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黄 春

运动，不仅是健康的需要，也是社

会交往的需要。有条件的校园，会有

标准田径运动场，条件更好些的校园，

还会有各种各样的专门运动场馆，篮

球、羽毛球、乒乓球、排球等各种大众

化的球类运动，网球、棒球、高尔夫球

等一些小众化球类运动，以及游泳、健

身、击剑、武术、攀岩等越来越多的时

尚运动，也都有各自独立的专门场

馆。让我们的身体拥有更多的去处，

总是一件大好事。

不过我认为，中小学校园里的运动

场馆理应与专业场馆有所区别。中小

学校的体育课和体育锻炼，其课程内容

和课程目标是什么？中小学生的身体

发展、健康发展与专业运动员的身体训

练有没有不同？明白这些，就知道学校

里的体育场馆未必越专业越好，未必越

高级越好，未必非要达到比赛级才好。

我在欧洲一所学校里看到一个足

球场，也就比一块篮球场大不了多少，

铁篱笆一围，人造草一铺，两头放了个

所谓的球门，仅此而已。可是，无论是

体育课上还是课间或放学，学生在这里

挥汗踢球，有高中生有小学生，有男生

有女生，踢得开心极了。其实，这样的

场地就足够，这才是校园里足球运动应

有的样子。非要建一个标准足球场，可

能就是校园里最浪费的资源。

其实，校园里有时不必一定要一个

400米的标准田径场。让一群天真活泼

的小孩子天天绕着跑道跑步，那真是一

件非常费力且无趣的事。小孩子就应

该在草地上奔跑，在花园里的小路上奔

跑，在游戏中奔跑，在花草树木的风景

中奔跑。每一个篮球架都应该让孩子

跳起来能够得着；每一个健身器，都应

该适合小孩子的身体。孩子踢球，其实

只需要一片草坪。你若给校园一块斜

坡、一堆沙子、一池浅水，孩子就会创造

并享受无数花样的快乐玩耍。

当然，专业场馆自然有专业场馆

的价值。

每个人的身体运动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建立在自由和快乐基础上的以

游戏为主的体育活动，另一种则是建

立在规定基础上的以训练为主要方式

的体育运动。学校的体育课程应该包

括这两种方式。然而事实上，我们的

体育课往往只有活动，没有运动；只

有游戏，没有训练。我们总是在建设

场馆的时候追求专业化，追求高大

上，然后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将体育

变为游戏和活动，还有相当多的学校

根本就没有体育课。

任何运动都有其独特的运动“文

化”，这是运动样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比如穿什么衣服，选什么器具，有哪些

讲究，等等。我曾在学校里开设了一门

“斯诺克台球”课，请来了国家队退役队

员担任教练。我和教练沟通教学要求

的时候一再强调，不需要把学生教成能

将每个球都打进洞的人。这个课程的

目标是：教会学生穿着正装运动，学会

安安静静运动，学会专注于运动之中，

学会在运动中关注对手、尊重对手，学

会在运动中与人交朋友。我的一位同

事说她在日本的学校里看到的一节射

箭课上，教师教学生如何更衣，如何摆

放器具，如何行礼，如何弯弓搭箭，如何

开始又如何结束……这样的体育课，是

令人肃然起敬的。

运动的规矩，也是安放身体的一

种方式。校园里，要为孩子的身体创

造这样的安放地点、这样的场所、这样

的课程。所以，校园建设中，要为这样

的课程提供必要的设计保障。比如，

更衣室、器具室的设置和设计就要摆

在与运动场同等重要的地位来看待。

运动区域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运动器

具的专业性，运动流程的规范性，运动

防护的严密性，运动着装的舒适性，场

馆使用规矩的执行……这些比场馆本

身的高大上更重要。

人的身体在运动的过程中是美

的。这种身体的美是可以感染人的，

可以成为教育资源。所以，校园里的

运动也要努力创造条件“被看见”。

将学生的身体放在什么样的环境

中，反映出一所学校的办学目的和教

育理念。我们是否敢于让学生从教室

跑向运动场，是否能够让学生的身体

在运动场上真正得到该有的锻炼和发

展，是万分重要的。

（作者系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执行校长）

学校体育场馆未必越专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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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两点期待
□ 吴国平

青春正好，又是一年毕业季。

即将到来的高考仿佛是一张

弓，而你们恰恰是蓄势待发的箭，你

们会射向何方？落在何处？

你们一定憧憬、规划过未来人

生的图景，是追随“宇宙尽头是考公

考编”的汹涌洪流去寻求某种稳定，

还是投身“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

飞”的广阔天地去挑战更多可能？

是满足于物质欲望、世俗功利，还是

致力于心灵充实、精神丰盈？是“独

善其身”，还是“兼济天下”？

正如清华大学教授彭林所言：

“社会的发展最根本的是人自身的

发展，人要发展好了没有什么事情

做不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们

的未来是自己的未来，也是国家和

社会的未来。作为师长的我，在你

们即将离开母校之际有两点期待。

一是期待你们能以“长期主义”

的精神去创造美好人生。今年 5

月 12 日是汶川地震 15 周年纪

念日，《人民日报》、中央电

视台等各大主流媒体都报

道了灾区不少民众的15

年生活变迁，当年失去

家园、失去亲人、失去

身体某些部位的很多人，如今都拥有

了各自全新而美好的生活，令人欣慰

和感动。我们真切地看到，时间可以

疗愈很多创伤，时间也能创造很多美

好，我们可以秉持一种“长期主义”的

智慧去应对人生难题，去充实生命内

涵，去品味生活芬芳。

在“长期主义”的视角里，我们

既要着眼当下，认真踏实地走好每

一步，过好每一天，也要经常性地把

我们生活的时空拉长、拉高、拉宽，

给自己多一点耐心和专注，多一点

信念和动力，多一份好奇心和想象

力。当我们拥有了这种“长期主义”

的智慧，便更能去容纳和转化当下

的某些困苦与局限，也更能去创造

和拥抱未来的更多美好与可能。

这个春天，有 3 个人的故事让

我深有感触。第一位是 75 岁的秀

英奶奶，她 65岁才重新开始识字写

作、提笔画画，前段时间出版了第二

本个人专著《世上的果子，世上的

人》。第二位是 54岁的外卖员王计

兵，他在劳作之余坚持写诗 30 余

年，今年出版了诗集《赶时间的人》，

感动了很多人。第三位是电视剧

《狂飙》主人公高启强的扮演者张颂

文，在历经无数的挫折和长期的沉

寂后，今年厚积薄发、一炮走红。在

他们身上，我们能够看到“长期主

义”的智慧和力量。

二是期待并祝福你们能以“命

运与共”的情怀去建设美好世界。

今 年 初 ，新 一 代 人 工 智 能 产 品

ChatGPT横空出世。人类社会在不

断发展进步，变得越来越繁荣发达，

然而依然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和挑战，放眼全球，战争冲突、霸权

主义、南北差距、科技壁垒、生态危

机、经济衰退、公共卫生问题等阴云

笼罩。环视周围，因生活琐事等引

发全国人民广泛关注的新闻事件也

表明，我们这个社会还不够美好，需

要包括我们在内的每一个人付出更

多努力去加以改进完善。

我们置身同一个地球、同一个

世界、同一个时代，国与国之间、人

与人之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命运

与共、休戚相关。针对“世界怎么

了，我们怎么办”等一系列世界性问

题，我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倡导“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

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

的世界”，中国的主张和努力得到许

多国家的认同和赞誉。作为新时代

的中国公民，你们可以在实现中国

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

上大有作为，建功立业，这也是在为

建设“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

世界注入新动能、贡献新力量。

在建设美好世界的过程中，你

们需要怀有更强烈的责任心、同理

心、悲悯心，需要拥有更强劲的创造

力、领导力和行动力，需要投入更多

的勇气、智慧和心血，要敢想敢闯，

坚定执着。多次来我校讲学的施一

公院士一直主张，中国科技实现自

立自强必须往前移10年甚至20年，

面对“就凭西湖大学就想改变世界”

的质疑，他反问道：“为什么不能？

敢想才能改变世界！”美国人类学家

玛格丽特·米德也曾说过：“永远不

要怀疑一小群坚定的人能改变世

界。实际上，世界一向是由这些人

所改变的。”

我期待并相信，更多“镇中人”能

像他们那样把用“长期主义”精神去

创造美好人生与以“命运与共”情怀

去建设美好世界完美地结合起来。

（作者系浙江省宁波市镇海中

学校长）

又 是 一 年 毕 业 季 。

校长寄语中饱含对学生

的期待。

有校长期待学生带

着“长期主义”的精神与

“命运与共”的情怀去建

设美好世界；有校长希望

每一位毕业生将来都有

大的作为，这个大作为不

是赚大钱，而是作为社会

一分子，让世界变得越来

越美好；也有校长提醒，

“我”曾留下些什么？“我”

将留下点什么？愿毕业

生带着希望与思考奔向

未来……

亲爱的同学：

凤凰花落尽，便又起

离歌。此刻，当我们欢

聚一堂，就意味着你已

经结束人生中的一次

“大考”，到了挥手告别

母校的时刻。在这个颇

有些伤感又有些欢喜的

时刻，我想说，留下你

的印记，带走我的

希冀。

留 下 你

的 印 记 。 留

下你教室里

咬着笔头，

攻下一道道

难 题 的 印

记 ；留 下 你

操场上挥汗

如雨，跌倒了

又 爬 起 的 印

记；留下你办公

室怀揣忐忑，询问

老 师 模 考 成 绩 的 印

记；留下你校门口走过

红地毯，走进高考考场的

印记……因为有你，因为这

些印记，母校的校园变得更有活力、

更有生机。

带走我的希冀。这是人手一条

的蓝丝带。这条蓝丝带上写着“你

对母校来说很重要”。希望它是一

个提醒，提醒你看到自己的价值；提

醒你接受自己、关爱自己；提醒你是

可以创造不同、创造奇迹的人；提醒

你看到这世界美好、光明的一面；提

醒你愉快地生活，过好生命中的每

一天。

我的导师曾和我说，人生最大

的需要是“被需要”。社会需要你，

你就有做不完的事业；他人需要你，

你就有交不完的朋友；亲朋需要你，

你就有享不尽的欢乐。被需要，是

因为拥有独特的价值。这种价值，

可以是一种能力，可以是一种担当，

可以是一颗炽热而乐观的心。从今

往后，母校需要你用你的能力，你的

担当，你那炽热而乐观的心，去擦亮

你的前程和母校的荣光。

希君生羽翼，一化北溟鱼。同

学们，作为母校校长，我希望你们每

一位将来都有大的作为。这个大作

为不是赚大钱，而是作为社会一分

子，以众人拾柴，甚至以一己之力，

提升社会，完善社会，让我们的世界

变得越来越美好。

母校也会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上不断前行。一如既往，我们将追

求以下质量：一是学业性质量。这

里面有人们常讲的分数、成绩。一

所学校，没有分数是不行的，但仅有

分数是不够的。二是发展性质量。

我们不仅要让学生走得快，更要让

学生走得好、走得远。要给学生扣

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要培养学生

的兴趣爱好，发展学生的个性特长，

要给学生生涯规划的指导。三是生

命性质量。我们不仅要关注学生的

彼岸，更要关心学生的此岸。不仅

要放眼学生的明天，更要落脚孩子

的当下。我们要关注学生身心愉

悦、内心充实的程度。我们要让学

生在校园中健康、快乐、自信、阳光

地生活。

当然，在追寻价值和意义的路

上，我们彼此都要守住内心的宁

静。平静是成熟，冷静是沉着，文静

是优雅，恬静是舒适。而宁静则是

生活中真善美的绝佳体现。宁静不

仅是一种环境气氛，而且还是一种

理念，一种哲学，一种辨别社会行为

的坐标，一种人生选择的向导。

有一本书，名字叫《心灵的自

救：重获内心安宁与自由的生活法

则》。作者列勃曼教授在书的开篇

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年轻的时候，

他列出了自己认为生命中最美好

的事物：健康、爱情、美貌、才华、权

力、财富、名望……然而，一位年长

的智者看后对他说：“亲爱的朋友，

你漏掉了最为关键的一点。如果

缺少这一点，拥有其中的任何东西

都会变成可怕的痛苦，这就是：心

灵的宁静。”

能开一窗明，去纳千顷静。亲

爱的同学，深圳市宝安区洪浪南路7

号，宝安中学，就这么不经意地写到

你人生的履历中。希望你微笑着将

母校的蓝丝带系在手腕上，带着它，

走出校门，走向世界，走在生命灿烂

的每一天！若干年后，你有了人生

的另一半，母校欢迎你们回来拍摄

婚纱照。那时候的宝安中学，一定

会比现在更加美丽。母校的大门，

永远向你和你的家人敞开！

你们的大朋友 袁卫星

（作者系深圳市宝安中学校长、

特级教师）

你对母校来说很重要
□ 袁卫星

“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

已经飞过”。同学们，每当听到你们朗

读泰戈尔的这个名句时，我总会不由自

主地想起生活中的一些痕迹。

首先，会是老家客厅水泥地上的那

几个爪印，那是 20 年前我家小狗的杰

作。乡下养狗相当随意，也许是出于大

人想养条狗看家护院的一个闪念，也许

是出于满足孩子有个动物朋友的一个心

愿，于是立马养上一条。小狗可爱，同时

也淘气，这不，刚打上的水泥地，连我们

兄弟俩都不敢去踩，它却毫无顾忌，结果

平整的水泥地上就有了那么一串“小梅

花”。小狗后来与之前养过的许多狗一

样夭折了，于是我家再也没有养过狗，那

串凝固了的爪印成为小狗在我家生活过

的永久痕迹，每当看到它，便不得不忆起

它曾经的千般可爱与万般乖巧。

以水泥地上的爪印为引，我又会想

起不少新铺水泥路上的脚印、车轮印。

毋庸置疑，都是一些性急之人的“杰

作”。水泥路面在尚未完全硬化之前严

禁踩踏，这是个常识，我家小狗无知留

“梅花”，但作为身处文明社会中的人

类，为何也会犯这样的错误呢？于爪

印，我看到的是小狗心情的欢快，于脚

印、车轮印，我看到的却是公德素养的

缺乏，他们留下的痕迹类同，实质却完

全不同。

继而，我会想起高尔基与他儿子的

故事。高尔基在意大利的一个小岛上

休养，他的妻子带着儿子前来探望。高

尔基的儿子只有10岁，还没有镢头那么

高。来到爸爸身边以后，他顾不上休

息，一直忙着栽种各种各样的花草。假

期很快过去，他告别爸爸，要跟妈妈回

去了。不久，儿子收到了高尔基从远方

寄来的信：“你回去了，可是你栽的花留

了下来。我望着它们，心里想：我的儿

子在岛上留下了美好的东西——鲜

花。要是你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

方，留给人们的都是美好的东西，那你

的生活该多么愉快呀！那时候，你会感

到 所 有 的 人 都 需 要 你 。 你 要 知 道 ，

‘给’，永远比‘拿’愉快……”

于此，我深感在生活中留下点什么

的重要性。多种花，少栽刺。调换工作

单位，必须将办公用品上交，房间则务

必清理整洁再交钥匙。临行前，将劳作

过的菜地再翻一遍，将打理过的绿篱再

修剪一次，让后来者知道，这里曾经待

过的是一位热爱生活的人……

“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

已经飞过”，体现的自是一种精神上的

自信与洒脱。但事实上，既然飞过，多

少还是会留下点痕迹，至于留下点什

么，就因人而异了。

我曾留下些什么？我将留下点什

么？同学们，愿各位带着这两个问题上

路。今天，你以母校为荣！将来，母校

以你为荣！

（作者系湖南省浏阳市沿溪镇沿溪

完小副校长）

留下点什么
□ 王辉庆

特别策划

中小学校园里的运动场馆

理应与专业场馆有所区别。中

小学校的体育课和体育锻炼，其

课程内容和课程目标是什么？

中小学生的身体发展、健康发展

与专业运动员的身体训练有没

有不同？明白这些，就知道学校

里的体育场馆未必越专业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