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 技 赋 能

从“汗水运动”到“智慧健康”

在成都，体育锻炼早已突破传统模
式、插上了数字化的翅膀。

新川科技园小学的学生可以通过智能
柜自助取用体育器材，后台系统实时统计
使用频次，记录学生运动偏好及时长；紫藤
北区小学的孩子们佩戴智能手环，心率、步
数、卡路里消耗等数据同步至家长手机，AI
算法据此生成“每日运动处方”，让锻炼更
科学；玉林附小借助“数字孪生系统”动态
采集学生体质数据、智能生成“学情画像”、
推送个性化训练方案、精准提升运动能力。

“基于大数据的个性化运动处方让家
长能更好地参与其中。”家长为学校的科
技创新手段纷纷点赞。

文 化 破 圈

当传统非遗遇上现代体育

成都的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上，更在
于文化基因的深植。

天府新区实验小学通过“民族民间游
戏”推动非遗与体育融合，让学生体验投
壶、跳格子等传统项目，让学生在竞技中
感悟传统文化智慧；天府十小以“体育+”
模式深化非遗传承：校园体育节中融入中
华传统文化非遗元素，如将武术操与川剧

脸谱彩绘结合；亲子锻炼环节设计居家游
戏创编比赛，鼓励家庭共同挖掘传统体育
项目的现代活力。玉林附小将非遗与体
育结合，让传统文化在运动中焕发新生
——川剧脸谱彩绘结合武术操，孩子们在
运动中感受到了文化魅力。

“原来体育课还能这么‘穿越’，感觉
像是在游戏里锻炼！”同学们纷纷表示。

空 间 优 化

让运动场景无处不在

在成都市教科院附校，教学楼屋顶在

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被改造成“天空运动
场”；双林小学御风分校的走廊转角处，迷
你篮球架和乒乓球台构成“微操场”；紫藤
北区小学在架空层打造轮滑赛道等多元运
动场地，孩子们即便雨天也能畅快运动。

“现在发现校园里处处都是运动场！”
有了校园运动场景的布局，孩子们随时随
地都能动起来。

家 校 协 同

从“校园独奏”到“全域共鸣”

不止于校园，体育教育已经延伸至家

庭、社区，形成全域协同育人体系。
在 万 汇 学 校 ，周 末 校 园 化 身“ 家

庭运动乐园”，亲子足球赛、体能挑战
赛吸引众多家庭参与；紫藤北区小学
组织家长志愿者参与体育活动，营造
更好的家庭氛围；玉林附小联合社区
开放场地，周末的校园跑道上，居民
与学生并肩晨跑，运动成为连接彼此
的纽带。

评 价 革 新

让每个孩子找到“高光时刻”

随着“每天运动两小时”的深入推进，
成都的学校正在用多元化评价点燃孩子
们的运动热情。

电 子 科 大 实 验 中 学 附 属 小 学 的
“融美体育课堂量表”中，情感态度、
团队协作与技能提升同等重要，形成

“三维画像”；高新区朝阳小学为每名
学生建立“运动健康档案”，记录跳绳
达标的“基础星”、篮球命中的“兴趣
星”、赛场夺魁的“竞技星”，帮助孩子
找到成长的动力；玉林附小将非遗运
动纳入评价，如将空竹升级为“智慧
闯关接力赛”，皮筋游戏融入数学计
算等。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谢函颖
图片由学校提供

日前，“全国知名高校生涯规
划交流活动”在成都棠湖外国语
学校举行。浙江大学、南京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 50 余所高
校的相关负责人来到棠外，为数
千名师生及家长详细介绍各自的
办学特色、专业设置以及招生政
策，并在大学专业选择、志愿填报
等方面给予合理建议，鼓励学生

们大胆规划自己的未来。
在现场，许多高一、高二学生

与自己理想中的学校进行深入交
流。“我想趁这个机会，提前为接下
来的学习生活做好准备。”同学们
非常踊跃。据了解，近年来，棠外
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领域开展积
极探索，不断推动与高校的合作进
程。仅在本月就有哈尔滨工业大
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陕西
师范大学、成都医学院相继授予棠
外“优质生源输送基地”牌匾。“这
是一场名高校与名高中的‘双向奔
赴’，为学生提供更多的生涯规划
资源和指导，期待他们走向更广阔
的人生舞台。”棠外负责人说。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茵
图片由学校提供

50余所高校走进棠外
精准开展生涯规划

日前，新都一中实验学校的
舞台剧《行走的思政课——走近
升庵文化》拉开了新都区“大思政
课”成果展演活动的序幕。新都
区 200 余名思政教师、学生及市
民代表共同参与了这场主题为

“思政之光照亮成长之路”的“大
思政课”成果展演。

活动中，兴乐路小学师生将中
国广播的历史改编成《“兴”声音
新力量》；“胜利终将属于我们”，北
星小学的孩子们带领观众重温“小
萝卜头”的故事；香城小学的主题
宣讲《少年说·乡村振兴的故事》、
谕亭小学表演的“少年黄霖”、龙虎
中学演绎的《水润百业致远未

来》……“大思政课”成果展
演不仅丰富了校园文化生
活，更在立体的“美育实践”
中传递深刻的精神力量。

记者了解到，新都区紧
扣地域文化推动大中小思
政课一体化建设。全区16
所中小学加入“环西南石油
大学基础教育联盟”，按照
小学阶段“故事链”、中学阶

段“逻辑链”、大学阶段“问题链”
循序渐进开展课堂教学。目前已
形成“家国情怀、新都历史名人寻
访”“红色记忆、新都革命前辈的
光辉足迹”“文献名都、新都文化
与技艺传承”“伟大成就、中国式
现代化的新都注解”等跨学科综
合(主题)学习课程。

接下来，新都区还将持续深
挖思政资源，围绕“历史为基，汲
古润今续文脉”“红色铸魂，传承
有我燃星火”“未来启幕，千年香
城绽新篇”三大主题设计多条思
政行走路线。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茵
图片由学校提供

谕亭小学演绎《寻校友足迹、承红色精神》。

校园新闻今年目标：成都共享教师突破8000人

已开展服务4.7万人次
惠及市内外师生370万人次

经过多年的努力，成都搭建起了市、
县、校三级工作架构。成都市教师共享中
心主要承载的是跨区域、跨部门的人才资
源调配整合功能，从教师共享的管理、工
作机制的建设和项目的统筹推进上组织
实施。区（市）县教师共享中心则结合区
域发展实际，以“一县一特色”为思路建设

县级教师共享中心。如都江堰市以名师
名校长队伍为主体建设教师共享中心，蒲
江县则以破解青年教师成长和县域内教
师结构性紧缺问题为目标建设教师共享
中心。学校作为共享资源的使用端，主要
负责从学校教育教学安排和发展导向出
发，创新务实地用好共享教师。

同时，成都市教育局聚焦乡村教师结
构性紧缺、城乡优质教师分布不均、行业
人才参与教育发展路径不畅等问题，出台
了《成都市教师共享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2025—2027年）》，实施教师共享筑
基、聚力、赋能三大行动。截至目前，推动
共享教师开展服务4.7万人次、惠及市内
外师生370万人次。

限时推出9大品牌
1606场城市共享课程

“教师共享信息平台是推进教师共享
智能化服务的重要载体。一方面，平台让
吸纳的各类优质教育人才资源可视，将共
享教师的服务意愿转变成信息化流程；另
一方面，平台让资源流入到教育最需要的
地方，为学校教师队伍建设、学生素养提
升、城乡一体化建设助力。”成都市教师共
享中心主任陈铁军在会上发布了教师共
享信息平台和城市共享课堂春季课表。

据了解，会上发布的 2025 年城市共
享课堂春季课程表涉及9大品牌1606场，

将为学校带来德智体美劳各个方面不一
样的教育人才资源。城市共享课堂是市
教育局从“五育并举”的教育资源整合出
发，联合市文广旅局、市体育局、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市中院、市总工会、市地志办、
市科协等7 个市级部门和成都银行等国
有企业，面向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实施的
免费公益性民生项目。

“2025 年是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
‘落实起步’之年，成都教育在这一年将有
许多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教师共享就是其
中的重点任务之一。”成都市教育局人事
与教师工作处处长邹潇表示，做好 2025
年教师共享工作，要坚持制度创新，筑牢
教师共享之基；坚持科技赋能，畅通教师
共享之路；坚持优师跨校，拓宽教师共享
之域；坚持行业共推，擦亮教师共享之名；
坚持项目驱动，激活教师共享之力。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赵子君

成都全域推进“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两小时”

织就活力校园新图景

成都市教师共享工作推进会日前召开。会议深度解读了教师共享与“优

化教育资源配置”“县管校聘”“紧缺学科教师配置”“银龄讲学计划”等一系列

国家教育改革举措的内在关联，发布了教师共享信息平台和“城市共享课堂”，

并明确了今年的工作目标：共享教师突破8000人，形成5个大类13个小类的

教师共享品牌，名优教师共享实现跨区域全覆盖，行业人才共享超1200场，成

都教师共享知名度和影响力显著增强。

自全域落实“中小学生每天综合

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两小时”政策以

来，成都各校以创新与特色为“笔墨”，

在科技赋能、文化浸润、空间优化、家

校协同等多个维度展开探索，绘就了

一幅活力满满的校园体育新画卷。

新都“大思政课”成果展演很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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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天候 全场景 全参与：
崇州市明湖小学以“体育+”重构体育教育新样态

“马兰开花二十一……”在崇州黑石河公园，清脆的童谣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在油菜花田里回荡。滚铁环、跳房子、跳皮筋等传统
运动项目在田园中展开，明湖小学的家长们也积极参与孩子们的“阳光午休”活动，体验儿时的乐趣。

这不仅是一场亲子活动，更是一堂跨界的体育课。随着“双减”政策的深入实施，崇州市明湖小学积极响应四川省和成都市提出的
“每天综合体育活动不低于两小时”的要求，以“体育+”为切入点，在课程创新和实践中展开了丰富的探索，逐步形成了一个多维度、跨
学科的体育教育体系，推动了学科融合、家校协同与科学育人的教育变革。

明湖小学的体育创新不
仅体现在课外活动上，也深入
课堂教学。学校首创的“3+
X”课程体系，将体育与学科
知识、传统文化和科技应用深
度融合，构建了“玩中学、学中
悟”的教育新场景。

在基础课程中，学校采用
“三阶强度训练法”，每节课分
为文化导入、技能强化（奥运精
神渗透）和体能突破（跨学科迁
移）三个环节。例如，在篮球课
上，学生不仅学习运球技巧，还
通过奥运冠军的励志故事感悟
拼搏精神；在跳绳课程中，教师
录制慢动作视频，解析摇绳角
度和起跳节奏的力学原理，帮
助学生在提升运动技能的同
时，锻炼科学思维。

在拓展课程方面，学校打
造了“白鹭杯”赛事矩阵，每月
举办编程足球赛等科技体育
项目，创新实验室变成了竞技
场，拓展了体育的学习边界。

在融合课程方面，学校构
建了“体育+”超学科网络。
例如，语文教师带学生在奔跑
中体会“春风得意马蹄疾”的
意境；数学课堂利用定向越野
优化路径计算；美术课则将绳
结艺术转化为水墨创作。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小
白鹭游校园”课程，通过古诗

《绝句》中的地理方位设置打
卡点，学生需通过数学计算确
定最优路线，在2.5公里越野
过程中完成诗词接龙。另一
特色课程“绳与万象”以跳绳
为载体，串联诗词、力学与艺
术——从《松风阁诗抄》中的

“白光如轮舞索童”的古典意
象，到数学统计跳绳频次与能
量消耗的关系，再到以绳结艺
术创作水墨画，跳绳成为多维
素养培养的纽带。这种跨学
科融合的课程设计，使学校体
质健康优良率三年提升30%，
50米跑优秀率增长15%。

“3+X”拓展体育教育边界

课程创新

学校不仅注重课堂体育教
育，还致力于将体育融入学生的
日常生活中，营造浓厚的校园体
育文化。学校推行“阳光大课
间”活动，每天安排学生进行跑
操、武术操、跳绳等，确保每位学
生的运动时间不少于 2 小时。
大课间活动打破了传统广播体
操的单一模式，采用了武术操、
跑操、敏捷圈、绕 8 字跳长绳等
创新项目。学生可以自主选择
项目，在提升体能的同时培养团
队协作与竞争意识。

学校突破了传统学科界限，
将体育作为知识载体，推动学科

间深度融合。语文课堂上，学生
通过跑步、定向越野等运动形式
感知诗歌意境；数学课堂上，定向
越野成为实践平台，学生通过计
算路径长度优化路线，使数学公
式变得生动有趣。

学校将赛事作为体育育人的
重要平台，构建了“月月有联赛、
年年有盛典”的赛事体系，点燃校
园活力。学校每年举办“白鹭杯”
篮球赛、乒乓球班级联赛等，确保
每位学生至少参与一项赛事。低
年级设置趣味障碍赛、亲子接力
跑，高年级开展战术对抗赛，分层
设计让竞技与趣味并存。

“体育+”打开教育新场景

融合课程

学校创新了“139N”
教师培养机制，通过三
年进阶计划、首席领航
工程与实战淬炼，打造
了兼具专业深度与跨学
科广度的“H 型”教师团
队。新教师首年聚焦教
学设计、课堂管理等“九
项基本功”，次年通过跨
学科教研深化实践，第
三年完成“五个一”成长
挑战，形成从站稳讲台
到引领创新的蜕变。

由党员教师和学科
带 头 人 组 成 的 首 席 团

队，采用“螺钉教研”模
式破解教学难题。体育
教师与语文、数学、美术
教师组成“跳绳+”教研
组，开发跨学科课程资
源包，涵盖文化溯源、科
学拆解和艺术拓展三大
模块，让教学突破学科
边界。

同时，教师利用智
能手环实时跟踪学生的
运动数据，根据个体差
异 制 定 个 性 化 训 练 方
案，提升教师的信息运
用能力。

打造高水平体育教学团队

专业发展

为了确保课程创
新的可持续性，明湖
小学不仅在校内推动
学科整合，还通过外
部联动构建了家校社
协同育人体系。学校
打破校园围墙，构建
了“体育+科技+家
庭”协同育人生态，让
家长从旁观者变为教
育合伙人。

学 校 积 极 开 展
“EYE 行动”家校护
眼 行 动 ，通 过 穴 位
正 确 率 抽 查 、家 庭
护眼 PK 赛、动态视
力 档 案 等 ，形 成 护
眼闭环。家长化身
眼 保 健 操 评 委 ，与
教 师 共 同 督 导 ，班
级近视率与班主任

考核挂钩，实现“家
校共护一双眼”。

学 校 还 实 施 家
长赋能计划，邀请家
长从陪伴到引领孩
子成长，组建家长篮
球 队 、跳 绳 社 。 在

“万物杯”亲子赛中，
父母与孩子同场竞
技，用行动诠释坚持
的力量；在“午间趣
炼”活动中，家长设
计“ 古 诗 算 术 障 碍
赛”，让运动成为家
庭沟通的桥梁。

此外，学校与崇
州市 10 余所学校建
立 了“ 体 育 课 程 联
盟”，共同推动教育创
新，促进城乡教育均
衡发展。

打造“体育育人”共同体

内外协同

明湖小学构建了
“学生-教师-家校”
三维评价网络，以数
据驱动教育质量升
级。通过对学生四维
跟踪，实现从技能到
素养的全息画像。通
过“运动手环+人工
观察”记录课堂表现，
动态评估学生在技能
掌握、合作意识、进步
幅度、纪律素养和教
师激励5个维度的表
现。体质健康优良率
三年内从61.43%跃升
至 91.66%，50 米跑优

秀率提升 15%，近视
率下降 12%，数据见
证成长实效。

通 过 过 程 性 和
终结性双轨评估，全
面提升学生运动技
能与参与态度，推动
体育教育从“达标导
向”向“优质发展”转
型。此外，学校通过
公众号发布体质健
康报告，公开接受社
会监督，践行“教学
生 现 在 ，想 学 生 未
来”的教育理念。

韩影 文/图

三维体系护航体质与素养双提升

科学评价

走进明湖小学校园，处处
体现着“学校即教育空间”的
理念。学校围绕时间、空间和
育人主体三个维度，精心构建
了全景式体育育人模式。

在时间上，学校科学规划
每日 3 小时的运动生态——
上下午 70 分钟大课间推行

“四操一自主”与篮球专项训
练、40分钟的专项体育课、40
分钟的体育社团活动，叠加
30 分钟的亲子晚间锻炼，形
成了“晨练筑基、午间拓展、傍
晚强化”的全时段运动链条。

在空间上，学校将油菜花

田变为自然体育课堂，将校园
通道改造成定向越野赛道，体
育馆兼具科技实验功能。学
校还打造了“教室+操场+田
野+社区”的全域运动场，孩
子们随时随地都能融入运动
场景。

在育人主体上，教师不仅
是“体育教练”，还转型为“育人
设计师”；家长由“旁观者”变身
为“运动合伙人”；学生则成为

“课程共创者”。家校社协同育
人共同推动体育教育改革，打
破校园围墙，构建了“体育+科
技+家庭”协同育人生态。

“全景育人”重构体育教育

打破空间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