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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晶

冰雪运动助孩子们不断实现自我超越

□本报记者 边磊

地坛小学足球社团

一群不畏艰难的“足球小子”在这里崛起

“加油！ 加油！ 加油！” 互相抱肩
围成一圈的小学生们稚嫩的声音响彻
操场上空。 每天放学后， 北京市东城
区地坛小学足球队的小队员们都会
参 加 培 训 活 动 ， 长期参加培训的60
名学生覆盖了1-6年级， 另外还有120
人的足球兴趣班 ， 每周课后有2次训
练。

东城区地坛小学是 “国家级足球
特色学校” “北京市足球传统项目学
校” “北京市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学
校足球队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 具有
深厚的传统。

“我们的活动内容包括足球技能
培训、 市区足球竞赛、 足球展示活动
等，” 地坛小学足球社团体育主任霍振
东说。

霍振东从参加工作开始， 就参与
组织足球队的训练， 在长达二十六七
年的教学工作中 ， 他有自己的心得 ，
“对于低年级的孩子来说， 还是以兴趣
为主， 我们进行规律的训练和一些细
节、 心理的培养。 在日积月累的过程
中， 看到孩子们每天的进步， 我们感
到非常高兴。”

对于刚入学的低年级学生， 足球
队采取鼓励为主的方法， 保持培养他
们的兴趣 ， 每进步一点都及时表扬 。
足球队注重细节管理 ， 书包怎么放 、
衣服怎么叠、 水杯如何放置甚至鞋带
由谁去系， 都有严格的规定。 一些低
年级刚入学的孩子， 不会自己系鞋带，

足球队要求每个孩子都自己学会系鞋
带， 并与家长商量好不要帮忙。 几天
后， 所有不会系鞋带的孩子都能完美
地系出蝴蝶结。

“从一点一滴的小环节培养孩子，
包括抱团加油， 孩子们不明白为什么，
我们教练员要清楚。 这些训练， 实际
上是在规范学生的行为习惯、 提高他
们的自我管理能力、 团队意识， 通过
有意识的培养， 帮助孩子们人格的成
长。” 霍振东说。

足球队无论严寒酷暑， 每天坚持
训练。 日复一日， 意志品质在一个个
小小的心灵里生根发芽 ， 吃得了苦 、
受得了磨难， 是足球队小队员们共同
的品质 。 从一开始只能颠一两个球 ，
到两三年后可以颠四五百个球， 让学
生们看到日积月累努力的成果。

足球队有个叫杨浩宇的同学， 一
年级刚刚加入足球队时， 身体协调性
不如其他同学， 并不是特别适合练足
球。 但他坚持训练， 执着地练习， 短

短一年时间， 身体协调性就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 现在成为了学校足球队的
主力队员 。 一 次 参 加 区 级 比 赛 中 ，
杨浩宇的手掌被对手踩到 ， 疼痛难
忍， 但他还是咬牙坚持完成比赛， 获
得胜利。 赛后检查， 杨浩宇的手掌骨
裂， 他那不服输的精神震憾了老师和
同学们。

“吃得起苦， 受到了磨难， 当孩
子们站到领奖台上的时候， 这是对他
自己的一种认可， 对他付出的一种认
可， 从这个角度讲， 足球运动对孩子
的培养， 我觉得是有很大好处的。” 霍
振东说。

足球是个集体项目， 队员之间的
协作和配合尤其重要。 在足球队的训
练过程中， 教练员有意地培养队员们
不埋怨 、 不抱怨 、 互相鼓励的品质 。
在真正比赛的时候， 任何一名队员就
不会去埋怨队友。 教练员刻意营造的
语言环境， 让小队员们知道如何鼓励
队友、 如何互相帮助。 通过时间的积

累， 教练教得多， 孩子记得牢， 便能
够落实到自己的行动当中去。

有时候在比赛中， 足球队会遇到
年龄较大的对手。 这时候部分小队员
会出现畏惧情绪 。 教 练 员 通 过 技 术
研究和心理教 学 ， 让孩子们发挥自
己灵活多变的优势 ， 在 心 理 上 战 胜
自己的畏难情绪 ， 没有负担的参加
比赛 。

在角逐比赛成绩的时候， 教练员
告诉队员们， 注重能力和自我水平的
展示， 不仅仅局限于追逐名次。 “只
要我付出了， 我努力了， 我达到这个
成绩， 就是对我的一个肯定， 这个比
赛成绩可能是次要的， 最重要的， 是
一种过程性的体验。” 霍振东说， “在
这个过程当中， 孩子这种心理收获更
重要， 这些孩子未必将来从事足球事
业， 但是不管他将来从事哪一个行业，
小的时候的这种经历， 耳濡目染的这
种感受， 对他们是终身的影响。 这种
影响是积极的、 向上的、 正面的。”

走进石景山区电厂路小学， 随处
都能感受到浓浓的冬奥气息： 校门口
矗立着冬奥会倒计时牌，校园西侧设置
了50米长的学生冬奥活动照片展示墙，
每间教室后面都绘有冬奥主题板报
……从2015年起，电厂路小学就确立了
冬奥育人的目标，探索“冰雪运动旱地
化”的实施方式，让全校300多名学生人
人都能亲身体验冰雪运动。

据了解， 在国家体育总局在今年
召开的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
工作推进会上 ， 电厂路小学被授予
“冰雪学校” 牌匾， 该校抓住北京举办
2022年冬奥会的契机， 将奥林匹克教
育和冰雪运动纳入到学校常规教育教
学工作中 ， 完善和丰富课程的供给 ，
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冬奥教育模式。

冰球、 冰壶、 短道速滑……在电
厂路小学， 每名学生都有机会学习多
项冰雪技能。 学校开设了多门冰雪运
动校本课程，形成了“2+8+5”冰雪课程
模式：“2” 代表全体学生每学年参加一
次上冰或者上雪训练；“8” 代表旱地冰
球、旱地冰壶、越野滑轮等8个冰雪项目
的个性化训练；“5” 代表冰球、 冰壶、
越野滑雪等5个真冰真雪项目。

“在校园里面就可以打冰壶啦 ！
我们觉得特别幸福 。” 孩子们告诉记
者。 电厂路小学里有一个神奇的白棚
子， 夏天时， 这里是同学们最喜欢靠

近的地方。 因为这个白棚子里面是学
校里的冰壶道， 也是石景山区的第一
块学校真冰冰壶场。

电厂路小学体育教师石晓军介绍
说， 去年年底， 学校冰壶馆的正式启
用， 这让全校师生离 “冰雪梦” 又近
了一步。 冰壶馆启用后， 学校开设了
冰壶课程， 每周每个班都会安排一节
冰壶课， 目前， 校内冰壶运动的普及
率已达到了100%。 在此基础上， 学校
还成立了冰壶队， 并邀请专业教练到
校帮助学生进行训练。 “冰壶队成员
多是三到五年级的学生 ， 每天早上 ，
他们都会坚持进行一小时训练。”

随着2022北京冬奥会脚步的临近，
学校邀请冬奥运动员、 冬奥金牌讲解
员等名人走进学校， 组织学生参观冬
奥组委 “冰雪展示中心”、 北京奥运博

物馆、 崇礼冰雪博物馆， 在一件件展
品、 一个个故事中体验冬奥文化内涵。
学校还开展了以 “冰嬉图” “传统冰
雪体育游戏” 为主题的 “中国传统冰
雪文化” 系列研究， 让学生感受中国
传统冰雪文化的魅力， 树立文化自信。

今年夏天， 学校冰壶队就迎来了
一批特殊 “老师” ———中国冰壶国家
集训队的队员和教练们。 当天， 国家
集训队的体能教练带着同学们进行了
热身活动。 国家集训队的队员们上冰
后， 首先进行了队内比赛， 给孩子们
现场展示了冰壶运动的魅力 。 随后 ，
孩子们也在队员的鼓励和指导下进行
滑行训练 ， 只见他们滑行姿势标准 ，
有的甚至还能滑过前掷线， 引得现场
的国家集训队队员们连连称赞。

在 “双减” 政策出台后， 学校推

出了更丰富的课后服务， 冰壶社团自
然是其中之一， 目前， 经常参与冰壶
社团的学生有30多名 。 石晓军表示 ，
参与冰壶运动对于学生的发展虽然主
要体现在运动方面， 但同时也能促进
学生的全面发展。 学生在冰壶运动过
程中锻炼了意志力， 学会了规则、 尊
重、 合作， 不断超越自我， 很大程度
上促进了学生品格的发展。

记者了解到， 除了冰壶社团， 石
景山区电厂路小学先后成立了学校旱
地冰球社团、 旱地越野滑雪社团、 冬
季两项社团以及旱地雪车社团等， 并
通过普及冰雪运动知识， 推广冰雪运
动进校园等安排， 培养学生追求卓越、
吃苦耐劳、 团队协作的品质精神， 学
校逐渐形成了一条适合电厂路小学发
展的冬奥特色之路。

石景山区电厂路小学冰壶社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