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南位育中学共有 3000多名学

生在读，三个校区都属紧凑型，这里的
操场会有什么特别？张建中校长讲了

一个数字：72。到了篮球活动的时间，
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操场上人

头攒动，学生们却都能打上球。数一
数，原来操场上的篮板有 72块之多。

这神奇的“72变”是如何做到的？

原来西位的老师们发现，一到打
球的时候，操场篮板下总是站着一些

略带失望的学生，没抢到篮板的他们，
只能眼看着其他同学玩得兴起。为让

学生在课余都能参加运动，学校领导

找来体育教研组和负责设备的老师，

一同商量对策，很快提出了一柱多筐
篮架的创造性方案。于是，一个变两

个，两个变四个，篮板完成“72变”，成
了西位学生的骄傲，他们在操场上尽

情释放，让运动伴随自己成长。
西南位育中学提倡“走廊静、操

场闹”的校园文化，学习之余，为让学

生们有充足的时间进行体育锻炼，学
校操场在午休和放学后的两个时间

段均向大家开放。
操场上，因此有了一个颇受学生

喜爱的地方———他们亲切地给它取

名“鸟巢”。它当然不是北京奥运会的

主会场，而是学校存放篮球、排球等
体育用品的小木屋。过去，学生借球

要凭学生证找负责的老师，而且限定
一班一卡一球。现在有了“鸟巢”，借

球还球，学生不必再找老师，自己管
理自己。私自藏球的现象也消失了。

刚开始有老师担心学生因此影响功

课，张校长解释说：“要相信学生自己
能把握好这个度，你们更重要的是指

导。未来他们去到社会上，也要学会

自己管理自己，不妨在学校里就实习
起来。”

■ 一柱多筐篮架可让更多学生有场地打球

    秋日的一个下午，上海中医药大
学学生、校排球队队员赵婧怡回到西

南位育中学，走上熟悉的排球训练
场，在母校再打一场球。

几年前，赵婧怡还是个看着别人
打球却无所适从的初中生。在运动天

赋上，小赵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
方。论身材，个头不高；比协调性，也

不出色；身体素质更是一般。“我能打
排球吗？”赵婧怡问自己，而令她感激

至今的，是西南位育的老师给了自己
肯定的回答。

2017年和 2018年，西南位育中

学先后加入上海市高中、初中体育课

专项化试点学校。学校在体育教学上

施行“初中多样化，高中专项化”的运
动技能培养模式，体育教研组自己编

写校本教材，实行零基础、提高和高
水平三个班的小班化教学，组长张

海庆说：“过去初中体育课多关注
跑、跳、投等基础动作技能，现在注

重培养学生体育素养、形成体育兴

趣，发现符合学生个体需要的运动
项目，到了高中他们可以继续选择

喜爱的项目提升水平。”

排球并不好学。从垫球、传
球到拦网、扣球，在零基础班，小

婧怡跟着老师一项项学过
来，她发现自己越来

越 喜 欢 排 球
了。带

教老师马思洁也注意到了婧怡的努

力，鼓励她锤炼技术，晋升提高班。赵
婧怡就在这样分层教学的鼓励下，实

现从排球门外汉到校队队员的进阶，
不仅带领西南位育女排队在多项比

赛中摘得冠军，还担任老师教学的小
助手，各方面的能力都得到锻炼。

在大学参加排球比赛时，赵婧怡

经常遇到同为西南位育校友的对手，
这让她更加想念母校，想念那片排球

训练场。见到昔日学生，女排队教练
瞿晶晶也非常高兴。“我们师生的关

系都特别好，经常一起组队比赛。”她
说，最欣慰的是队员学会在逆境中坚

持，在坚持中成长，“体育运动成为她

们生活的爱好、社交的途径。像赵婧
怡现在读大学、以后走上社会，都能

通过排球展示自己，受用终生。”
首席记者 金雷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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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采访时，2020 “圣醒·西

南位育杯” 桥牌铁人三项赛刚刚
落幕。来自徐汇区 25所中小学的

1200人次选手参加了比赛，通过
个人赛、 双人赛和团体赛的累计

积分来争夺冠军， 比赛设置 U11

和 U13?别，这在世界桥牌铁人

三项赛上史无前例。

在保证每一名学生掌握运动
专项技能的基础上， 西南位育中

学通过积极办赛， 为学生搭建平
台，开阔眼界。为这次桥牌铁人三

项赛，选手们放弃 3天的假期，打
完 100多副牌，对他们意志品质、

团队协作以及如何调适学习与运

动，都是很大的锻炼。

作为一所文化厚植、 特色鲜
明的民办品牌完中，立校之初，西

南位育中学就坚定为学生打好身
心健康、 终生学习和走上社会三

个基础的办学理念。 体育作为学
生评价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就

像枚助推器， 引领西位学子寻找

发展通道、 激发最大潜能。 有一

次， 一名学校桥牌班学生在地铁
9?线上因不适呕吐， 两名同学

一起将呕吐物擦拭干净才离开的
一幕， 成为媒体、 网友热议的话

题———孩子做了应该做、 但很多
大人没做到的事。

让孩子们跑起来吧。 运动场
上的竞争，让他们学会面对失败，

应对挫折，长大后，才有资本去做

一名现代人、文明人、健康人、社

会人与智慧人。 金雷

兴奋剂丑闻泛滥
两周前，国际举联的内讧震动体育圈，先

是美国人帕潘德雷亚的执行主席实权被执委

会剥夺，随后举联相继任命两位过渡主席，3
天里诞生 3位主席。这番城头变幻大王旗，让

国际奥委会实在忍无可忍，警告举联：不把烂
摊子收拾好，举重项目可能被逐出 2024年的

巴黎奥运会。

其实，国际举联的内讧看似偶然实则必

然。举重项目兴奋剂泛滥成灾，这项最古老的

人类运动之一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根据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调查，6个国家

或地区的 18名举重运动员利用他人冒名顶
替的尿样逃避兴奋剂检测。该机构从 2017年

8月开始着手举重兴奋剂问题的调查，随后就
接到举报，并有专家提供了帮助。

今年 1月，德国电视一台播出纪录片《秘

密兴奋剂———举重之王》，将矛头直指时任国
际举联主席、匈牙利的塔马斯·阿让。阿让曾

先后担任国际举联秘书长和主席长达 40年，
他在位期间，举重项目劣迹斑斑。纪录片里爆

料，高水平举重运动员极少接受药检，有人买
通药检官员更换尿液样本。更让人震惊的是，

国际奥委会下拨的 500万美元被阿让转移到

个人账户。压力之下，今年 4月阿让被迫辞去

主席一职，由帕潘德雷亚担任执行主席。

尽全力改组架构
慌了神的国际举联随即上演权力之争，

帕潘德雷亚很快被架空，得到马来西亚、哥伦

比亚等国代表的支持，泰国人因塔拉特以第
一副主席的身份出任举联过渡主席，而由于

泰国举重队此前因兴奋剂问题被禁止参加东
京奥运会，一些协会强烈反对因塔拉特当选，

国际奥委会也公开表示对因塔拉特掌权前景

的质疑。于是，一天后举联就罢免了因塔拉
特，将举联前反兴奋剂委员会主席、英国人伊

拉尼推到过渡主席的位置上。

昨天举联宣布将在明年 1 月 22 日前完

成新规程的起草，为此成立了改革和治理委

员会。这个独立的委员会由澳大利亚律师、
国际泳联法律事务委员会委员达伦·凯恩担

任负责人。凯恩透露，委员会将尽全力改组
举联的架构，“我们以负责的态度、公开透明

的流程，通过商议起草出最具操作性的一系
列文件。”

国际举联算是表达了举重项目留在巴黎

奥运会大家庭的决心。而这场进行中的闹剧
更大的警示意义在于举重运动员本身的职业

道德和专业未来。那些想要在奥运会比赛中

再蒙混过关的选手，别心存侥幸了。国际反兴
奋剂机构已经开发出一种最新的技术，可以

甄别出顶替的尿样。
首席记者 金雷

三天换三任主席
国际举联终于宣布改革

再不整顿 举重真的要告别奥运了

操
场
为
何
有
如
此
魅
力

西
南
位
育
中
学
让
学
生
爱
上
体
育

助推器

   昨天，深陷兴奋剂丑
闻和权力宫斗的国际举联
宣布，将尽快进行改革，以避
免举重被巴黎奥运会扫地出
门的耻辱。这项在奥运会上
地位崇高的古老运动，
如何会落到今天的

不堪？

体坛话题

    清晨，秋日的阳光透过校园樟树林，洒在西南位育中学的操场
上。7时 40分，活泼欢快的乐声打破校园的宁静，一个个青春飞扬的
身影出现在跑道上，跟随音乐跃动起来。

这不是什么音乐会，也不是运动会。这是西南位育中学普普通通
的校园早操。在西位奉行“文明其行为，野蛮其体魄”的教学实践中，像
这样由体育引领多育并举的创新还有很多，学生都感叹：学校的操场
有特殊的魅力。

■ 西南位育中学的操场吸引了许多学生运动
本版图片 记者 李铭珅 摄

爱好受用一生

篮板“七十二变”

体育之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