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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文姣
通 讯 员 赵克勤

7月19日，在河南省2023年校园足球“省长杯”
比赛闭幕式上，大赛组委会宣布，2024年河南省校园
足球“省长杯”比赛将在我市举行。

近年来，市教育局把发展校园足球作为深化学校体
育工作、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抓手，深化校园足球
改革，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有力推动了素质教育向纵
深发展。2021年，我市被评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改
革试验区。2023年11月，我市在全省校园足球工作推
进会上代表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做典型发
言。目前，全市共有193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6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幼儿园，1个全国青
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县。

2008年，我市成立了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把
临颍县作为校园足球试点县。2015年以来，我市相继
出台了多项发展校园足球的政策性文件，各县区、校园
足球特色学校也分别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形成了职
责分明、上下联动、管理有序的运行机制。

我市把青少年校园足球专项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在
市级教育附加、体彩公益金中划拨出一部分资金支持校

园足球发展，用于校园足球比赛活动和校园足球基础设
施建设。截至目前，我市累计投入资金5800多万元，
新建、改建13块11人制足球场、23块8人制足球场、
126块5人制足球场。同时，市政府新建了63块社会足
球场地，极大地便利了中小学生的课外活动开展和业余
训练。

我市积极创新全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体系和竞赛
机制，做到以教促学、以学促普及、以训练促提高、以
竞赛促发展，为全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提供机制保
障。

建立足球教师培训机制。我市高度重视足球指导教
师培训，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的办法，每年
暑假抽出两个星期的时间对校园足球指导教师进行强化
培训，选拔优秀指导教师参加教育部、省校足办组织的
校园足球师资专项培训活动，不断学习新的足球理念和
知识。目前，我市已培养出专职足球指导教师376名，
其中48名具有亚足联认定的足球教练员资格，初步建成
了一支满足校园足球教学、训练需要的教师队伍。

健全校园足球教学体系。在开足上好体育课的同
时，市教育局组织全市中小学校每周开设1至2节足球
课，提高足球教学质量和水平；着力完善课余训练体

系，设立足球实验班，探索建立足球实验学校。大力实
施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培养工程：一是择优选才，拓宽
升学渠道。热爱足球、技战术能力强、意志品质好、综
合素质高的小学生在升入初中时，可以根据学生和家长
意愿，选择到足球场地好、指导教师水平高的学校就
读；在学生初中升高中时，列出足球项目特长生招生计
划，为喜爱足球的学生提供发展机会。二是鼓励运动员
参加比赛。积极为足球运动员提供各种机会和平台，让
有潜力的学生参加各级足球比赛，不断提高他们的足球
技术水平。

完善校园足球竞赛体系。我市建立了完善的校园足
球竞赛制度，形成了“校长杯”“县（区）长杯”“市长
杯”三重竞赛体系。在2023年漯河市第八届“市长
杯”校园足球联赛上，有156支队伍2500余名运动员
参赛。在开展各级各类足球比赛中，始终坚持比赛场
地、器材设备、参赛人员、竞赛组织标准化建设，确
保比赛公平、公正，以规范化、标准化竞赛制度促进
校园足球健康发展。目前，我市共有足球训练队456
支，经常参加足球课余训练的中小学生人数已达7000
多人，累计向各级足球专业机构输送优秀运动员300
多名。

深化校园足球改革 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为做好一年级入学适应期教学，《义务教育数学课
程标准》指出：“小学数学课程要对教材及内容进行
有效整合。”一年级数学教学将幼儿园已学过的知
识、小学一年级数学教材单元间和单元内的教学内容
进行有效整合，让数学学习变得有序、有趣、有用。
在教学实践中，我深入细致地对一年级数学课程进行
了学科间的融合探究，有以下几点感触与大家分享：

与信息技术融合，凸显数学魅力

信息技术可以将图片、文字、声音和动画组合在一
起，让抽象的数学问题变得直观形象，增强课堂趣味
性，提高教学效率，还能快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
他们的积极性。例如：一年级上册中“认识钟表”一
课，教材提供了学生熟悉的生活背景素材。为了激发他
们的好奇心，在教学中，我用事先准备好的多媒体课
件，采用情境教学法，将教材中设计的“小红起床”

“小明的一天”“快乐的周末”等多个生活情境整合在一
起，让学生感受到数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体会珍惜时
间的重要性。

另外，我借助动画、视频、交互工具等，为信息化
教学提供直观素材和数学探究环境。例如，将部分课后
习题以涂色、拖拽等方式进行交互式处理或适当拓展，
为学生提供自我反思与即时评价的机会，使其获得学习
数学的良好体验、增强学好数学的信心。

与德育知识融合，培养学生情感

德育是指在教育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
数学教学是学校教育中的重要学科之一，也更加注重学

生的综合素质和全面发展。因此，德育与数学教学的融
合成为当前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

小学数学教材里面渗透着丰富的思想品德教育内
容。例如：一年级学生入学的第一节数学课“数一数”
中，教材提供了“美丽的校园”情境图。我将教材情境
图与思想品德学科融合，对学生进行了入学教育，让学
生发现数学与生活的联系，逐步加深学生对数学的喜
爱、对生活的热爱。师：“同学们，我们的校园美吗？”
生：“美！”师：“踏进这么美丽的校园，你们就成为一
名光荣的小学生了，我们一定要遵守小学生行为规范，
按时作息、尊敬师长、友爱同学、专心听讲、热爱科
学、锻炼身体。作为学校的一分子，同学们一定要好好
爱护我们的校园，争当一名优秀的小学生！”

与艺术体验融合，提升审美能力

数学以其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被人们所欣
赏，却很少有人把它与美学、艺术联系起来。我国著名
数学家华罗庚说过：“就数学本身而言，是壮丽多彩、
千姿百态、引人入胜的……认为数学枯燥乏味的人，只
是看到了数学的严谨性，而没有体会出数学的内在
美。”教学中，我充分抓住教材中的融合点，通过观
察、操作、表演等形式，让学生在掌握数学知识的基
础上，进一步了解数学为艺术提供的强大支撑。例
如：在一年级下册“找规律”的课后练习中，为让学
生感受数学的美，我将这部分练习与音乐、美术学科
整合在一起，创造出综合性更强的练习环节，并用闯
关游戏串联起来。第一关：观察、思维能力训练（练
习十九的第1题、第2题）；第二关：操作、合作能力
训练，带领学生利用学具袋里两种颜色的珠子、小棒

创造规律，或用肢体创造规律 （可以拍手、跺脚
等）；第三关：找生活中的规律、找身边物品摆放的
规律；第四关：用彩笔按一定的规律把贺卡上面的12
颗星星涂色，完成后将贺卡送给自己的妈妈，祝妈妈
母亲节快乐。

与大单元教学融合，构建知识结构

大单元教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融入了新的课程理念
和教学策略。教学中，我也尝试采用大单元整体设计教
学，通过教材的横向及纵向的对比、梳理，将碎片化的
知识系统化、逻辑化、结构化，让学生形成系统的知识
体系。例如一年级下册第一单元共安排了6节课来学习
十几减几的退位减法。十几减九作为“种子课”，既是
学生学习退位减法的起始课，又是学习退位减法计算的
基础课。通过分析研究教材，我将第二单元知识进行整
合，以十几减九的退位减法统领整个单元教学。先重点
讲解十几减九，让学生理解破十法等方法的算理和算
法。对于一年级的学生来说，算法容易模仿，但算理难
以理解。因此，我借助实物、小棒、计数器等，向学生
渗透借一当十的位值概念，同时让运算过程可视化。再
在后面的十几减八、减七、减六等计算中加以巩固和优
化，最后在解决问题中让学生熟练运用二十以内的退位
减法。这样的教学改进让学习活动有趣又高效，还能促
进学生思维发展。

一年级适应期，学生已经掌握了大部分知识，但是
算理理解不够透彻。教师可通过合理整合数学教学内
容、融合多学科内容，让学生对数学学习更感兴趣，提
高学生学习效率，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

漯河育才学校 常金洁

一年级适应期数学课程融合探究

近年来，郾城区向阳小学扎实
开展形式多样的大课间活动，持续
落实“双减”政策，全面推进“五
育”并举教育方针，增强学生体
质。

每天上午和下午第二节下课，
全校师生就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操
场，进行队列队形展示、舞功夫
扇、打心意六合拳。伴随着时而舒
缓时而激昂的音乐节拍，师生们伸
臂、出拳、立掌、转身、踢腿、跳
跃，以饱满的热情在运动中成长、
在成长中运动，展示出新时代小学
生的风采。

据了解，“双减”政策实施以

来，向阳小学多措并举、积极作
为，以扎实有效的行动推动“双
减”政策落地见效。学校合理安排
阳光体育大课间的计划和内容，晴
天以队列队形、功夫扇、中华武术
练习等室外活动为主，阴雨天气时
开展室内韵律操、手势舞、课桌舞
等，积极推动阳光体育活动常态
化、规范化、多样化。

近年来，向阳小学先后获得了
“河南省一校一品特色学校”“河南
省武术特色学校”“河南省书法实
验学校”等荣誉称号，还多次被评
为市级、区级教育教学先进单位。

杨晓娜 惠丽丽

郾城区向阳小学

扎实开展阳光大课间活动

■太行山路小学三（9）班
钮骏豪

盼星星，盼月亮，期待已久的
食尚年华一日研学活动终于到来
了。

早上，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
来到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排好队
后，到校门口坐大巴出发。大巴载
着我们一路飞驰。天上的白云像脱
缰的野马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奔
跑、跳跃……在车上，我们分享零
食、谈天说地。很快就到了研学地
点——临颍食尚年华田园综合体。

下车后，一座座造型别致的建
筑吸引了我们的眼球。检完票后，
老师带我们到了玩耍的地方。在这
里，我们把所有的娱乐项目都玩了
一遍，真是太尽兴了！

很快到了午饭时间，我们来到
饭店，看到餐桌上摆满了各种美味
的饭菜，馋得直流口水。我们按照
老师分好的座位迫不及待地坐了下
来，一起背了《悯农》后便津津有

味地吃了起来。
吃完午饭休息了一会儿，我们

又来到了“花世界”。这里繁花似
锦，各种美丽的花朵竞相开放、争
奇斗艳：红的似火，黄的赛金，白
的如雪，粉的若霞……一朵朵、一
片片、一簇簇，让人眼花缭乱，目
不暇接，真是一幅美轮美奂的画卷
啊！

参观了“花世界”以后，我们
接着去红薯园里挖红薯。我和另外
两个小伙伴很快就找到了挖红薯的
诀窍。我们齐心协力挖了十几个红
薯，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看
着我们的劳动成果，我明白了做什
么事都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也体
会到了农民的辛苦和粮食的来之不
易。

研学之旅结束了，我们仍觉得
意犹未尽。古人云：“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这次研学活动是我成
长道路上一次难忘的回忆。

指导老师：王珍珠

一次难忘的研学旅行

常说“我们试试”，给孩子机
会做一些事，哪怕会出错会闯祸。

孩子非要自己倒米时，我也万
万没想到他会撒得满地都是；孩子
非要刷碗时，我对于刷碗能把衣服
弄湿半截这种情况，也是缺乏想象
力的。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一开始
要做什么事，是很难一次就做好
的，指望一次就学会不现实，指望
实践一次就高枕无忧，那也是高兴
得有点早——一定要多多练习。反
复积累经验的过程才是学习的过
程。我们要常对孩子说“我们试
试”“你来试试看”，尤其是孩子有
尝试的意愿时，千万别错过。即便
要无数次收拾烂摊子，也要给孩子
机会去尝试。

常说“你可以自己决定”，给
孩子自主选择的机会。

让孩子自己去选择穿什么衣
服、晚饭吃什么、买什么样的文
具、放学先玩还是先写作业……不
要害怕孩子会把事情搞砸。对于每
个人来说，会选择，并为自己的选
择承担责任是一项很重要的能力。
适当放权以示尊重，要让孩子有自
己做主的经历，积累经验。无关紧
要的事，让他们自己做主。应该做
可孩子不愿意做的事情，给出选
项，让孩子有选择的权力。必须做

的事情，要一起商量，让孩子提出
意见，切忌“一言堂”。有了这些
经历和体验，孩子会更有主见，考
虑事情会更加全面，思想也更加独
立。

常说“你进步了”“你完全能
做到”，为孩子积累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是
否有能力完成某一行为所进行的推
测与判断。评估的结果将直接影响
一个人的行为动机。

如果孩子自我评估是积极状
态，那就有更大的内驱力，他可以
持久地做好这件事；如果孩子自我
评估是消极状态，结果大概率是不
能坚持到底。家长常说“你进步
了”“你完全能做到”，看到孩子积
极的一面，鼓励孩子直面困难，并
迎难而上，去突破、去积累自信，
这样正面的认可比批评和打击更容
易唤醒孩子的内驱力。这才是孩子
独立和主动的开始。 据深度育儿

让孩子越来越独立

■郾城区实验小学三（6）班
杨煜奇

我养了一只可爱的小仓鼠。
小仓鼠有着一双像黑豆一样的

小眼睛，一条又短又小的尾巴，一
身白白的毛还带着一点灰色，毛茸
茸的，再加上它小巧的耳朵，模样
可爱极了！

小仓鼠十分贪吃，最喜欢吃瓜
子了。有一次我放学回家，看到它
瞪圆了眼睛看着我，还“吱吱”地
叫个不停，好像在喊：“还不赶快
给我吃的，我快饿晕了！”我连忙
给它了几粒瓜子，它立即乖巧地吃
了起来。

小仓鼠吃瓜子时，会用它那两
颗小小的牙齿把瓜子壳咬开，然后

再吃里面的瓜子仁儿。瓜子吃完
了，它还用那乌黑的眼睛看我，好
像在说：“可爱的小主人，能不能
再给我一点儿呀！”看它可怜的模
样，我只好又给它添一些瓜子。真
是只贪吃的仓鼠呀。

每次吃完饭后，它都要运动一
下，还会给我表演“杂技”——爬
笼子、跑跑轮……

小仓鼠喜欢睡觉，每天吃饱喝
足了，它就缩在木屑里呼呼大睡，
睡得可香了。它还喜欢在木屑里面
挖“隧道”，在里面藏食物，或是
睡觉。

这就是我的小仓鼠，一只好吃
懒做又可爱调皮的小仓鼠，我非常
喜欢它！ 指导老师:赵灵歌

可爱的小仓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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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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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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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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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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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教
育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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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
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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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开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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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
观
摩
评

比
活
动
。

胡

冬

摄

■邢志涛
新的学期开始了。我走进教

室，看到学生兴奋地聊着天，笑声
充满了整个教室。然而，在一个角
落里，有一名女生独自坐着，她像
一颗孤独的星星，闪烁在自己的世
界里。她，就是小月（化名）。

小月是我们班的一名特殊学
生。她从小就患有自闭症，常常无
法理解他人的情感，也无法表达自
己的需求。她很少与人交流，甚至
在课堂上也很少回答问题。但我坚
信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心灵秘境，
只要我们用心去探寻，总会找到通
向他们心灵世界的桥梁。

我开始阅读与自闭症有关的书
籍，参加相关的教育培训，并和专
业的心理咨询师进行交流。我利用
课余时间与她交流，试图了解她的
内心世界。起初，她对我有些冷
漠，总是用那种独特的眼神看着
我，仿佛在对我说：“你不懂我。”
然而，我并没有放弃。我相信，只
要我用心倾听、用爱陪伴，总有一
天她会向我敞开心扉。我慢慢地了
解了她的世界，知道了她需要什
么以及如何帮助她。我也和班里的
学生进行了沟通，让他们了解小月
的情况，并鼓励他们与她一起玩
耍。

在课堂上，我特别为小月设计
了一些活动，让她融入课堂中。有
时候，我们会一起做手工，有时候

会一起唱歌。我发现小月在画画方
面很有天赋，就鼓励她多画，并在
课堂上展示她的作品。

除了关注小月的学习外，我还
关心她的生活。我时常与小月的家
长沟通交流，了解她在家庭中的表
现和生活状况。通过与家长的密切
合作，我为小月制订了有针对性的
教育计划，帮助她更好地适应学校
生活和社会环境。

在我的关爱和引导下，小月渐
渐地融入了我们的班集体。虽然她
进步得很慢，但她每天都在努力地
学习、尝试和理解。她的绘画技
巧越来越高，笑容也越来越多。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深深地感
受到了教育的力量。教育不仅是传
授知识的路径，还是引导学生成长
的重要工具。每个学生都有独特的
潜力和价值，只要我们用心关爱他
们，用正确的方式引导他们，他们
都能成为独一无二的个体。

小月的成长之路还很长，我相
信她会继续在我们的关爱和引导下
成长。

每个学生都是一颗独特的种
子，每个教育工作者都是辛勤的园
丁。在教育的世界里，让我们用爱
去灌溉每颗种子，让他们在阳光下
茁壮成长吧！我相信，只要我们用
心关爱他们，用爱去引导他们成
长，他们就能拥有一个充满希望的
未来。

用爱点亮学生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