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老师是个宝

    在中福会托儿所，一年一度的运动会

是家长和孩子最期待的日子。因为这一天，
爸爸妈妈将和宝贝们一起完成诸多运动项

目，并进行跨年级的比拼。
对于大多数孩子而言，人生中第一次

对奖牌有了概念就是在中托的运动会上。

而为了运动会上有良好表现，家长通常也
全力以赴。方玥回忆，在 2018年的运动会

上，原本被一致看好的大班家长排球队意
外输给了小班联队。走下赛场，场边的孩子

们齐声大哭。老师因势利导，让参赛家长给
孩子展示身上为了练球而留下的伤病印

痕，体会到运动员的不易。挂着泪水的小脸

蛋破涕为笑，孩子们自己动手制作奖牌挂
上父母的脖子。“那一刻，坚韧不拔的体育

精神种子就已经在他们心目中扎根。”
从老师、家长要我动，变成了我要动，

中托的秘诀就是激发好胜心。在运动周，中

班、大班孩子每周都会进行拍球、跳绳擂台

赛———为了能比同班同学多拍上点球，大
多数的孩子都会在回家后自觉加练。

事实上，家庭体育教育作为学校的延
伸，并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学校的课堂上，它

更应该成为全社会各个家庭的行动。在每
年的入学宣讲中，方玥就会对每一位家长

都强调，“要给孩子动的机会。”

在中托理念中，家长是孩子最好的老
师，体育锻炼是家庭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也是培养孩子成为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
要的人才的基础。让爸爸妈妈成为孩子的

运动榜样，一方面可以激发孩子对运动的
热情，另一方面也可以营造出更好的亲子

运动环境。让运动融入家庭生活，在共同运
动中放松精神、感受乐趣、达到健康向上的

目的。

本报记者 厉苒苒

文体新闻18 体育
本版编辑 /华心怡 视觉设计 /邵晓艳2020 年 9月 29日 /星期二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ty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游戏中跑出人生
爱上运动从娃娃开始

明媚的秋日阳光洒在中国福利会
托儿所中央的草坪上，一群天真烂漫的
孩子正在体育老师的带领下进行锻炼。
四五岁大的模样，正是最顽皮的时刻，
但男老师却仿佛有着魔力。借助手中的

球以及一项项游戏内容，让每个孩子都
动了起来，乐在其中。

笑声在校园回荡、汗珠滴落在青草
上，浸润式的体育，让孩子在游戏中跑
出“人生第一步”。

    半人高的画幅上，小猪佩奇一家正在

吃饭。仔细看，小猪们的嘴都张得大大的变
成一个球洞，而孩子手中的迷你篮球，正是

佩奇们的食物；秋天到了，落叶掉了，孩子
们拿着老师制作的小滚筒，变身一只只小

青蛙，边跳跃边捡拾草坪上的叶子；长长短

短的绳索搭建出一个火线穿越的

场景，或钻或跳或跨，孩子们学

习消防员叔叔突破阻碍……
校园里，万物皆可成为运动

活动的器材，各种孩子喜欢
的形象都会出现在运动活动

之中。

中国福利会托儿所所长方玥坦

言，对于幼儿园阶段的孩子，体育

技巧并非最主要的。“创设环境让孩子

爱上运动，在运动中寻找快乐，”这是中

福会托儿所所有运动活动的目标。或许
是一组包含跑、跳、攀爬的组合器械，又或

许只是几件游戏器具的巧妙串联———在
游戏中运动，让孩子快乐运动的理念贯穿

始终。
在中托，孩子每天的运动时间都有明

确规定：户外活动 2小时、户外运动 1小时

的时长，
占据了全天

课程的重要部
分。在这里，运动课

程的设计不仅会根据幼
儿年龄特点进行多层次细化，

而且在同一个活动中，还会根据每个孩子

的个别差异，提供多个层次的挑战机
会———以最简单的足球为例，有基础的孩

子们可以选择射门、带球绕桩等练习，而新
手球员哪怕只是追着球跑，却也能起到跑

起来的作用。“重点在跑，不在球。”
足球和轮滑是中托在中大班开设的特

色运动课程。在方玥眼中，如果说足球课让

孩子们学会团队合作，跑得更有技巧，那轮
滑课的核心点就在“学摔倒”。摔倒、爬起、

继续滑，摇摇晃晃中增强心理承受能力。体
育中的挫折教育让孩子不再畏难，懂得简

单自我保护。

学习起跑不怕摔

    要问在中福会托儿所中最受欢迎的老

师，孩子们的答案中，一定会出现“小王哥
哥”和“小刘哥哥”两个人的名字。这两位就

是中托年轻的体育老师。从上师大体育学
院毕业之后，两个大男孩就在中托当起了

孩子王。
黝黑的皮肤散发健康光泽，挂在胸口

的哨子是刘一霖最明显的特征。独辟蹊径，

大学毕业后，刘一霖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
前往中小学任教，而是选择了男生较为稀

缺的幼教领域。问其缘由，幸福感是关键
词。刘一霖回忆，自己来中托第一次上课，

几个简单的体育技巧动作之后，收获的是
一片欢乐的尖叫和崇拜的目光。“那一刻感

觉特别幸福自豪。”

在方玥看来，体育老师是孩子体育偶

像的启蒙，也是孩子们跑好人生第一步的
关键。孩子们的崇拜也是溢于言表的。“有

了老师这样的运动榜样，孩子从小就有爱

运动的兴趣。”
体育老师的幸福感来自孩子崇拜的目

光，也同样来自学校的培养和信任。

在中托，两位体育老师每天的排课都
是满满的。除了日常教学任务之外，两人还

是幼儿园小胖子们的“私人教练”———除了

日常饮食调整之外，针对肥胖儿童，中托会

开具颇有特色的“运动处方”。利用电子手

环，跟踪记录每日运动量，通过后台数据统

计及时调整肥胖儿童的运动计划，使他们

逐渐达到正常指标。

运动融入生活中

    “收放自如”，这是方玥在采访中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词。

在她眼中， 孩子的天性就爱动，

保护这样兴趣的萌芽，引导孩子有秩

序、有技巧、科学地锻炼，这是学校最
关注的课题。

事实上，收放自如可以说的是孩

子的运动特点，同样也适用于描述学
生学习与锻炼的平衡。 收是学习，放

是锻炼，两者缺一不可，在孩子成长
中相辅相成。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校园主导，

应该将孩子的锻炼兴趣“激”起来。

作为锻炼身体的 “主战场”，学
校有义务有责任不断完善健全学校

体育相关工作评价体系， 侧重在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围绕着全面推

进素质教育， 确保学生在考试分数
之外，在思想品德、体质健康、艺术

修养和劳动素质等方面， 有全面的

发展和提高。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家庭尽责，

才能将孩子的体育兴趣“稳”下来。

出现“温室里的花朵”“玻璃少
年”的现象尽管原因很多，但为人

父母忽视体育锻炼、孩子缺乏运动
难辞其咎。 要改变这样的现状，这

就需要家庭扭转教育观念，避免不
必要的过度保护，多陪同、多鼓励

孩子去外面玩耍，真正“让孩子们
跑起来”。

孩子是祖国的花朵， 是民族的
希望。 唯有学校、家庭、全社会“三

方” 不断地为其创造更好的成长条
件和环境， 一点一点将体育锻炼的

兴趣“激”发出来，在学业与锻炼之
中“收放自如”。 才能让孩子养成爱

体育、 爱运动的

好习惯， 在跑出

好成绩的同时让
孩子们茁壮成长

为顶天立地的国
之栋梁。

厉苒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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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润式的体育运动，让孩子们乐在其中

（本版图片为疫情前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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