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黎奥运会激战正酣，世界各国运动健儿

用各自的精彩表现，带来了无数令人震撼与感

动的瞬间。不少在荧屏前陪孩子一起观看

赛事的网友感慨：奥运是一堂难得的亲子课。

如何看待输赢？如何领悟运动的真

谛？本期教育大家谈特邀广东省特级教师、

广州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和运动训练专

业客座教授曹杰前来支招。

启示：从体育竞技中感悟人生智慧

体育赛场里，荣光不只属于胜利者。

在男子100米蛙泳决赛中，备受期待的中

国选手覃海洋虽无缘奖牌，但随即投入到后续

比赛的准备中；在女子重剑个人赛中，上届

冠军孙一文无缘十六强，“孙一文遭误判”话题

迅速发酵，她本人则表示理性看待输赢。

坦然面对输赢，也是一种“赢”。既然是比

赛，就一定会决出高下，竞技运动的吸引力与残

酷性皆在于此。奥运赛场所集结的是全世界最

顶尖的运动员，竞争必然是失之毫厘、差之千

里。而他们的“顶尖”，是一种体育技艺的完

备和卓越，更是一种竞赛心态的开放与平和。

就以孙一文为例，她在赛后接受采访时

说：“我认为最后一剑对手并没有刺中我”，一

旁观战的美国队教练也认为最后一剑应判

无效。不论是否“误判”，孙一文都能坦然面

对——“击剑对我而言，已经不仅是取得荣

耀”“不畏惧困难，不害怕失败，一直向前，一

直勇敢，一直为热爱奋斗”。尊重规则、尊重

竞技，这便是一个成熟运动员的稳重与坚定。

这些鲜活的侧面，构成了奥运会竞技之

外的魅力，也在赛场给普通人带来鼓舞。一

次比赛也好，一场人生也罢，胜负得失向来

交织相成，人人都要学会坦然面对输赢。这

是体育精神教给每个人的道理。

引导：用奥运精神鼓舞孩子

奥运的核心理念是公平公正、平等博爱

与自我超越，这些也是做人的准则。联合国

秘书长体育特别顾问、瑞士前总统奥吉有句

名言：“体育是人生最好的学校。”我们应该

将孩子送入这所学校，并告诉他们，体育竞

技不仅是要金牌，比赛更是道德的试金石，

金牌可以不要，但不能不要道德高尚和公平

规范的奥林匹克精神，不能不要尊重对手、

遵守规则、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

如果孩子性格脆弱，遇到挫折就退缩，

遭受打击就气馁，碰到阻力就打退堂鼓，这

就需要培养孩子的坚毅精神，提升孩子的意

志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胜不骄败不

馁。看运动员在场上拼搏挥洒，听他们背后

的故事，了解成功的原因，学会失意之后如

何面对，这些正是孩子们需要的正能量。

奥运赛场上有拼命三郎的不屈不挠，有

咬紧牙关的决不放弃，更有坚持到底的“冠

军”。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上，坦桑尼亚选

手艾哈瓦里在参加马拉松比赛中受伤，当他

缠着绷带、拖着流血的伤腿一瘸一拐地最后

一个跨越终点线时，全场数万观众起立，掌声

经久不息。他说：“我的祖国把我送到这里，

不是让我开始比赛，而是要我完成比赛。”

在中国军团中，乒乓球运动员马龙今年

已经35岁，参加过4届奥运会。在这名老

将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叫“毅力”。年近不

惑的他饱受伤病困扰，但仍然站在世界最高

水平的赛场上，让人赞叹。还有61岁的倪

夏莲，这已经是她的第六次奥运会。

这些运动员身上蕴含的不仅是体育精

神，更有令人震撼的“人格战斗力”，教育效

果是任何教材都难以比拟的。

生命在于运动。对于普通家庭而言，孩子

的运动习惯都应该从小培养。让孩子爱上运

动，哪怕只是每天去户外跑一跑、跳一跳，慢慢

地，孩子自然会找到兴趣所在，并坚持下去。

从赛场到带娃，竞技精神如何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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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日报讯 记者宋佳雨、吕
华锋摄影报道：7月30日下午，由

佛山市地震局和佛山市教育局联

合举办的“防震减灾从我做起，生

命安全共同守护”佛山市第三届中

小学生防震减灾科普演讲大赛线

下决赛，在佛山市图书馆举行。

决赛现场，20名中小学生分为

小学组和中学组依次登场。在5分

钟的演讲时间里，他们声情并茂讲

述生动案例，深入浅出地阐述了防

震减灾的重要性和具体措施。有

的小学生结合视频以情景表演，生

动展现地震来临时的场景；也有四

川籍学生以一口川音，讲述亲人在

汶川大地震中的救援壮举。

小学四年级学生石鑫城就

扮作骑士，拿着盾牌和长剑道

具，在台上生动科普地震灾害来

临时的防御知识。“我觉得地震

就像是一个大怪兽，会给我们造

成伤害，所以我们要在平时做好

防御，地震来了才能打败它！”

据了解，本次大赛分为线上初

赛和线下决赛两个阶段，共吸引了

来自佛山五区近千名中小学生报

名。经过激烈比拼，大赛小学组和

中学组各决出1个一等奖、2个二

等奖、3个三等奖和4个优秀奖。

获得小学组一等奖的一年级

学生李悦童开心地分享了自己的

收获，“我觉得这个比赛很有意义，

锻炼了自己，还学到了更多地震防

御知识。”家长周笑欣对比赛活动

连连点赞，活动不仅让孩子增长了

知识，自己在帮助孩子备赛的过程

中，对防震减灾有了新的认识。

佛山市地震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此次大赛不仅在佛山市中

小学生中广泛普及了防震减灾

知识，提高了他们的自我保护意

识和应对突发灾害的能力，更为

构建平安佛山、和谐佛山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全社会

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推动防

震减灾工作深入开展，形成“人

人关心防震减灾，人人参与防震

减灾”的良好氛围。

佛山日报讯 记者苏宏堃报道：近日，

2024年粤港澳青少年信息学创新大赛赛果

揭晓，南海中心小学信息学参赛团队再次脱

颖而出，一等奖获奖人数蝉联广东省榜首。

该校71人获市赛一等奖并晋级省赛，21人

获省赛一等奖。其中16人获GoC编程赛

项满分，名列全省第1名。

2024年粤港澳青少年信息学创新大赛

即原大湾区青少年信息学创新大赛，由广东

省计算机学会主办，2023年首届吸引过万

人参加。在2023年的总决赛中，南海中心

小学获省一等奖20人次，GoC编程赛项10

人满分并名列全省第1名。

“学校信息学成绩突出的背后，是多方共

同促成的。”南海中心小学总务处副主任李煜

文说，一方面，上级部门及学校的重视，为信息

学学生搭建起良好的学习平台，拓宽了信息

学学生的出路。另一方面，该校信息学建设

以小学信息技术高级教师、南海区骨干教师

梁海仪为首，通过与教师的教学教研相结合，

形成“问题即课题，教学即研究”的教学模式，

积累了不少教研成果，从而更好地促进教学。

据了解，从南海中心小学走出的信息学

学子不少在初高中仍继续坚持爱好，成绩斐

然。其中，现就读于石门中学的魏因希在今

年7月举办的“第41届全国青少年信息学

奥林匹克竞赛（NOI2024）”荣获铜牌，其曾

获“全国信息学联赛（NOIP2023）一等奖，

“亚洲与太平洋地区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APIO2024）”铜牌。

佛山日报讯 记者卢优玲报
道：7月21日，为期7天的广东省

2024年中学生排球锦标赛在中山

市第一中学体育馆落下帷幕，赛事

吸引近20支省内强队参与角逐。

顺德一中女排在决赛中以3∶0战

胜中山一中女排，成功夺冠。

比赛中，顺德一中女排一路

气势如虹、高歌猛进，以全胜战

绩横扫对手夺得冠军奖杯，这是

顺德一中女排的第13个省赛冠

军。一路走来，顺德一中女排姑

娘们凭借精湛球技、顽强斗志和

默契的配合，在赛场上展现出了

无与伦比的风采。

自从2018年成立以来，顺德

一中女排参加省赛13场，均获得

冠军。2023年，顺德一中女排代

表广东省参加首届全国学生（青

年）运动会，一举挺进全国八强，

创下广东省队在同类赛事中的

最佳成绩。今年高考，顺德一中

的张慧欣、尹慧凝、陈睿盈三名

优秀排球运动特长生，分别被华

东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华中师

范大学相关体育专业录取，实现

体育、学业“双开花”。顺德一中

女排总教练王小亮表示，看到学

生们通过排球圆梦高校，感到十

分自豪，“希望这三位同学进入

大学更加努力，为自己的人生写

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佛山日报讯 记者陈婉莹报
道：近日，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

心主办的第五届“中外人文交流

小使者”全国总展示活动在清华

大学举行。张槎中心小学民乐团

受邀参加，把激情进取又细腻委

婉的岭南文化带到全国舞台。

活动上，学校民乐团40多名

孩子演奏两首曲目。首发的民

族音乐经典曲目《龙腾虎跃》，经

过对传统曲目的创新编排，传递

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韵

味与精髓。紧接而来的是广东

音乐《走马英雄》，队员们用精湛

的技艺和真挚的情感，赢得了在

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此次是张槎中心小学民乐

团第一次参加全国总展示活动，

也是他们第一次走进清华大

学。活动不仅检验了乐团的实

力，也全面展示了乐团成员们的

艺术才华和团队合作精神，体现

了禅城“五一”特质学生的培育

成果。

张槎中心小学民乐团自

2009年成立以来，获广东省中小

学生艺术展演一、二等奖以及佛

山市粤剧节粤乐金奖。未来，学

校将继续打造经、技、书、画、狮、

武、戏、乐“八艺”特色品牌，将

“五一”特质学生培养渗透至教

育教学全过程。

南海中心小学21人获2024年粤港澳青少年信息学创新大赛一等奖

一等奖人数蝉联广东省榜首

顺德一中：

女排成立6年连拿省赛13冠

张槎中心小学：

民乐团参加中外交流全国展示

防震减灾从我做起
生命安全共同守护
佛山市中小学生防震减灾科普演讲大赛举办

近年来，网络频频出现升学“衔接攻略”，

对于初升高转换阶段，有人在暑假专门为孩

子列出了长长的培训计划，要求孩子在暑假

提前学完高一的课程，防止进入高中后掉队。

对此，陆劲彬认为，在初升高的暑假里，

做好身体和心理双重准备至关重要。但准

高中生没必要一味跟风盲目补课刷题，要养

成良好的学习习惯，通过有针对性的训练来

调整学习思维模式。

陆劲彬说，生活独立自主能力的培养，

也是初升高衔接里的必修课。特别是对于

即将升入寄宿制高中的学生来说，离开父母

的照顾，开启集体住宿生活模式，不妨在暑

假做一些生活技能的训练和生活常识的储

备，制订适合自己的作息、学习计划，试着学

会自我管理。

陆劲彬认为初高中的知识是一脉相承

的，但与初中相比，高中的学习会更注重考

查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更需要孩子具备自

主学习、自主思考的能力。初中的学习过程

就像吃“拷扁橄榄”，轻轻一咬，橄榄的果肉

和果核就分离了，这代表着初中的学习乃至

老师的教学语言都是以简明扼要为主。到

了高中，学习就像吃“奶油话梅”，果肉不再

是一咬就能轻松吃到了，需要自己慢慢品

尝。能不能提出更多的思考和问题，在这个

时候就非常关键。只会刷题却不会思考、不

会提问，对于高中学习来说就是事倍功半。

因此，暑假里，一小部分学有余力的学

生可以尝试接触和自学高中课程，但对绝大

多数学生来说，“提前学”不如“补不足”，在进

入高中前，最好是要找到自己在学习上的短

板，从而让衔接能够比较平顺地“软着陆”。

初升高怎样做好衔接？
专家：提高自学能力、调整思维模式是关键

文/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冯慧雯

相比初中，高中的教学内容在广度、深度、难度上均有所提升。广东省特级教师陆劲彬表示，提前做好初高衔接，

有利于学生更好地适应高中节奏。准高中生可以从学科适应、心理调适和职业规划三大方面做好衔接。他建议，暑

假期间，准高中生要养成并保持良好的学习习惯，通过有针对性的训练来调整学习的思维模式。

陆劲彬表示，学习环境的改变、升学压

力的增大、新高考改革的不断推进，给孩子

带来更多挑战。为此，他从学科适应、心理

调适、职业规划三方面给出建议。

首先，在学科适应方面，学生要培养形

成高中思维能力和学习方法。一是学科知

识的衔接。初高衔接关注学科知识的连贯

性和深度拓展，学生需要在初中时学好各

学科基础知识，为高中的学习做好准备。

二是学习能力的衔接。高中学习相对初中

更为复杂和深入，需要学生具备更强的学

习效率和自主学习能力。因此，初高衔接

需要注重学习方法的培养和自主学习能力

的提高。学生需要在初中时培养对学习的

兴趣和学习计划的制订能力，以便更好地

适应高中学习。

其次，在心理调适方面，学生要积极改

善入学适应阶段最常见的心理困扰，及时适

应高中生活。学习压力增大、缺乏独立思考

能力、学科评价方式变化、社交方式变化、

考试焦虑等，都是学生初升高常见的心理

困惑。这要求学校要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

教育，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并为学生

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同时还应加强

家校合作，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引导学生

健康成长。

最后，在职业规划方面，学生要敢于直

面新高考，正确认识自我，培养规划意识。

高中阶段，学生面临选科分科及自主招生、

志愿选择等难题，对其未来职业发展规划有

着重要影响。此外，学生可提前参与相关实

践活动，了解社会现状，加强自我认识，为未

来职业发展奠定基础。

注重提升能力软着陆

转学段 做好三大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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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学生石鑫城通过情景表演，科普防震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