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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一 一块球拍 一生钟爱

孙麒麟，共和国同龄人，    年  月出生
于沪郊松江县城厢镇普通工人家庭。

孙麒麟同乒乓球运动结缘，源于一块牛筋
乒乓板。那时他在岳阳小学上二年级，表哥送
了他让人眼前一亮的颗粒胶球板，自此，他“粘”
上了打乒乓球。他先在县少年宫拜师练球，两
年后脱颖而出，五年级勇夺县儿童组乒乓球赛
冠军；进入松江一中就读后，初一斩获松江县少
年组冠军，初三就荣获上海郊县少年组冠军。
当时，  岁的孙麒麟乒乓球运动水平已达到国
家一级运动员标准。

那时，这位松江“乒乓少年”的心中升腾起
一个梦想，热切期盼进入市专业队，刻苦训练，
为国争光，像容国团、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等
国手一样，在国际大赛中争金夺银，让五星红旗
在赛场上高高升起。

    年，孙麒麟听从学校安排，赴松江县
城北公社农益大队插队。在农村的四年，他和
村里的农民打成一片，田里脏活累活抢着干，连
续荣获“五好社员”“五好民兵”等称号。

    年，国家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
孙麒麟进入了推荐名单。

当大学梦重新燃起时，孙麒麟投身体育事
业的理想也萌发了。于是他决定报考北京体育
学院。很快，他以出色的体育项目测试成绩和
文化课初试成绩被录取。

从小镇少年到两脚泥巴的社员，继而进入
著名高等学府——北京体育学院，不由得让孙
麒麟有“鲤鱼跃龙门”的感觉。他非常珍惜深造
机会，起早贪黑地学习专业知识，出汗出力地投
身体育训练，    年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最终
各科以优异成绩毕业。在校期间，还有两项历
练让他难忘：一是担任有   多名同学的大班
班长，二是担任校大学生乒乓球队队长。

    年 月，孙麒麟从北京体院毕业，分配
至上海交通大学任体育老师。

二 情牵课堂 情系学生

    年 月  日，是孙麒麟分配到上海交
大当体育教师的报到日。这天，他顶着烈日和
暑气，怀揣自豪和理想，从华山路正门进入。交
大体育老师周锦堂将他领进体育馆办公室，向
他介绍几位老师：孟老师的全国竞走比赛冠军
纪录保持了  年无人打破，许老师曾是全国拳
击冠军。而周锦堂老师曾是上海男篮主力队
员，当时兼任交大女篮主教练，曾站在罚球线上
接连投球   个，个个投进，打破了前苏联功勋
运动员保持的世界纪录。这则新闻还登上了
    年的《新民晚报》。原来，许多交大体育老
师都是“重量级”人物！这让年轻的孙麒麟深受
教育，看到了巨大差距，立誓要努力再努力，用
心再用心，珍惜体育教师的宝贵岗位。

一句话，想要成为交大优秀的体育教师，
首先就要做好本职工作——上好课。

开始任教，孙麒麟想到戏剧界有句常说的
话“戏比天大”。这句话体现了戏剧工作者的
敬畏之心和敬业精神。其实，世上道理都是相
通的，作为教师，也应该确立“课比天大”的教
育理念。

要想上好课，就要下功夫、用心思备好
课。孙麒麟进校后，每周要上八九个班级的体
育课，篮球、乒乓球、田径、体操、游泳，门门能
教。他对每堂课都认真对待，用心备课。除了
按教纲常规备课外，他还根据每个班级学生的
不同情况，修订教案，分类备课。他热爱学生，
亲近学生，态度热情谦和，将学生当家人看
待。他常说：“能在交大这样的名校做老师是
我这辈子的幸运！”

孙麒麟上体育课对学生要求简洁明了：
“动作要到位，身上要出汗。”他特别强调“人要
有精气神”，他激励学生要“像狮子一样强壮，
像猴子一样灵敏，像骆驼一样耐久”。他身教
重于言教，每堂课都力求讲解清晰，示范准确，
教法得当，并坚持分层教学；他特别注重对那
些体质较弱、基础稍差、不擅运动的学生给予
重点帮助，耐心引导他们重视体育、增强体
质。课余，他启发学生安排好作息时间，因时
因地开展体育活动。为此，他坚持住校，每天
清晨不是辅导学生练习单双杠，就是陪同学们
做广播体操、长跑；到了周末休息日，他常会机
动组织在校同学开展各类球赛……

在体育教学实践中，孙麒麟渐渐加深了对

学校体育课程教育价值的认识：这门课旨在唤
醒学生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并自觉将体育纳入
自身生命质量的一部分。而同学们也打心里觉
得，孙老师的课不仅提高体能和运动技能，而且
健全人格，激发潜能，有利于应对人生挑战！

孙麒麟发挥乒乓球专长的优势，任教乒乓
球课程，他深入浅出的讲解、规范的示范动作
深受学生的青睐。他既传授乒乓球技术，手把
手、一对一进行乒乓球基础训练，同时又讲述
乒乓球国手在国际赛场上顽强拼搏、为国争光
的故事。他与许多同学通过乒乓球运动，结下
了深厚的友谊。他还给留学生授课，一名韩国
留学生在孙麒麟讲授的乒乓球课上听到好几
则韩国运动员夺金的故事，深受鼓舞，放暑假
回国时，将此事告诉母亲，这位韩国妈妈竟拿

出一瓶亲自腌制的泡菜让儿子带给孙老师。
还有一位塔吉克斯坦留学生，跟着孙老师学打
乒乓球，孙麒麟赠送他一块“红双喜 · 狂飙”乒
乓球拍。有一年，这位留学生返校时，回赠孙
孙麒麟一幅绘着他家乡山水的油画。

三 心倾教坛 心润桃李

孙麒麟潜心执教  年，也勤奋学习了  
年。在交大这所名校当老师后，他下决心恶补
知识，很快养成了自学的习惯。上课之余，他
就静心读书，潜心研读各种体育专业书籍、体
育理论书籍及相关书籍，不断“充电”赋能。
    年，国家教育部定出培训名单，  岁已任
交大体育系主任的孙麒麟被安排到母校北京

体院“回炉”读硕士研究生。他不负使命，又以
优异成绩完成学业。从教  年来，他还经历过
体育教材和国家级裁判教材编纂，一轮轮的专
业培训及实践，使他历练成为我国体育界知名
度很高、影响力很大的综合性高层次人才。

一面提升自己，一面教书育人，这是孙麒
麟从教  年来的鲜明特色。他是我国体育
教育领域首位国家级教学名师，以高尚的师
德师风和人格魅力，赢得广大师生的尊敬。
  年来，孙麒麟硕果挂满枝，桃李遍天下。
他的学生中，有的履职高校书记、校长，有的
担任大企业老总，有的是全国模范教师，有的
获评国家级教学名师，有的是高校体育领域
的学科带头人，有的是重大国际体育赛事的
裁判长。

孙麒麟笃信“教学相长、师生如友”的古
训，很多学生都和他建立了深厚友谊。    
年，孙麒麟随中国体育代表团访美，途经洛杉
矶时，他给上世纪八十年代带教过的学生郁介
云去电，关心近况。没想到，电话一挂，这位学
生竟从   公里外的城市驱车赶来看望老
师。师生俩相见茶叙大约  分钟，学生又匆匆
返程。孙麒麟为之感动，令他欣慰的是，情注
杏坛  年，有众多这样尊重师长的学生。

四 精品课程 精魂领航

一句“课比天大”，令孙麒麟坚持了50

年。而今，75岁的孙麒麟以上海交大讲席教
授的身份，每周从市区打车去交大闵行校区，
还在给本科生上2学时“体育概论”课，给研究
生上“运动竞赛学”专业课。
当年，从他心里蹦出的“课比天大”这四个

字，是为了鞭策自己珍惜教师岗位，对上课有
敬畏心、事业心。但随着时代演进，同样这四
个字，视界宽阔了，格局更大了，思想升华了。
在上海交大从教50年来，孙麒麟反复领

会孙中山先生1922年为交大技击部题词“强
国强种”的深刻寓意，又联想到青年毛泽东在
1917年撰写的《体育之研究》所表达的强体救
国的思想精髓，愈发增强了身先士卒当好体
育教师、为国育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清华大学蒋南翔校长在六十余年前提出

“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口号。我国杰出的
体育教育家马约翰教授更以实际行动践行这
个目标，在清华体育教育教学一线工作了52
年。这些都一直在孙麒麟心中默默激励和鞭
策着他！
50年来，不管职务、职称、社会地位有多

大变化，也不管获得多少荣誉称号，孙麒麟始
终不忘自己的“教师”身份，始终惦记着莘莘
学子，念着“课比天大”！
1984年，他被评定为乒乓球国家级裁判；

1988年，他被批准为乒乓球国际裁判；1996
年，他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市考试后被国际乒
联批准为国际裁判长。他先后参加了10届全
运会、4届亚运会、10届世界杯、10届世锦赛、
3届奥运会等各类比赛裁判及裁判长工作。
2008年，国际乒联鉴于他对世界乒乓球运动
作出的重大贡献，授于他“国际乒联贡献
奖”。这是迄今唯一授予裁判员的荣誉。他
每次在学校支持下请假赴国内外执裁完赛事
后，回来顾不上休息就出现在教学一线。
1990年，孙麒麟升任交大体育系主任兼校

体育科研所所长、校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
1993年，他成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
家。2006年，他被教育部评定为“国家级教学
名师”。2015年，他同16位院士一起被授予上
海交大“讲席教授”，让延长十年退休的他“有
机会实现健康工作50年的理想”。尽管各种
工作十分繁忙，但他坚持上课教书育人。
多年来，他不仅给交大学生上课，还以国

家青少年乒乓球集训队领导小组成员的身
份，给全国各地的候选乒乓国手授课传艺。
孙麒麟教授的体育课程被教育部评为国

家级精品课程，而他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主
编的体育教材荣获上海市优秀教材一等奖，
还获得首届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和国家级精
品教材等殊荣。
执着坚持“课比天大”的教学理念，忠实

践行“教育家精神”，任教50周年来，孙麒麟始
终把体育课堂放在工作中第一的位置，把学
生体质健康挂在心头，常常不是在上课，就是
在去上课的路上……他仍然能给学生发上千
个球，仍然能把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斩”于拍
下，“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他做到了。

12月12日，雨歇天霁，北风已起。
上海交通大学国家级教学名师、讲席教授孙麒麟应

市体育局特邀，顶着寒风，赶到莘庄训练基地，以“弘扬
中华体育精神，爱国敬业立德树人”为题，为市属高水平
运动队教练员及管理人员培训班集中讲课；走下讲坛，
他马上赶赴广州的中山大学，翌日以“弘扬教育家精神，
建设一流大学体育院系”为题，为全国25所重点大学的
体育学院院长、体育部系主任授课；12月28日，他又前
往南昌跟江西省高校同行交流大学体育教材建设……

老骥壮心志千里，不待扬鞭自奋蹄。75岁的孙麒麟
教授一直初心不改，执着坚持“课比天大”的教学理念，
忠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教育家精神！

特约撰稿 孙洪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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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生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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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麒麟（左）

作为乒乓球世界

杯裁判长与时任

国际乒联主席

徐寅生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