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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送爽，全国多地中小学迎
来开学季。记者在北京、江苏、广
东、云南走访时发现，学校体育正呈
现全新气象——巴黎奥运会不仅成
为“开学第一课”主题，“体育课天天
见”“小课间延长至15分钟”更成为
多地学校常态，从校内到校外，从学
生到老师，“人人皆运动”渐成学校
体育新特色。

开学第一课 讲讲奥运会

在全国多地多校，奥运会成为
“开学第一课”的重要内容。

苏州的“开学第一课”用人物讲
述、研学旅行和诗歌朗诵的形式，全
方位展现奥运精神。巴黎奥运会首
金得主盛李豪在“开学第一课”里教
大家《如何在学校里也能百发百
中》：“关键就在于要准备。一次不
行，再来一次，很多事情都像调枪一
样，一点一点调整，一点一点进步，
没准哪天你就能发现自己也能射中
目标。请你相信，坚定梦想，永不言
弃。”

南京市鼓楼区9万多名中小学
生的“开学第一课”主题是“最耀眼
的中国红”，课程分为：奥运之光、可
新开讲、少年有志、强国有我。其
中，巴黎奥运会摔跤女子自由式57
公斤级季军洪可新在“可新开讲”环
节，用自己的经历，激励孩子们在学
习生活中坚持热爱、勇于拼搏，直面
困难、不言放弃。

在云南多所中学，各科老师将
奥运元素巧妙融进了课程内容——
语文老师从鉴赏奥运解说词的美开
启作文课；历史老师开讲中国近代
史从“奥运三问”引入；运动员喝的
功能饮料被生物老师代入“细胞生
活的环境”；郑钦文夺冠后的感言成
为了英文老师的听力素材……

老师们纷纷表示，奥运会充满
了传道授业解惑的好素材，开学第
一课，希望把新知识通过奥运载体
教授给孩子。

在昆明市盘龙小学教育集团的
开学第一课上，党委书记高辉带着
大家重温奥运燃情时刻，让孩子们
思考怎样成为新时代好少年。三年
级的唐子尧说：“当看到男子 4×
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国队战胜
美国队获得金牌，我激动得都哭
了。”

“开学第一课不仅是孩子们的
收心课，更是点燃信心、唤醒热情的
思政课。”高辉说，无论是勇夺金牌
的荣耀时刻，还是虽败犹荣的坚持
瞬间，都能让孩子们感受到运动员
对梦想的追求和对祖国的热爱，希
望孩子们以中国奥运健儿为榜样，
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融入学习生
活中。

每天一节体育课 体育老
师天天见

新学期伊始，不少小学的孩子
们发现，自己的课表上，体育课变多
了，甚至每天都有一节。

力度最大的当属深圳市。从今
年起，深圳开始在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实施“每天一节体育课”，此举获
得了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的好
评。今年秋季学期开始，该市中小
学已做到“体育课天天见”。

课时增加了，体育老师人手够
么？深圳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2024 年以来，教育系统和各学
校统筹盘活教师编制，加强体育师
资配置，到 2024 年秋季学期，全市
中小学体育教师达到 11000 人，比
2023年增加25.8%。

而在体育场地保障上，深圳也

探索出了新路。各校不仅通过全时
段编排体育课、走班选课、长短课、
专项自选课等优化体育课编排，提
高场地利用率，还多维度开发利用
校外资源。

比如，罗湖区教育局与区文化
体育局梳理了 130 个社会体育场
馆，为附近学校提供场地；深圳小学
争取到学校旁的公园管理部门支
持，将体育课开到了公园；盐田外国
语小学东和分校将海滨栈道和社区
篮球场作为备用场地。

江苏省也在本学期推行小学每
天一节体育课，并计划2025年秋季
学期实现全省覆盖。其中，小学 1
年级至2年级采取“4+1”模式，在原
来 4 节体育课基础上，增加 1 节田
径、体操等特色课；小学3年级至 6
年级按照“3+1+1”模式，采用“基础
必修课+体能课+走班选项课”规划
课程。

在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一实验小
学校，孩子们每天都有 1个半小时
运动时光。暑假中，孩子和家长还
要选择新学期的体育俱乐部。校
长张瑾说：“体育运动不仅是强健
体魄的良方，更是塑造品格、调适
情绪的妙药。这些年我们通过体
育尝到了甜头，体质监测数据显
示，我校学生身体素质在区域内名
列前茅。”

课间10分钟 再加5分钟

北京市教委近日发布义务教育
阶段新改革，全市中小学将把“课间
10 分钟”整体优化为“课间 15 分
钟”，鼓励师生走向户外，积极锻炼。

此前天津和青岛部分地区已有
类似调整，而北京市各中小学正陆
续规划实施。北京市教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全市义务教育学校将因地、

因校制宜，对课间安排自主优化调整，
各校还将补充体育器材，为学生创造
更好的课间环境。

北京市第一六一中学是率先探索
实施“课间 15分钟”的学校之一。下
课铃响，就有学生抱着篮球跑出教室，

“抄近路”奔向球场。“课间延长就像比
赛加时，让我能多进几个球。”高二学
生范雨森说。

“课间延长5分钟，增加了不少可
能性，学生可以更从容地安排时间。”
该校副校长刘裕发现，越来越多的孩
子选择来到户外，在体育运动中强健
体魄。

与此同时,体育老师也成为运动
场一员。“总有学生想来挑战我们。”体
育老师马少波说，“15分钟课间，让我
们从课间活动的管理者，变成了课间
活动的参与者。”

教师的广泛参与，也为学生的安
全提供了保障。在北京大学附属小学
石景山学校，低年级由老师组织跳皮
筋、扔沙包、跳长绳等活动；高年级有
老师作为安全巡视员，引导大家开展
活动。中国传媒大学附属小学正在摸
索课间体育游戏，在“怎么玩”“玩什
么”上下功夫，努力让 15分钟实现科
学锻炼、寓教于乐。

专家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的学校
落实“课间15分钟”，将有更多师生走
向户外，在此过程中，学校需要不断完
善安全措施及应急管理机制，同时家
长也需充分理解和信任学校，支持孩
子走出教室，享受阳光和运动。

“把户外活动作为防控‘小眼镜’
的重要抓手，各学校抓实‘体育课天天
见’‘课间15分钟’很有必要，这不仅
能培养学生运动兴趣，更能有效防控
近视。”南京理工大学动商研究院院长
王宗平提示说。

（新华社昆明9月8日电）

奥运热燃校园 体育课天天见
——开学季学校体育呈现新面貌

新华社记者 岳冉冉 王恒志 王浩明

在赢得巴黎残奥会举重女子67
公斤级金牌后，中国选手谭玉娇收
到了一份意外的礼物——一件来自
埃及的女士服装。

这件衣服来自埃及举重名将法
特玛·奥马尔。50岁的奥马尔与33
岁的谭玉娇曾是赛场上惺惺相惜的
对手，如今更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她们的故事要从12年前讲起。

2012年伦敦残奥会，初出茅庐
的谭玉娇第一次来到残奥赛场，遇
到成名已久的奥马尔。说起两人的
初识，她回忆道：“奥马尔一直是我
的偶像。我们一见面就觉得很投
缘，她对我印象很好。在伦敦的时
候，她送给我一件埃及队服，我当时
很开心，觉得她就像一位大姐姐。”

在之后的各类比赛中，谭玉娇
和奥马尔多次相遇，每次见面，她们
都会热情地相互问候，彼此的友谊

逐渐加深。后来，奥马尔进行级别
调整，来到谭玉娇所在的级别，两人
成了赛场上的对手。

作为举重界的传奇人物，奥马
尔参加过六届残奥会，手握四枚残
奥会金牌和两枚银牌。赛场上，谭
玉娇将奥马尔视为榜样和追赶的目
标，她说：“能够跟自己的偶像同台，
对我来说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激
励，让我更有动力去做更好的自己。”

而对于后起之秀和“最佳对手”
的谭玉娇，奥马尔也非常欣赏。“谭
玉娇说我是她的榜样，这让我感到
很自豪。”她说。

东京残奥会举重女子67公斤级
决赛中，谭玉娇以 133 公斤的成绩
夺得冠军，奥马尔则以 120 公斤摘
得银牌。赛后奥马尔对谭玉娇不吝
赞美之词：“谭玉娇能够夺得金牌，
我很为她高兴，我觉得她今后一定

还会有更大的作为。”
2023年，奥马尔宣布退役，离开

了举重赛场，但她和谭玉娇的友谊
却并未因此而中断。她始终关注着
谭玉娇的表现，通过网络观看她的
比赛。每次比赛获胜后，谭玉娇总
能收到奥马尔的短信：“祝贺你，我
的宝贝，我为你骄傲！”

谭玉娇也一直挂念着好朋友。
今年6月去格鲁吉亚参加残疾人举
重世界杯时，她特地带了一盒茶叶，
托埃及举重队的队员带给奥马尔。
收到礼物的奥马尔很开心，给谭玉
娇发来了照片和短信：“谢谢你的礼
物！这是什么？”“这是中国的茶叶
……”谭玉娇一边与好友聊着近况，
一边教她泡茶。

此次残奥会，奥马尔作为官员
跟随埃及代表团来到巴黎。因为害
怕打扰好友，她一直没有联系谭玉

娇。9月6日，谭玉娇以142公斤的成
绩打破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实现残
奥会三连冠。当晚，奥马尔在残奥村
里遇到了几名中国举重运动员，她激
动地问：“谭呢？谭呢？”

听到消息的谭玉娇很快找到了奥
马尔，两人开心地聊了很久。“她很关
心我的训练和生活，鼓励我要继续练
下去。她对我说：‘我参加了六届残奥
会，这是你的第四届，你再坚持两届就
追上我了。’”谭玉娇说，“她待我很真
诚，我很珍惜这份友谊。”

巴黎残奥会将于8日闭幕。临别
前，谭玉娇也给奥马尔回赠了一份礼
物——家乡的西湖龙井和一朵纯手工
编织、永不凋谢的花。她说：“奥马尔
的女儿马上要结婚了，这朵花代表了
我对她和家人的祝福。希望我们的友
谊能像花一样，永远绽放。”

（新华社巴黎9月8日电）

永 远 绽 放 的 情 谊
——两位举重传奇的跨国友谊

新华社记者 刘扬涛 胡佳丽

新华社巴黎9月7日电（记者马思嘉、张薇）第17届
夏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即将在法国巴黎落幕。11
天里，来自约160个国家和地区的4400名运动员，代表
全世界13亿残障人士，在英雄的舞台展现了人类最不屈
的灵魂。

他们身处黑暗，却能克服恐惧全力冲向终点，或在声
音的世界迅速截断、进攻；他们肢体残缺，却能用头撞出
世界纪录、用脚射出十环……身体的极限被不断突破，
新的世界纪录每日都在诞生。

那些让人深深震撼、热泪盈眶的瞬间，无疑是在向全
世界宣告：残缺并不可怕，每个人都有无限可能。

“我站在这里，就是想让大家看到，只要有梦想、有
方向，然后去努力，我们都会被看见，我们都可以闪闪发
光。”本届残奥会，19岁的“飞鱼”蒋裕燕斩获7枚金牌，
登顶运动员金牌榜。面对满场欢呼和掌声，她笑容自信
灿烂，让人忽视了她在车祸中失去的右臂和右腿。

失去双臂的“涡轮增压小马达”郭金城，游50米几乎
全程不换气，并用头全力撞向终点池壁，让网友“隔着屏
幕感受到了痛”。“我也想代表我们的残疾人朋友为国争
光，所以就想尽力发挥，争取多拿几块金牌。”这名“00
后”小伙不愿多谈自己克服的疼痛，总是一脸笑容。

身体残疾，但为了身后的祖国，他们克服万难、全力
战斗。赛场上，我们看到太多运动员面对国旗眼含热
泪、目光坚毅的瞬间，并一次次为之动容。

截至7日晚，中国运动员拿下94金73银49铜，实现
“断层式第一”。2004年雅典残奥会，中国代表团历史性
首次高居金牌榜与奖牌榜头名，此后的历届残奥会，中
国代表团从未让金牌榜榜首位置旁落。

健全人难以想象，他们要走多远的路，才能登顶这
四年一次的残奥舞台。当被问到“你是怎么坚持下来
的”，答案五花八门，“毅力”“享受孤独”“做一件事就要
全力以赴”；但对于“运动带给了你什么”，答案又几乎出
奇一致：“它让我更自信，看见更大的世界，看见残疾人
也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为国争光。”

巴黎残奥会开幕式，传达的一大理念就是“运动与
创造”对残健融合的助力作用。

此外，这次开幕式的主题是“矛盾”——在残奥会舞
台，他们令人震撼的表现让他们高度“被看见”；但在日
常生活中，他们往往“不被看见”，他们的需求也容易被
忽视。

我国约有8500万残障人士，几乎相当于每16人中就有1名残障人士。或
许会有人感到震惊：为什么我们身边很少看到残疾人？

已经“走出来”的运动员解答了这一疑惑：“很多人残疾后不自信、不敢走
出家门。有些残疾人也想出来走一走、看一看，但确实不太方便，也不想给别
人添麻烦。”

这种“不方便”体现在许多方面。我们虽然到处有盲道，却往往被自行车、
电动车等占用；公交车、出租车等交通工具，鲜少配备无障碍设施，给出行造成
困难；虽然残疾人完全可以通过训练做到健全人能做到的事，但升学、就业渠
道还是相对狭窄和闭塞；社会看待残疾人往往是“同情”，但其实他们更希望被
平等对待……

残奥会是促进一个城市为无障碍设施投入的绝佳契机。国际残奥委会主
席安德鲁·帕森斯表示，2008年北京残奥会在这方面树立了标杆，如今巴黎也
在为无障碍出行大力投入，地面公共交通已基本实现无障碍，并计划让巴黎的
地铁同样实现无障碍。

残疾人运动员们则更希望，这份残奥遗产可以常态化，真正惠及他们身后
的13亿人。

记
者
手
记
：

看
见
他
们
，
和
他
们
身
后
的
13
亿
人

48岁的乒乓球选手熊桂艳是巴
黎残奥会中国代表团最年长的运
动员。

里约残奥会时，她获得女团6-
10级银牌；东京残奥会时，她获得女
单9级银牌；巴黎残奥会上，她与搭
档彭伟楠获得混双17级银牌……参
加了三届残奥会的她，还从未尝过
冠军滋味。

7日，当她在女单9级半决赛上
3:2力克上届残奥会冠军、澳大利亚
选手雷丽娜闯入决赛时，所有中国
球迷都希望这枚金牌能够戴在她
胸前。

决赛中，她的对手是26岁的波
兰选手佩克，熊桂艳在决胜局 7:3
领先的大好情势下最终被翻盘，大
比分2:3惜败，再次与冠军无缘。

“真是太可惜了，最后一局打得
保守了，出手不够坚决。我打球习
惯和技术特长是防守，但最后如果
敢于进攻，也许就赢了。”熊桂艳说。

一天双赛（半决赛、决赛），并且
两场都打满 5局，如此赛程和强度
对48岁的熊桂艳来说，在体能上是
很大考验。

“上届决赛，我输给了雷丽娜。
这次半决赛，我赢回来了，但是决赛
上又没把握住机会。”熊桂艳说。

女单9级决赛是本届残奥会乒
乓球赛场中国运动员参赛的最后一
个项目。熊桂艳非常渴望拿下金
牌，用一个完美结局为中国乒乓球
队收官。

“输就是输了，我也全力以赴地
拼了，没留下什么遗憾。”熊桂艳说，

“作为最年长的运动员，我珍惜每一
次参赛机会，知道自己打一届就少
一届了，但就是差一块金牌啊。”

在此前的混双17级决赛上，熊
桂艳/彭伟楠在与茅经典/赵帅的

“中国德比”中0:3败下阵来。熊桂
艳赛后说：“队员之间太熟悉了，对
手总可以打出最让我难受的角度。”

熊桂艳在队里是令人尊敬的
“老大姐”，甚至是有些运动员的教
练，可谓亦师亦友。在本届残奥会
上夺得金牌的潘嘉敏和黄文娟，与
熊桂艳都来自广东队。熊桂艳在广
东队既是教练，也是队员，为潘嘉敏

和黄文娟做过指导和陪练，自己带着
十多位小球员。

看到队友纷纷夺金，熊桂艳衷心
为她们感到高兴。

“我现在要向她们学习。不管谁
夺金，是中国队夺金我就高兴。”她
说，“在地方队时，我带着她们练。
我的（伤残）级别比她们轻，可以给
她们做陪练。看到她们拿下金牌，我
也感到特别荣幸。在我还打得动的
时候，和她们一起奋斗。大家都不孤
单。”

熊桂艳曾是黑龙江省省队运动
员，后因伤退役，38岁时作为残疾人
运动员重返赛场。

“我的腿受伤很严重，初步诊断说
可能是骨癌，需要截肢，后来做切片病
理分析发现不是，是一种损伤的罕见
病。经过康复治疗，恢复得越来越
好。”熊桂艳说，“打乒乓球有助于我病
情康复，即便不打比赛，也是一种积极
锻炼。”

熊桂艳坦承，从健全人运动员到
残疾人运动员，起初她心理上是有一
些抗拒的。“战胜疾病的过程很痛苦，
这个阶段非常难熬。后来参加残疾人
比赛，人生慢慢开启新阶段。现在我
非常荣幸和骄傲，能代表中国残疾人
征战残奥会。”

作为广东省残疾人兵乓球队的教
练，熊桂艳还负责挑选和培养后备人
才，让更多残疾人参与运动。她觉得，
这是比自己拿金牌更有意义的事。

“残疾人运动的国际比赛越来越
专业化。我以前是专业运动员，可以
给残疾人朋友带来系统性训练，对他
们提高生活质量有很大帮助。”熊桂艳
说，“每位残疾人身体条件都不一样，
需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调节，
练的技术不一样，打法不一样，包括如
何发力等等。”

熊桂艳说，未来她或许不会继续
参加残奥会了，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培
养新人上。

然而，她的队员、队友们却不这么
看。潘嘉敏说：“她（熊桂艳）总是说，
年纪大了，打不动了。我说，你看人家
倪夏莲打到 60多岁呢。残奥会上乒
乓球常青树多着呢。”

（新华社巴黎9月7日电）

“最年长”的她惜别巴黎
新华社记者 刘旸 周万鹏

9 月 7 日，在巴黎残
奥会女子 200 米个人混
合泳 SM5 级决赛中，中
国选手何聖羔、卢冬、成
姣包揽冠亚季军。

图为 9 月 7 日，卢冬、
何 聖 羔 、成 姣（由 左 至
右）在颁奖仪式上合影。
新华社记者 高 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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