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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小小冰球续写“冰雪奇缘”

□本报记者 刘欣欣

白家庄小学金鹏科技团地球与环境分团

点燃智慧与创意
引导学生攀登科学的高峰

2014年 ， 白家庄小学顺利通过
“金鹏团” 的申报和验收， 成为北京市
金鹏科技团承办校， 进行地球与环境
项目研究。

白家庄小学望京新城校区主管副
校长郑燕介绍说， 白家庄小学在全面
普及学生科技素养的基础上， 重点打
造 “地球与环境” 科技实践社团， 并
充分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 带动其他
科技社团、 文学艺术社团等共同发展。
望京新城校区作为科技项目引领团队，
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我们根据学生的兴趣 、 爱好 、
特长及年龄特点设置不同的活动内容
及研究项目 ， 每个分团的人数不等 ，
都有自己明确的研究方向和活动内
容。” 校区德育副主任王强告诉记者，
为尊重学生差异， 满足学生的个性化
学习需求和研究取向， 学校相继成立
ABC梯队， 在 “地球与环境” 领域中，
有侧重地开展分项目重点研究。

同时， 学校还提炼了大量的学生
探究性学习经验， 进一步明确了 “地
球与环境” 科技团的活动要充分体现
“发现问题———实地勘察———对比实
验———总结提升———分享成果———拓
展研究” 这几个学习阶段， 科学有序
地开展不同内容的探究实践活动。

为了进一步推进 “地球与环境分
团” 的工作， 学校于2015年开始特别

聘请了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中科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
学、 首都师范大学等机构的专家， 对
金鹏团的发展进行科学指导。 学校每
学期聘请专家到校指导科技辅导教师
及学生科技活动人次不少于30次， 使
得学校科技及金鹏团的师生研究专业
性更强。

针对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金鹏科
技团发挥梯队优势 ， 利用兴趣小组 、
社团、 俱乐部等形式， 组织学生开展
校园科普、 科学探究、 科研实践等教
育活动。

“我们的金鹏科技团有普惠层面、
精品社团和学生个性定制化指导， 覆
盖不同水平的学生， 让有科技爱好的
孩子都能参与其中， 感受现代科技的
魅力。” 王强说。

同时， 金鹏科技团的发展还带动
了其他科技社团的发展。 学校有计划
的组织学生根据自己的特长， 自主选

择科技社团， 机器人、 单片机、 益智
魔方、 小小发明家、 定向越野等其他
科技社团和兴趣小组。 学生们主动参
与竞赛， 大大激发了学生学习科学知
识的自觉性、 主动性、 探究性和创造
性。

“我们教育学生尊重规律， 让他
们能够从小具有观察事物发展与变化
的意识与习惯。 尊重环境与资源， 让
他们从小就能够具有社会责任感， 成
为对后代发展有责任意识的人。” 王强
告诉记者， 学校科技教育的发展历程，
就是学生自主发展的实践过程， 是学
生社会参与的实践过程， 是形成责任
担当的实践过程， 更是学生的价值体
现、 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意识培养历
程。

目前， 各科技社团实现了可持续
发展， 科技教育的不断深入有效地促
进了学生的成长， 促进了学生综合素
质的提升。 同学们会走进社区做课题

研究数据调研， 如家庭一次性物品使
用情况的调查、 共享单车能走多远的
调查、 垃圾分类现状的调查等。

梁方逊同学进行了关于地铁机场
线增加望京南站的研究， 并把研究结
果分享给相关部门 ， 惠及周边居民 。
陈治东同学发明的重物爬楼器在朝阳
区社团嘉年华的舞台上进行了展示 。
“地球与环境” 社团的精英学生都成为
北京市各中学金鹏团炙手可热的重点
选拔对象， 他们进入中学后， 同样成
为优质中学的科技领军人物。 原社团
成员刘东泽同学具有较强的探究实践
能力 ， 并在科技方面取得优异成绩 。
现在已经成为华中科技大学的科技英
才。

“让孩子们登上更加广阔的科技
探索平台 ， 启迪更多的智慧和创意 ，
最终引导孩子们对更高科技水平的追
求 ， 是我们打造这个社团的最终目
的。” 郑燕笑着说。

随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日益临
近， 冰雪运动的氛围在朝阳区各中小
学校越来越浓 。 特别是结合 “双减 ”
政策， 朝阳区各学校大力推进冰雪运
动进校园， 冰球社团、 速滑社团、 冰
壶社团、 滑雪社团等冰雪相关的社团
达到近百个， 朝阳区的孩子们正在冰
雪世界中续写新的 “冰雪奇缘”。

在冰雪运动中， 冰球是朝阳区较
早引入校园的兴趣课程， 而陈经纶帝
景分校是最早开设冰球课的。 2013年，
体育老师安宁把冰球引入了学校的课
外兴趣班， 一开始条件特别艰苦， 因
为条件不允许， 开设的只是旱地冰球
课， 就是轮滑鞋在操场上打球， 就连
冰球杆也是用体操棒代替的， 但孩子
们特别喜欢， 很多孩子都是从那时候
开始认识的什么是冰球。 “后来， 在
学校的支持下， 2014年陈经纶帝景分
校冰球社团成立了， 有了真正的冰球
装备， 每周两次由学校包车到专业的
冰场去训练。” 安宁介绍， 转眼过去8
年的时间， 这支冰球队已经成为学校
的精品社团， 在朝阳区、 北京市乃至
全国的中小学生冰球比赛中取得了优
异的成绩， 为国少队、 北京队、 朝阳
队输送了大批的冰球队员。

六年级 （2） 班易宸宇跟随安宁老
师， 从一年级开始加入冰球社团， 一
直坚持到现在， 不但是校队队员、 小
狼国际俱乐部队员， 同时也是北京市
青少年滑雪队的队员。 他的妈妈苏媛

媛告诉记者， 孩子热爱冰球这项运动，
通过打冰球 ， 他学会了不轻易放弃 ，
更学会了自我约束、 自我管理、 自我
驱动。

“训练是艰苦的， 每每看到孩子
摔的青一块紫一块的， 作为妈妈， 眼
泪都要下来了， 心疼孩子啊！” 苏媛媛
回忆， 第一次看到孩子受伤是二年级
打冰球比赛时， 当时她亲眼看到一个
球飞撞到他的胸口， 本以为带着护具
没什么事， 结果回到家后孩子的胸口
还是青了一大块 ， 将近一个月才好 。
“他很少和我说他的伤痛， 也许是怕我
心疼， 或是担心我因此劝他放弃冰球。
所以我有时看到不严重的就装作没发
现， 一是怕自己心疼， 二是怕放大了
暂时的伤痛而影响孩子的意志。”

冰球是一个激烈的团队运动。 记
得在2020-2021北京青少年俱乐部联
赛的一次比赛中， 小狼飓风队和对手

打成了3:3平， 但到了点球阶段， 双方
5名队员都没有射中， 谁打进下一个点
球， 就能取得比赛胜利， 比赛进入了
令人窒息的时刻。 这时候易宸宇站了
出来， 自信饱满的向教练申请主罚下
一个点球。 教练看着他坚毅的眼神，用
球杆敲了敲他的头盔说 ： “就看你的
了！ ” 只见易宸宇站在中场罚球线上，
冷静的慢慢滑行、变线、晃过守门员，完
成绝杀。 完成这个进球，易宸宇高高举
起了双臂，队友也纷纷过来拥抱他。

比赛之后， 苏媛媛经常翻看那段
录像， 作为妈妈， 那一刻她看到了一
个男孩子的责任 、 冷静和团队精神 ，
她觉得， 这些生命的潜能， 也只有通
过激烈的团队比赛才能锻炼和激发出
来， 并成为陪伴孩子一生的品质。

伤痛和跌倒， 获胜与成功， 让易
宸宇更加坚定和热爱冰球。 苏媛媛说，
有时候心疼孩子， 每一年都想着打完

这一年就不打了， 但每个假期的养精
蓄锐之后， 新学期学校又开设了冰球
兴趣班， 就又一次义无反顾地报了名。
“所以， 我们感谢学校的坚持， 感谢体
育安老师的坚持， 如若没有这个冰球
班， 我们真的就放弃了， 是社团的坚
持才有了孩子的坚持。”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 需要学校
搭建更多的成长平台， 孩子的兴趣和
特长才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 陈经纶
中学帝景分校执行校长徐琳表示， 在
当前 “双减” 政策的背景下， 学校更
加注重学生的个性培养及全面发展 ，
目前， 合唱、 冰球、 健美操、 机器人、
舞蹈、 篮球等特色社团已经成为学生
喜爱的品牌社团。 特别是作为冰雪示
范校， 学校进一步加大对冰雪运动课
程的推广， 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冰雪的
魅力， 乘着冬奥会的东风， 孩子们的
“冰雪奇缘” 还将会续写新的传奇。

陈经纶帝景分校冰球社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