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练评”一致 师生全员参与

从一场全员运动会看
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新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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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的运动表现证明改革完全可行，值得全省、全国推广！”5月 15日至 16日，在
永康市大司巷小学教育集团江南小学（以下简称“江南小学”）举办的浙江省“学—练—
评”一致性学校体育新样态成果推广系列活动（第三站）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毛振明兴奋地点评道。为期两天的活动，通过观摩全员运动会、专家点评及报告、教学观摩、大
课间展示、沙龙分享总结等实践场景，为新时代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体育改革带来的改变远超预期。

最直观的是，从全校层面来看，“小胖

墩”“小眼镜”“小焦虑”少了，流感季没

有出现大规模请假的情况，体测数据

显示学生的身体素质得到整体提升。

“孩子去年面对五级跳箱发抖，现

在七级跳箱轻松越过，回家还会主动

加练单杠。”二（5）班学生夏珩竣的妈

妈直言，通过学校体育教育改革，孩子

的运动热情高涨，身体更强健了。胡

皓珵同学的妈妈告诉记者，两年来，孩

子个头窜高了不少，肢体柔韧性大大

增强，耐力与爆发力也得到显著提升。

而体育带来的变化还在更深层的

土壤中发生。

“沙包掉了没关系，完成动作就是

最棒的”“让我们一起为勇敢跳跃的同

学喝彩”⋯⋯在教学观摩环节，除了课

堂推行“固定小组”模式、跨年级互助

学习、智慧平台动态评价等创新形式

以外，令在场人员印象深刻的是，面对

个体发育程度不同，教师、学生对进度

较慢的同学展现出极大的包容和友

爱。

“跳马的时候一个同学发现后面

的同学没有力气了，赶紧回头帮一把；

一个同学跑不动了，他的搭档始终拉

着他的手往前，不离不弃，不断鼓励。

这些感人的场景每天在我们的日常体

育锻炼中上演。”江南小学体育教师杨

玲敏深有感触，运动教会孩子们，胜利

不是终点，团结、勇气、坚韧等品质的

养成才是真正的勋章。

二年级学生陈柯壹说，在体育运

动中，不仅收获了快乐，更体会到不放

弃、顽强拼搏的精神。“刚开始上英语

兴趣课，我一点也不会。那时候我告

诉自己，像做前滚翻一样反复练习，单

词记不住就多读几遍，总能行。”

“体育塑人体魄、树人品德，把爱

灌入在体育的方方面面，那么我们不

止是在育人，更是在育己。”程美莲是

去年新进江南小学的数学教师，刚开

始，她对学校体育改革有很多疑惑：这

些项目对一年级小朋友来说是不是太

难了，会不会有危险？但当看到孩子

们投入地运动，小小的身影一次次突

破自我，她更清晰地认识到“以体育

人”的含义。如今，她把体育课小组化

学习应用到数学课中，并利用孩子们

熟悉的场地、喜爱的运动项目进行学

科融合的项目化设计，孩子们不仅学

得开心，还发现数学知识能让他们玩

得更明白。

“当运动成为日常，教育便有了乘

数效应。”吕芳华欣喜于孩子们的改

变，更欣喜于每个孩子脸上的笑容和

展现出的积极心态。她相信这场以体

育为支点的改革，正为建设教育强国

写下江南小学的答卷——在这里，每

个生命都在运动中自在生长，向光而

行。

融媒记者 颜元滔 王昊

“学练评”一致性
师生全员参与把体育融入日常

“学—练—评”一致性学校体育新

样态是浙江省深化学校体育综合改革

的实践范式。作为改革实践的参与

者，江南小学依托超大型室内体育馆

及户外运动场域，积极试行学生在校

综合活动 2 小时、15 分钟课间活动，

及“学—练—评”一致性课堂样态探

索，创新构建课堂教学、大课间练习

和全员运动会“以赛促评”三位一体

的体育教育体系，形成了鲜明的学校

体育文化。

不同于传统运动会，全员运动会

上，全校 18 个班级 800 余名学生分为

红、黄、蓝三队，比拼争夺优胜旗、奋进

旗。这里没有固定赛道，每个孩子都

是运动员：支撑、跳跃、翻滚、攀爬⋯⋯

孩子们奋力挑战，努力向前的模样激

起现场阵阵掌声与欢呼。实时更新的

电子屏上，红、黄、蓝三队的比分你追

我赶，全体教师和家长化身裁判员、安

全员、器械搬运员，组建起家校协同的

“后勤护卫队”。

沙包体能操、降落伞操控、活力跳

跳羊、超能陆战队、飞跃地平线⋯⋯从

活力四射的热身展示，到兼具趣味与

挑战的比赛，每个项目都是课堂的延

伸。孩子们团结、拼搏、努力追光的模

样，老师们同心聚力为孩子俯身的姿

态，家长们热心助力、全心融合的携

手，江南小学全体师生人人参与，真正

实现家校全员联动。

“‘让每个生命自在而热烈地生

长’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教育生态。”江

南小学校长吕芳华介绍，自学校 2023

年9月正式启用以来，通过实施课堂的

“教”，大课间的“练”，全员运动会的

“赛”，以“学—练—评”一体化理念为

核心，针对低段学生身心发展特点，顶

层设计结构化课程体系，系统推进“教

会、勤练、常赛”教学改革，将思政教

育、劳动教育、家校社共育等融入趣味

项目，让规则意识、团队精神在运动中

自然生发。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党总支书

记、主任何东涛表示，长期以来，学校

体育发展面临课堂教学、大课间活动

与运动会内容割裂、体育教师精力分

散、学生体运动兴趣被消磨，特长培养

缺失等诸多问题。为破解困局，自

2016年起，浙江省积极探索“学—练—

评”一致性学校体育新样态，从学校体

育体系构建与课堂教学改革双维度发

力，通过真实情境与挑战任务，明确

学、练、评的内在逻辑，为课堂转型提

供实践路径。

“这次活动是为了验证‘学—练—

评’一致性学校体育新样态在学校的

实践过程中，究竟能不能做成。江南

小学的实践证明是能够做成的，并值

得全省推广。”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体

育教研员余立峰观摩后表示，“学—练

—评”一致性学校体育新样态改变了

原来学校体育比赛竞技性的特征，让

少数人参加的运动会，变成全体同学

都参加的欢乐比赛；同时，学生学习的

动机更强了，老师教的创造性也更好

了，更重要的是解决了原来学校体育

课堂教学、课外锻炼和竞赛割裂的现

状，让课内教学内容、大课间练习内容

和比赛内容保持一致，让学生知道学

什么、怎么练、为何赛，让体育真正成

为生命成长的必修课。

强健体魄 锤炼品行
孩子们在体育锻炼中获得全方位成长

共融共享 让爱无碍
我市举办各类活动
关爱“星星的孩子”

本报讯（融媒记者 陈宏宇） 今年 5

月 18 日是第 35 个全国助残日。连日

来，我市举办各类活动，普及孤独症知

识，加强亲子互动，架起社会关爱特殊

儿童群体的暖心桥梁，让“星星的孩子”

得到更多呵护。

亲子制作纸杯蛋糕
5 月 18 日下午，市残联和市妇幼保

健院组织60多名孤独症患者、家长和康

复工作者，开展了“共融共享 让爱无

碍”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

在市妇幼保健院儿科楼，孤独症患

者在治疗师的引导下，与父母共同制作

纸杯蛋糕，并为蛋糕裱花。在香甜的氛

围中，大家一起做了20多个纸杯蛋糕。

孤独症患者家长王女士说：“我家

孩子在这里康复已有1年时间，看着孩子

越来越开朗，一点点进步，我非常开心。

特别欣慰的是，刚才纸杯蛋糕做好后，我

家孩子把第一口蛋糕喂给我吃。”

活动结束后，孩子们还将亲手制作

的蛋糕送给医护人员。此外，本次活动

还特别开设了孤独症患者家长心理辅

导课程，市妇幼保健院专家对家长提出

的问题进行现场解答。

玩游戏辨中药
5 月 17 日，市残联和市中医院组织

30 余名特殊儿童和 10 名医院职工子

女，举办了一场以“自强不息 团结友

爱”为主题的助残日融合游园会活动。

当天上午 9 时，在市中医院门诊大

厅，活动在特殊儿童的诗朗诵与手语

舞中拉开序幕。

本次活动还设立了“中医药游园之

旅”的环节。在投沙包区，孤独症患者

小雨在志愿者引导下，三次全部投中，

赢得大家热烈的掌声；在中药识别区，

工作人员教孩子们用看、嗅、摸等方法

辨别药材；在吹乒乓球游戏区，脑瘫患

者小轩在小伙伴的鼓励下，用吸管辅助

将乒乓球吹过三个纸杯。活动现场，每

个参与活动的孩子都得到了玩具、文

具、水果、小蛋糕等小礼物。

“我女儿接受康复治疗已经 12 年，

今天她上台表演了节目，我觉得很开

心。”特殊儿童家长郑女士说。

据介绍，这次游园会以中医药文化

搭建融合桥梁，通过精心设计包容性游

戏，让特殊儿童在表演、游戏当中得到

有益的锻炼，也让他们在中医药文化与

趣味游戏中感受到平等、包容与成长的

力量。

据了解，目前市中医院联合市红十

字会开设了孤独症康复基金，这项基金

将用于孤独症群体的康复治疗。

品“爱星午餐”享温暖“食”光
5 月 15 日上午，市残联和市肯纳社

会工作发展中心组织 20 余名孤独症患

者，开展了一场“星与星愿 爱星午餐”

孤独症群体关爱活动。

在宝龙广场内的一家牛排餐厅，商家

特意安排了一个爱心专区。在老师的引

导下，孤独症患者学习自己动手在牛排上

淋黑椒汁，并分切牛排。家长们纷纷用手

机拍摄记录下这个有意义的过程。

此次活动还设计了泡泡接龙等互

动体验环节，通过真实场景，提升孤独

症患者的社会适应能力。

市肯纳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相关负

责人介绍，活动为每个孩子准备了一份

“星空能量包”，让孤独症患者以及他们

的家庭，真切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爱与

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