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初中时受一位体育老师的影
响，我有了一个梦想——做一名体
育教师。

几经艰辛，我考入师范，终于可
以成为一名体育教师了！我暗暗下
定决心，要让我的学生也崇拜我，让
他们迷恋体育，用我的热情和专业
知识，让他们感受到体育的魅力，让
他们茁壮成长。

1993 年 ，现 实 给 了 我 当 头 一
棒。我被分配到乡镇下的一所村办
中学,那时农村太缺老师了，领导分
配给我的任务是主教数学，代教体
育，体育成了我的副业。我原来心
中的那份对体育的执着，被现实撞
得支离破碎，再加上艰苦的环境，我
心中充满了失落。那块坑坑洼洼的
土篮球场和两只干瘪的橡胶球，是
学校体育器材整个的家当，让我这
个梦想大展身手的体育教师，立刻
感到毫无用武之地，我一度无法面
对现实，失落到没有前行的勇气。

然而，恩师伟岸的身影始终在
我头脑中涌现，开学后孩子们那一
双双热切的眼神，那种渴求更是点
燃了我内心的激情。我不能辜负我
的职业，在努力教好数学的同时，对
于体育教学，我也不安于现状，想尽
办法，自制器材，引导学生积极参与
运动。田埂上是我们奔跑的身影，
收割好的田地里是我们足球的赛
场，干瘪的篮球修好充满气，在土篮
球场的灰尘中欢快地跳跃！渐渐

地，原本死气沉沉的学校焕发出了
生机，学校洋溢出惊人的活力，学生
的各科成绩都有了喜人的进步！

如今，那段时光虽已远去，但在
我的记忆中依然清晰而美好。因为
每一节课，我都全力以赴，用汗水和
努力诠释着体育精神。这段经历让
我明白，困境中也能孕育出希望与活
力，我会永远珍惜那段宝贵的经历。

1995 年，我调到了乡镇中学。
新环境里，体育设施和器材都有了
很大改善。然而，在这随后的十五
年中，我却似乎迷失了自我。

我虽然还担任体育课，但就像
离开了体育教学的一线，先后担任
食堂会计、班主任和年级主任的工
作，特别是十四年的班主任工作，几
乎耗尽了我的全部精力，对体育的责
任和追求，只是存在于我的内心了，
好像只有我才知道我还是一名体育
老师。尽管如此，我并没放弃对体育
教学的钻研，只要有时间就认真地去
研究教材，没公开课听，就在网上观
摩体育公开课视频，努力提升我的体
育专业素养。机会始终留给有准备
的人。2005 年，作为农村中学的我，
单枪匹马去县城参加体育优质课比
赛。与我竞争的对手皆是团队作
战，县城的两所学校，更是从校长
到同组教师全员上阵。而就在这
明显处于劣势的较量中，我获得了
一等奖，这在当时的农村中学，可谓
是一鸣惊人。我依然记得，我们的

校长很高兴，在学校门口张贴了“热
烈祝贺朱迎春老师在县体育与健康
优质课比赛中获一等奖”的喜报。
这张喜报贴了好长时间，校长说太
难得了！

虽然我获得了大奖，可一点儿也
不能改变体育课堂的现状，我是班主
任又是年级主任，升学的压力让我不
敢对中考科目有任何懈怠。我心里
的那份对体育教学的火热，被现实
压制得只能在心里偶尔掀起一丝涟
漪。虽然我的班级屡创佳绩，中考
成绩可谓辉煌，但我高兴不起来，总
是在不断质疑自己：“这还是我吗？
我曾经热爱的体育事业去了哪里？
我的初心和责任是否还存在？”

或许，是时候重新找回我的初
心、重新做一回我自己了，我常常这
样想。

2010 年，我有机会调到城区一
所高中，我毅然决然放弃了原先的

“仕途”和学校的挽留。因为我要做
回我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的体育老
师，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最爱。

来到新学校，由于师资短缺，我
的课安排得比较多。虽然一开始上
课累得让我腰都直不起来，每天都
疲惫不堪，但我明显感觉到自己是
快乐的，那种前所未有的充实感，洗
涤了我一身的疲惫。我每天都斗志
昂扬、精神焕发，全身心投入体育教
学中。

我喜欢与学生在学习中共同成

长，每当学生有所收获，我的幸福感
也油然而生。在新学校至今已经十
四年有余了，我从没停止在体育教学
中前进的脚步。当学校篮球队缺教
练时，我勇敢顶上，带领学生们勤奋
苦练，为学校取得了一个个优异的成
绩；当学校武术队表演没人带时，我
说我来试试，每次展演都获得好评。
我带的体育高考队，所有学生体育成
绩都达到了本科。我的优质课在市
级比赛中获得一等奖第一名，并代表
市参加了省级比赛。我静下心来钻
研体育教学，一篇篇文章在省级刊物
发表，我把自己在体育方面的才华发
挥得淋漓尽致，在本该属于自己的舞
台上尽情挥洒。由于我的努力和进
取，2019年我还被评为区优秀共产党
员，多次被评为市、区优秀教练员。

今年我已经五十六岁了，我的
学校体育人生即将谢幕，但我非常
珍惜现在的每一刻。我依然活跃在
教学一线，与年轻教师共同探讨教
学方法，与学生一起学习成长。

我的体育课堂依然洋溢着青春
的气息，我带的运动队不断超越，屡
创佳绩。我与一群有着共同志趣的
人一起，做着我最热爱的工作，我太
幸福了！

我的体育梦，或许没有多少精
彩，但我总觉得无比充实。我愿意
继续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为孩子
们的健康成长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的体育人生，让我无怨无悔！
我的体育梦，让我的人生更精彩！

（本文获特等奖）

我的体育梦
朱迎春 江苏省姜堰第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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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想不到我第一次到村小
报到，见到游校长时他说的话。第
一句是“把这儿当家里一样”，第二
句是“你先自己转转，我还有两担肥
料挑一下，等会儿再来。”第一句“当
家里一样”很正常，作为远离乡镇的
偏远村小，这里有着农家的真情和
质朴。但第二句“挑肥料”把我愣住
了，“校长挑肥料”这是做什么？

我带着好奇心沿着一排低矮的
五架梁教室走着，门前的走廊上挂
着不少有关教育的名人名言，诸如

“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老师
必须具有健康的体魄、农人的身手、
科学的头脑”……这些名句都来自
同一个人——陶行知。正读着，游
校长挑着肥料，哼着号子，从我身旁
经过。颤巍的扁担，细碎的小步，压
弯了的腰，那一幕，二十年过去了，
就像用刀刻在我脑海当中一样，无
法磨灭。

学校旁边有一大片自留地，是
游校长从村里要过来的，他最常挂
在嘴边的话就是“劳动即生活，生活
即 教 育 ”“ 把 课 堂 搬 到 教 室 外 面

去”。在他的带动下，我们和孩子们
一起插秧苗，搭瓜棚，掰玉米，种蘑
菇，养蜂抓蚕……可在旁人眼中看
起来玩疯了的村小学生，每次考试
都排在全镇前列，这在许多人眼里
是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大多人
都知道这所学校办学条件落后，老
师基本上都是老民办老师转正的。
曾经有一次县里组织人来视导，听
了部分老师的课。据事后听课的人
介绍，音乐老师走进课堂没有练声，
没有讲乐理，一上台就领着孩子扯
着嗓子唱歌；美术老师让孩子们画
自行车，不教观察，不带模型，直接
将一辆二八自行车搁到讲台上，惊
得听课的人直呼“蛮子”。

事后有人将这些故事当笑话去
讲，这些笑话传得很远，整个镇子都
知道；传得很久，直到现在还有人
说。但就是这帮有着泥腿子气质的

老师，恪守着求真爱生的信条，硬是
创造了超越中心校，甚至城区学校
的业绩，于是笑话就又反转成传奇。

后来随着生源锐减，村小退出
了历史舞台。

还记得撤并前半年的情景，尽
管所有的老师都知道学校马上将不
复存在了，但是每个人仍然坚持上
好每一节课，改好每一本作业。这种
精神后来被人提炼为村小精神——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对学
生负责，做良心老师。在“村小精
神”的支撑下，尽管濒临谢幕，整个
学校在区调研测试中依然取得了好
成绩。也就在那年，我参加进城考
试离开了这所学校。

后来听说村小的土地转让了，
我特意去了一趟，想再和学校合个
影。到了那里，当初低矮的五架梁
已经变成了高大的蓝棚厂房，院墙

外面盛开着一圈白色的蔷薇花。
村小存在的物证彻底不见了，

就连游校长也在去年光荣退休了，
于是有人说“村小精神”消失了！

我很想说，“村小精神”没有消
失！“村小精神”也不可能消失！从
生活中来，到教育中去，求真爱生，
把全部身心献给孩子，献给教育，这
不正是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劳
模精神的体现吗！相信从这所村小
走出去的老师，一定会坚守内心的
教育情怀，把这种精神一直传承下
去，继续以陶行知先生为楷模，学为
人师，行为世范！

（本文获一等奖）

永不消失的村小精神
邓斌 白米中心小学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
学做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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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奇 通讯
员 钱佳俊）11 月 12 日，2024 年
泰州市暨姜堰区全民终身学习活
动周开幕式在区文体中心举行，
泰州市教育局副局长李新荣，区
人民政府副区长陆锋，泰州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杨爱华，区
委教育工委书记、区教育局局长
申海峰，天目山街道办事处主任
王耀明，泰州市教育局职能处室
负责人，各市（区）教育局分管负
责人、职能科室负责人、社区教育
中心代表，区开放大学主要负责
人、老干部大学主要负责人，各镇
（街）分管负责人，社区教育中心
负责人，社区教育优秀工作者、志
愿者，百姓学习之星及市民、学生
代表参加活动。

李新荣发表讲话并宣布活动
周启幕。她指出，要加强党委政
府领导，在构建全民终身学习教
育体系上求突破。加强部门间沟
通协调，形成终身学习推进机制，

调动全民终身学习的积极性，在
全市形成读书学习蔚然成风的生
动局面。要加强社区教育内涵发
展，在提升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
水平上求突破。关注不同人群的
不同需求，组织各类教育培训和
学习活动，推出一批终身教育品
牌，推进社会教育高质量发展。
要加强数字化建设，在推进社区
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上求突破。
主动适应信息化对终身学习带来
的变革和影响，提高全体市民的
信息化素养，努力实现“互联网+
终身学习”的美好愿景。

陆锋致辞。他指出，今年是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
落实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
社会、学习型大国要求，深入推进
终身学习的重要一年。近年来，
我区锚定“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
教育体系”发展目标，以学习型组
织创建和社区教育品牌打造为抓
手，不断优化社区教育管理运行

机制，以丰富多彩的活动为载体，
推动全民终身学习走深走实。他
表示，我区将继续坚持教育优先
发展战略地位不动摇，深化教育
改革与发展，加强终身学习体系建
设，加大终身学习宣传和推广力
度，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以更加
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举措、更
加有力的保障推动全民终身学习
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
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旨在进一
步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营造“人
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良
好氛围。活动共分为“快乐学”“全
民学”“终身学”三个篇章。活动由
泰州市教育局、姜堰区人民政府
主办，姜堰区教育局、姜堰区天目
山街道办事处承办，姜堰区天目山
街道社区教育中心协办。活动还
设置了书画作品展示区、非遗传
承区，直观展现了姜堰区社区教
育成果和特色项目活动。

快乐学 全民学 终身学

2024年泰州市暨姜堰区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开幕

11 月 11 日，区少工委联合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北街南校
区共同开展“走进‘电’世界 探寻‘电’奥秘”红领巾寻访活
动，让队员们多方位了解电力科技的奥秘，深刻体会电力工
作者的智慧与担当。图为电表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为队员们
讲解相关知识。 郁金香 摄

本报讯（通讯员 邓斌）近日，区凤
凰园小学举行整本书阅读优美语句积累
擂台赛。本次擂台赛的内容为整本书阅
读之《夏洛的网》优美语句积累，参赛对
象为四至六年级全体学生。

前期，该校在各年级组举行擂台赛，
将本年级得分排名前 5 位的同学确定为
校级决赛选手，15 名选手将在第一轮的
比赛中按照得分高低确定擂台编号。

本次比赛要求每位选手背诵自己积
累的优美语句，并简要说明积累此句的
缘由。评委根据背诵量的多少、选择的
理由、背诵的流畅程度等进行综合评价，
给出个人得分。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六（9）班吴悦
佳以选得最好、背得最多的优势成为本
期擂主，五（2）班陆锦轩等 29 位同学获得
本次擂台赛一等奖。

凤凰园小学整本书阅读
优美语句积累擂台赛收官

白米中心小学举行“童画德育”跨学科研讨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杨小林）

11月14日，省级内涵建设项目“童
画德育”暨小学道德与法治跨学
科教学研讨活动在白米小学举
行，项目组全体成员、区各小学道
德与法治任课教师以及区小学美
术名师工作室核心成员参加活动。

首先由白米中心小学校长
潘兆良、兴泰中心小学教师王慧
分别为大家执教《童画这些事我
来做》和《童画父母有多爱我》。

随后，潘兆良对省级专项课题
《基于童画表征的儿童精神成长
指导研究》项目建设的相关情况
作专题汇报。

接着，省姜堰二中教师徐祝
瑾、张甸小学教师陈强分别作

《德育美育的有机融合 提升思
政教育的实效性》《小学道徳与
法治跨学科主题学习的实践探
索》专题讲座。

最后，区教师发展中心教研

部道徳与法治教研员陈卫华作
《以美育为媒介提升学生道德品
质的做法与启示》专题讲座。他
指出，坚持学科本位，探寻跨学
科联结点，能发挥育人最大效
能，这是跨学科学习的关键。美
术融入思政课程路径非常重要，
绘 本 创 作 能 有 效 促 进 道 德 提
升。他强调，知行合一是德育的
落脚点，基于问题、创设情境是
跨学科学习的抓手。

本报讯（通讯员 张丽华 魏紫凌）近
日，区教育局召开“三比三提”行动推进会，
聚焦“项目课程”举行开放研讨活动，全区
幼儿园园长、骨干教师近150人参加活动。

首先，与会人员集中观摩了城西实验
幼儿园户外活动课程，随后，该园教师沐
艳带领孩子们进行户外泥潭区游戏的反
思交流。城西幼儿园骨干教师进行了游
戏课程的“微教研”分享。

接着，城西幼儿园、实验幼儿园、南苑
幼儿园分别以《探“野趣”游戏、促“野蛮”生
长》《一条大河》《竹林里的课堂》为题从项
目缘起、项目开展、项目展望等层面，各自
交流了“微课程”项目建设经验。区教育局
普教科王小波作以《生活 生命 生长——
生发幼儿园课程的在地感》为题的“微讲座”。

江苏省特级教师黄翠萍对开放研讨
活动给予高度赞扬和肯定，认为项目课程
分享和研讨都展现了学前教育的美好样
态，她强调要把儿童视角、儿童本位真正
落到实处，重点阐述了项目课程的基础结
构，提出在实施过程中，计划要能体现孩
子的思维进阶，内容要来自生活中的真问
题，评价要采用鲜明的儿童视角。

最后，区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沈小军
勉励大家要“在课程赛道上铆劲奔跑”，要
铆足干劲、修好干道，先做课程开发“跟跑
者”，定好标杆、跟有方向，定好标识、跟有
特色，定好标准、跟有成效；要铆足恒劲、
跑好直道，再做课程开发“并跑者”，变“单
打独斗”为“联合作战”，变“点上发力”为

“面上开花”，变“量的提升”为“质的跃
升”；要铆足拼劲、超好弯道，争做课程开
发“领跑者”，处理好“定力和动力”的关
系，处理好“带头和带动”的关系，处理好

“长效和实效”的关系，携手跑出风采、跑
出风格，跑出学前教育的最美风景！

区教育局召开
“三比三提”行动推进会

本报讯（通讯员 严卫斌 汤
月慧）近日，东桥小学教育集团巴
黎城校区举办“科学理想浩瀚，创
新之星璀璨”科技作品展。参赛科
技作品来自各班初选产生的优秀
作品，评委由学生及家长代表组成。

活动中，优秀作品选手边讲
解边演示自己的作品，评委们聆
听着，不时伸出大拇指并给选手
送去一个“赞”。最后学校根据点
赞情况评选出彭睿哲等 10 名“东
黎创新之星”。参与活动的家长
希望学校多举办类似的活动，让
更多的学生参与。

东桥小学巴黎城校区
举办学生科技作品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