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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平推进体育教育改革，激发校园活力

让每个孩子动起来笑起来

★记者手记

开平发挥中心辐射带动作用
推进城乡学前教育一体化管理

力争从“基本普及”
迈向“优质普惠”

“妈妈，今天我学会了‘鲤鱼打挺’！”
3月20日，家住长沙街道的谭女士接到
正在上八年级女儿的电话，兴奋地分享
着学校武术课的趣事。这样的场景，正
在开平市千家万户上演。

“体育十条”要求学校布置“体育家
庭作业”，家长谭女士对此举双手赞成：

“以前孩子周末只知道补习，现在全家一
起去爬山、踢毽子，现在亲子关系都变好
了。”家校共育的纽带，通过“运动打卡
App”和家长开放日得以强化。

在制度保障层面，开平市建立“体育
质量监测体系”，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数字化手段，整合、分析、对比学生体
测数据，为体质较弱的学生制订训练方
案。2025年目标明确：中小学生近视率
下降 2%，脊柱侧弯筛查覆盖率达
100%。

这场改革带来的变化，远超体育本
身。在开平市2024年中小学生足球比
赛中，汇聚了来自27所学校的44支足
球劲旅，分别在长沙街道澄江小学、翠

山湖实验学校、世界谭氏中学、吴汉良
理工学校等四大赛区展开了一场场精
彩绝伦的角逐，规模空前。澄江小学女
子和男子足球队分别获得小学组第一
名、第二名。该校男、女足球队队长纷
纷表示：“足球教会我们永不言弃，这种
精神在考试中同样管用。”正如开平市
教育局局长刘飞所言：“当每个孩子都
能在运动中找到自信，教育的春天就真
正到来了。”

一是优化教学方法，激发写作热
情。教师可通过创设直观情境，让学
生身临其境。教师借助多媒体工具，
播放与作文主题相关的视频、图片、
音频等资料，营造出逼真的氛围。此
外，还可以通过角色扮演、模拟场景
等方式创设情境。如组织一场“小小
拍卖会”，让学生在参与过程中体验
不同角色的心理变化，之后以“一次
难忘的拍卖会”为题进行写作，学生
便能将亲身经历与感受融入作文，使
文章更具感染力。

此外，教师可将游戏元素融入作
文教学，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
性。比如，开展“故事接龙”游戏，教
师先给出故事开头，然后让学生依次
续写，要求情节连贯且富有创意。又
如“词语大比拼”游戏，教师给出若干
词语，学生需要在规定时间内用这些
词语编一个故事。通过游戏，让学生
学会如何巧妙运用词语，丰富作文内
容，同时提高对写作的兴趣。

二是丰富教学资源，拓宽写作视
野。广泛阅读是提升写作能力的重
要途径。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年龄、阅
读水平和兴趣爱好，推荐适合的书
籍。同时，要鼓励学生开展课外阅读
活动，如建立班级图书角、组织阅读
分享会等。在阅读分享会上，学生分
享自己的读书心得与体会，进行互动
交流，为写作积累丰富的素材，激发
写作的灵感。

此外，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参加
社会实践活动，如参观博物馆、科技
馆、敬老院等，让学生在实践中增长

见识，丰富体验，为写作提供更多的
素材支撑。

三是构建激励机制，增强写作自
信。教师应摒弃单一的评价模式，构
建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包括学生自
评、互评和教师评价。学生自评能让
他们学会自我反思，发现自己的优点
与不足；互评能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
与学习，从他人的作品中获得灵感与
启发。教师评价则要注重鼓励与引
导，肯定学生的努力与进步，指出存在
的问题并提出具体的改进建议。

同时，教师应设立适当的奖励机
制，有效激发学生的写作动力。奖励
形式可以多样化，如物质奖励、精神
奖励。例如，每周评选出一篇“最佳
作文”，将其张贴在班级的“佳作展示
栏”中，并邀请作者在课堂上分享写
作思路与体会。这种方式既能让学
生获得成就感，又能为其他同学树立
榜样，激发全体学生的写作热情。

激发小学生作文兴趣是一项长
期而系统的工程，需要教师在教学
实践中不断探索与创新。通过优
化教学方法，为学生营造轻松愉悦
的写作氛围；丰富教学资源，拓宽
学生的写作视野；构建激励机制，
增强学生的写作自信，逐步培养学
生对作文的兴趣与热爱。当学生
真正爱上写作，他们便能在文字的
海洋中自由遨游，不断提升自身的
写作能力与语文综合素养，为未来
的学习与发
展 奠 定 坚实
的基础。

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敖转
优） 3月20日，开平市苍城镇中心
幼儿园内，孩子们在崭新的跑道上
奔跑，在改造后的沙水区探索自
然。这座乡镇幼儿园的焕新，是开
平市首批“城乡学前教育一体化管
理资源中心”建设的缩影。自项目
启动以来，开平市通过“五统一”管
理、专项硬件升级和城乡教研联动，
推动学前教育从“基本普及”迈向

“优质普惠”，为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提供了实践样本。

统一管理
缩小城乡幼儿园差距
“过去民办园教师培训机会少，

现在联合教研覆盖全镇，还能得到城
区骨干教师驻点指导。”苍城镇中心
幼儿园园长胡秀霞坦言。这一变化
源于教育部门推行的“五统一”机制
——统一教研、培训、管理、服务和评
价，由苍城镇中心幼儿园牵头，将镇
内公、民办园纳入一体化管理。

数据显示，项目落地后已开展联
合教研活动12次，覆盖教师超200
人次。新昌核心园等城区核心园定
期选派骨干下沉，带动乡镇园教师教
学理念更新。开平市教育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通过资源中心平台，我们
让优质管理经验和师资‘流动’起来，
缩小城乡幼儿园的差距。”

补齐短板
乡镇园升级“高配”设施
苍城镇中心幼儿园内，安吉游戏

器材、标准化跑道、沙水池等设施一
应俱全，63.23万元专项资金的投入，
使得幼儿园的户外活动区换新颜。

“硬件升级后，孩子们的游戏课程更
加丰富了，尤其是‘篮球特色’和‘侨
乡文化’课程获得家长认可。”该园教
师介绍。

这一变化并非个例。开平市以
苍城镇为试点，重点补齐乡镇园办园
条件短板，通过资源中心辐射，将城
区园的课程设计、环境创设经验同步
推广至乡镇。

成效初显
从“输血”到“造血”的跃升
“现在乡镇园也能输出经验了！”

参与教研的园长们感慨。项目通过
“1+1+N”模式（1所城区园带动1所
乡镇中心园、辐射N所村级园），推动
苍城镇提炼出可复制的管理经验，进
一步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打造开平市
城乡学前教育一体化改革标杆。例
如，东郊幼儿园借鉴“五统一”机制
后，保教质量评估得分较上年大大提
升。

“要让每个乡镇孩子都能在家门
口上好学。”开平市教育部门相关负
责人表示，通过推进资源中心建设，
有效发挥资源中心职能，健全乡镇学
前教育发展支持机制，将逐步形成幼
儿园城乡一体化管理制度，服务“百
千万工程”，加快补齐乡镇学前教育
短板，助力乡镇学前教育高质量发
展，为创建全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
探路。

据悉，开平市共有9所学校入选
2024-2028年度江门市体育传统特色
学校名单。其中，开平市第一中学以
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四大特色项
目入选，世界谭氏中学、三埠街道思始
小学以足球特色项目入选，三埠街道
春华小学以篮球特色项目入选，长沙
街道谭宏帙纪念小学以乒乓球特色项
目入选，三埠街道迳头小学、赤水镇中
心小学以排球特色项目入选，教伦中
学、三埠街道西郊小学以田径特色项
目入选。

“这份荣誉是对过往工作的认可，
更是未来前行的动力。”开平市第一中
学副校长何少华在授牌仪式上表示，
学校将依托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
四大特色项目，深化“五项工程”建设，
让体育成为学生成长的“隐形翅膀”。
而春华小学政教主任周春明则透露，
学校通过优化篮球课程、开发了“德安
小游戏”等创意活动，让课间15分钟成
为孩子们最期待的时光。

9所学校成为江门市体育传统特
色学校，更是开平市加快推动体育教
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缩影。

政策层面的突破为体育教育改革
提供了根本保障。在2025年2月，《广
东省教育厅关于保障中小学生每天综
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两小时的通
知》正式实施，江门市教育局同步发布

“体育十条”，明确提出“杜绝不出汗的
体育课”“推广咏春拳进校园”等创新
举措，为基层实践指明方向。而开平
市率先响应，将每天1节体育课、课间
15分钟制度写入校历。

“体育教育不仅能增强体质，更是
塑造人格的熔炉。”开平市教育部门相
关负责人表示，通过“阳光1小时”计
划，让每个孩子都能在运动中学会合
作与坚持。

晨光中的武术操刚柔并济，黄昏
下的篮球赛酣畅淋漓，孩子们奔跑的
身影与笑声，勾勒出教育最本真的模
样——在开平市的校园里，体育不仅
是强健体魄的工具，更成为塑造人
格、滋养生命的底色。

破题时代之问——从“小眼镜”
到“小健将”。面对青少年体质下降
的普遍焦虑，开平市以体育为支点撬
动变革：大课间活动打破“静坐式”课
堂，传统武术与现代体育项目交融，
运动场成为“第二课堂”。数据背后
是理念的转身——体育不再是被边
缘化的“副科”，而是培养“终身运动

者”的起点。当“小胖墩”在跳绳比赛
中找到自信，“小眼镜”通过户外活动
缓解视疲劳，体育的治愈力悄然显
现。

超越竞技，体育是隐形的德育
课。开平的实践揭示更深层价值：体
育场是社会的微缩剧场。团队合作
锤炼包容之心，田径赛道培养坚持之
志，胜负输赢教会从容之态。西郊小
学校长徐广齐感慨：“孩子们在跌倒
爬起中学会了‘韧性’，这比任何说教
都深刻。”这种潜移默化的品格教育，
正是体育独有的育人优势。

“让孩子笑起来”“让活动嗨起

来”作为“让开平教育强起来”五项工
程的重要环节，体育改革与其他举措
形成共振——体质提升促进学习效
率，团队运动优化社交能力，赛事活
动激活校园文化。教育者逐渐达成
共识：体育不是时间的减法，而是成
长质量的加法。

教育的终极目标，是让生命拥有
蓬勃的可能。当体育精神融入日常，
开平的孩子们正以矫健的步伐，奔向
更宽广的人生赛道。这或许正是教
育改革最动人的答案：在一招一式、
一跳一跃之间，培育完整而丰盈的
人。 敖转优

如何激发小学生写作兴趣？

作文作为小学语文教学的核心板块，对培养学生语言表达、逻

辑思维和创造力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在现实中，诸多小学
生对作文望而生畏，缺乏兴趣。如何有效激发小学生的作文兴趣，
成为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亟待攻克的难题。本人认为，激发小学
生写作兴趣的策略有如下三点。

开平市大沙镇联星小学 吴树清

为学生运动提供有力支持

今年新学期伊始，三埠街道港口小
学新建运动场正式启用，为同学们送上
了一份丰厚的“开学礼”。200米塑胶跑
道、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羽毛球场等
功能区域划分科学，设施齐全，为师生打
造了一个安全、舒适的运动健身环境。

“港口小学现有学生3030人，是开平市
在校学生人数最多的学校，此前，原有的
运动场设施陈旧，空间局促，给师生日常
教学和体育活动带来诸多不便。”该校校
长李权海回忆道。

“新运动场不仅漂亮，还为我们提供
了更多活动空间。下课时，这里充满了
欢声笑语，我和同学们可以一起跑步、打

篮球、踢足球，尽情享受运动的乐趣。”港
口小学学生池钰莹兴奋地表示，她将努
力学习，积极锻炼，争做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学生。

走进春华小学，学校因地制宜拓
展和开发活动空间，充分利用教学楼
空地和走廊过道。此外，该校还开设
了结合德育和安全教育的“德安小游
戏”、轻物投掷等趣味活动。本学期
起，该校将课间时间从10分钟延长至
15分钟，学生们跳绳、打篮球、打乒乓
球，乐在其中。学校还开发了十余种
趣味活动，让小课间变身“运动加油
站”，同时加强课间安全巡查，打造平

安和谐校园。
这样的场景，正是开平市推进“小场

地大体育”的缩影。2024年，开平市投
入396万元省级专项资金，完成6所学
校运动场升级改造，塑胶跑道、标准化球
场、智能器械区成为标配。周春明表示：

“体育设施不仅要实用，更要激发孩子们
的探索欲。”

硬件升级的背后，是教育理念的转
变。开平市教育局明确提出“盘活存量、
拓展增量”的策略：一方面通过优化校内
空间，另一方面与周边社区共建共享体
育场馆，形成“15分钟运动圈”。

在开平市金山中学体育教研室，联
合备课正在进行。该校体育教师吴景涛
正与教研组的教师们讨论学生的训练计
划。吴景涛坦言：“过去我们靠‘土办法’
教球，现在有了专业指导，课程设计更科
学了。”

师资队伍建设是体育教育的关键环
节。开平市教育局定期组织体育教师参
加专业培训、教学研讨活动，不断提升教
师的教学水平和专业素养。同时，积极
整合社会资源，引入来自体育俱乐部、专
业协会等校外机构的资深教练。

这些教练带来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
专业指导，让学生接触到更专业、多元的
体育知识和技能，极大地拓宽了学生的
体育视野，丰富了他们的体育学习体
验。体育老师张老师表示：“参加这些培
训和研讨活动，让我学到了很多新的教
学方法和理念，对教学帮助很大。现在
引入校外教练，我们能一起交流合作，为
学生提供更好的体育教育。”

广东省教育研究院体育教研员、二
级教授肖建忠教授提倡，要保障学生每
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加

强体育与健康学科教师队伍建设是重要
的一环，要不断努力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推动学校体育建设。

师资力量的提升，直接反映在教学
质量上。在2025年开平市中小学运动
操展示活动上，各小学和初中学校学生
踊跃参与，宛如一股蓬勃力量，为校园文
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学生们无论是在动
作规范、编排创新，还是服装造型、团队
协作及运动量等都表现出色。评委们纷
纷感叹：“孩子们眼睛里有了光，这就是
体育教育的力量。”

让孩子在运动中更加自信

让体育成为生命的底色

日前，开平市在三

埠街道春华小学举办

“2024-2028 年度江

门市体育传统特色学

校”（开平）授牌仪式暨

开教大讲堂专家讲座，

为9所新晋“江门市体

育传统特色学校”颁发

牌匾。

当前，在开平市，

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

校园里蔓延。从政策

顶层设计到课堂一线

实践，从硬件设施升级

到师资力量充实，开平

市以“健康第一”为核

心理念，构建起教育新

生态。这场以体育为

抓手的改革，不仅让孩

子们在运动中强健体

魄，更在汗水中绽放出

灿烂笑容，有力推动学

校体育教育事业高质

量发展，实现以体育

智、以体育心、以美育

人的教育愿景。

树立“健康第一”理念

文/图 敖转优

政策支持

硬件升级

师资充实 从“单兵作战”到“专业赋能”

生态重构

苍城镇中心幼儿园的孩子们在改造后的沙水区探索自然。

▲学生们正在进行大课间操
前的热身运动。

▶开平以体育为抓手的改革，
让孩子们在运动中强健体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