源的专业力量，为学生搭建了
更多成长平台。”威海世昌中学体育教研组
长李宁说。

场景穿透：
冲破课堂限定维度

“身·心”和美理念下的教学，不仅关
注学生的课堂学习，更注重通过场景融合贯
通将“五育”内化。学校通过“空间重构—
科技赋能—生态联动”，实现这一目标。

空间即课程，打造“会说话”的育人场
域。学校通过“功能复合化、场景主题化、
边界模糊化”策略，让每个空间节点都承载
教育功能。教学楼连廊升级为“动态体能走
廊”，设置冰壶、智能跳绳等微型运动实验
室，墙壁记录挑战数据，激发学生运动热

情；场馆改造为“体育育人融合馆”，如学
校甲午战争博物馆世昌校园展厅，设置“致
远舰冲锋”“水幕投影”“刘公岛补给”挑战
区等，学生通过团队协作破解历史线索，实
现体能、策略与爱国主义教育三重渗透。

科技赋能，AI让运动更“懂”学生。学
校与社会企业共同开发运动手环和 AI 智能
体育识别软件，实现课内课外、校内校外全
时空链接，共同促进体育运动高质量开展。
手环实时监测心率、体温、运动轨迹等数
据，分析教学质量与运动安全。AI智能体育
识别软件逐帧分析立定跳远、仰卧起坐、摸
高等动作，生成个性化运动处方。同时二者
与家长端APP联通，让家长和教师随时了解
孩子体质状况，促进学生运动习惯养成。

生态联动，体育成为认识世界的方式。
学校对接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山东省橄榄
球运动协会等多方资源，积极推进“七子”
城市交流赛，培养以爱国和奋斗为核心的世
昌精神，在厚植家国情怀的同时拓宽学生的
国际视野。

“五育”融合的关键，在于找到一个
“能落地、可延伸”的载体。体育因其天然
的实践性、场景性、参与性，正是这样的

“纽带”。“运动场”变为“育人场”，“五
育”融合才能真正从理念走向生活，为学生
绘就全面发展的成长底色。

（作者单位：山东省威海世昌中学）

山东省威海世昌中学：

以体育为纽带促进“五育”融合

本期关注

本报记者 陈朝和

“保持比分优势，减少失误。”“跑动起来，执行战术。”“好球，撤回协防！”……闭幕战上，篮球小学男子组决赛激战正酣，球员不断持球突破，紧咬比分，双方教练员时刻研判比赛。
5月30日，四川省第五届“贡嘎杯”青少年校园体育联赛闭幕式在四川省体育馆举行，在这座上演过四川男篮首夺CBA冠军奇迹、被誉为“冠军摇篮”的场馆里，四川师范大学附属实

验学校男子篮球队员们捧起第五届“贡嘎杯”联赛最后一座冠军奖杯，大赛圆满落幕。
四川省“贡嘎杯”青少年校园体育联赛（以下简称“贡嘎杯”）自2020年创立，以四川省最高峰贡嘎山命名，由四川省教育厅、体育局、团省委联合主办，已成为四川省规模

最大、覆盖面最广、参赛人数最多、号召力最强的校园体育品牌赛事，也成为每名青少年享受体育、青春逐梦的成长舞台。

这是每个人的“贡嘎杯”
——四川省第五届“贡嘎杯”青少年校园体育联赛纪实

体育新探索

①①

②②

以体育人，
赛场成为成长第一站

“我们是冠军！”5月17日，资阳中学女排队伍以3∶0
的比分取胜，连续四年站上“贡嘎杯”最高领奖台。辉煌
背后折射出一所学校“以体育人”的创新活力。

“每一届冠军背后都是‘老带新’的接力传承。”资阳
中学女排主教练孙茜茜介绍，作为全国排球高水平后备
人才基地，学校构建了“选苗—育苗—成材”一体化培养
体系，“上午文化课，下午训练，晚上自习”是女排队员们
的日常，热爱体育的学生既在赛场上出彩，也在学业
和成长路上出色。

近年来，四川省教育厅联合省体育局、团省委每
年举办近50项青少年校园体育赛事。其中，作为影响
之最的“贡嘎杯”，积极引领“省—市—县—校—班”
五级竞赛体系逐步完善，有力推动中小学生每天综合
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的政策落实。

以体育人的价值在哪里？“激情、担当的体育精神
融入了学生的成长底色中，体育成为推动学校‘五
育’融合的催化剂。”成都市沙湾路小学体育教师袁钊
感触很深，“学生体质变好了，精气神更足了。”

该校深度挖掘校园足球育人功能，是四川各校
“以体育促‘五育’”的生动缩影之一。“我们在学科
活动中渗透校园足球文化，在语文、美术和音乐学科
中开展美文足球、美画足球、美颂足球等活动，以体
育活动带动学校整体的‘五育’融合工作。”沙湾路小
学党总支书记胡松涛说。

据不完全统计，四川省参与第五届“贡嘎杯”“市
县校班”各级预选赛的学生超120万人次，极大地激发了
青少年学生对体育运动的热爱。他们积极投身其中，增
强了体质，全省学生体质健康总体优良率、合格率连续5
年稳步提升。

因体育喝彩，
这是每个人的“贡嘎杯”

“你看球了吗？绝杀真精彩！”“加油，拿下
这一场我们就创造历史了！”……如今在四川
省，场内场外、赛前赛后，“贡嘎杯”成为师生
热议的话题以及学校的荣耀，牵动全省青少年对
体育的热爱，真正成为每个人的“贡嘎杯”。

登顶“贡嘎”，考验每支队伍的信念。今年
4月，来自市（州）的篮球高中组24支队伍在宜
宾高县开展4天紧张激烈的比赛。泸县二中、南
充高中、绵阳南山中学、西昌中学等队伍当仁不
让，比赛进攻犀利、防守严密，攻防间精彩进球
频出，赢得观众阵阵喝彩。“要在球场上勇当先
锋！”参赛队员说，每前进一步都是实力的证明。

登顶“贡嘎”，每届赛事都在见证“新王”
诞生。同月，成都市迎宾路小学首次代表成都市
捧起冠军奖杯，打破学校历史。300名师生家长
热情助威，整齐划一的口号点燃赛场，体育组教
师敲响震天战鼓……从去年9月资格赛初露锋芒
到总决赛荣耀加冕，漫长征途里该校用17场比
赛胜利书写热血传奇。

本届比赛中，多平台及时跟进报道战况，记
录拼搏的最美瞬间。目前，“贡嘎杯”已在四川
各市 （州） 和各高校形成独特的影响力，“贡嘎
杯”的“体育+”效应也在持续释放。

赛事还积极学习贵州“村超”先进经验，指
导各组别前4强的学校精心筹备224场主客场比
赛，近 30 万名师生和家长现场为球队加油助
威，营造了公平公正、文明观赛、热情服务的良
好氛围，充分展示了新时代学校良好的形象。

人才辈出，
拼搏带来无限可能

“奔跑吧，足球小将们！”今年4月，四川省
泸州市合江县九支镇中心校女足成为“贡嘎杯”
首支乡村学校冠军队伍，女孩儿们用汗水和坚持
书写了一个关于梦想与蝶变的故事。

乡村学校如何培养出冠军队伍？从2016 年
组建起第一支女子足球队到夺得市级运动会小学
女足冠军，这支球队不论酷暑严寒，抓紧一切时
间训练，步履不停、步步为营——2024 年球队
踢进总决赛获第五名，2025 年球队再战“贡嘎
杯”登顶。

“胜利激励着我们要把校队训练越做越好，
足球让学生拥有更广阔的成才通道。”该校足球
教练雍旭东所带的第一届女足毕业时，12名队
员全部被泸州市优质中学招录，两人还进入了四
川省女足队。

本届赛事中，泸州合江九支中心校女足、雅
安汉源宜东中心校男足等乡村学校队伍一起逐
梦，是赛事推动基层体育人才培养的鲜明注脚。

近年来，在一年一度的“贡嘎杯”磨砺下，
四川省各支校园队伍竞技水平显著提高，在全国
相关竞赛中屡创佳绩：西南医科大学女足、资阳
中学女排等队伍荣获全国冠军；资中一中、棠湖
中学为国家队输送近30名女足优秀队员，为国
家体育事业发展贡献了四川力量。

今年4月，成都列五中学客场进球卫冕“贡
嘎杯”足球冠军。该校随成都 U15 男足出访巴
西并成功入选 U15 国少选拔队赴英拉练的成都
足协青训小将吴比乐、杨苡欢，在此次总决赛中
表现出色。他们今年还代表四川队征战了全运会
男足 U16 组资格赛，并成功打进决赛圈，这些
优秀的足球小将正走向更大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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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四川省第五届“贡嘎杯”足球总决赛（高校女子
组）在西南石油大学开赛。 活动主办方供图

②四川省第五届“贡嘎杯”闭幕式篮球赛，球员们在
场上持球突破。 陈朝和 摄

张敏仓

借非遗进校园东风，西安高新区第二十八小学
以陕西民间剪纸为突破口，开展陕西民间美术进校
园的教学实践研究，依托陕西省张敏仓名师工作
室，组建“一室九坊”美术教研核心团队，成功开
发了“一体化”校本课程，并在省内30余所学校
进行推广。

学校打破传统美育边界，打造“虎娃剪纸”
“巧手面花”“灵动皮影”等九大特色工坊，形成
216项趣味盎然的社团课程内容。课程以“遇见文
化、创意生活”为主题，将剪纸、泥塑、扎染等非
遗技艺转化为学生可感知、可创造的实践活动。学
生们在“玩”中探索艺术语言，在动手实践中感悟
工匠精神。

课程实施采用“普及+个性”双轨模式：国家
教材打基础，校本课程分年级推进，社团活动满足
个性化需求。通过“欣赏—创作—应用”的大单元
教学，学生从低年级的趣味体验到高年级的创意表
达，逐步形成艺术核心素养。名师引领、同课异构
等教研活动，更让教师团队在传统与创新的碰撞中
实现专业成长。

构建“一室九坊”美育平台：2012 年“虎
娃”张敏仓民间美术工作室成立，遴选省内非遗项
目地区的60名核心美术教师成员，按照地域资源
和个人专长分成“一室九坊”，即一个“虎娃”名
师工作室和九个特色工作坊（剪纸坊、面花坊、刺
绣坊、皮影坊、泥塑坊、马勺坊、年画坊、印染
坊、农民画坊），每个工作坊由城乡学校共同承
担。同时组建由学校校长、高校专家、民间艺人、
美术教师等构成的研发团队，将优秀传统民间工艺
引入陕西省 30 余所学校美术课堂，通过专家引
领、团队合作、实践创新等方式开发课程，逐步形
成校本课程开发体系。

构建“一体化、分层化、序列化”校本课程：
学校打破课堂教学边界，融合教育、生活、文化与
学生天性，构建以地方优秀传统民间工艺为切入点
的美育体系，精选剪纸、面花、皮影等九种陕西民
间工艺，从学校、年级、社团不同层面研制面向全
体学生的“一体化”校本课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润泽学生心灵。

西安高新区第二十八小学以民间美术为载体的
美育实践交出亮眼答卷：学生累计参加国内外各级
各类比赛2000余人次，剪纸教学案例获教育部全
国艺术展演一等奖，“花馍馍”工作坊更代表陕西
省登上全国展演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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