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一所普通中学十年来培养出

众多飞行人才，这是如何做到的？日前，

北京市第五十七中学在总参信息化部

礼堂举办了飞行员早期培养高中实验

班十年人才培养成果汇报活动，讲述了

他们筑梦蓝天的故事。

“让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成长，既

成就学生，更成就学校。”总局航管中心

模拟飞行项目负责人孙涤非表示，北京

第五十七中学作为北京首个设置飞行员

培养高中实验班的学校，已经成为推动

教育改革、体教融合、特色办学的优秀代

表。“第五十七中学在模拟飞行特色创建

方面具有前瞻性。而其特色项目的形成

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得益于两代校领导

在特色项目开展传承上的稳定性。学校

在办学思想、办学理念、校园文化氛围、

教育教学方式、师生精神境界等各方面

长期积淀，不断充实完善。”孙涤非说。

2003年，第五十七中学建立了第一

个模拟飞行实验室，开设模拟飞行课程。

2010年，学校航空教育持续提升，有所突

破，办出特色。2012年学校成立了北京市

第一个飞行员早期培养高中实验班……

学校特色发展靠的是四大专业保障。首

先是为社团外聘优秀教员，同时注重培养

学校自身教员，指导协调学生学业和训练

时间，全方位发现苗子选手。其次是注重

理论和实际操作相结合。一方面要求学生

通过专业飞行理论考试，为飞出好成绩奠

定基础。另一方面通过模拟飞行训练使学

到的理论更具直观性，增强理解力。并在

假期通过举办集训活动、专家讲解、老队

员交流等方式，为学生答疑解惑，让他们

在实操中茁壮成长。第三是为航空特色发

展提供了场地、设施和培训等方面强有力

的保障，规划社团活动及选修课时间，鼓

励学生参与，让学生获得认同感。第四是注

重航空科技体育精神文化培养，增加队员

凝聚力，激发荣誉感和使命感。如学校社团

成立了模拟飞行联队，设计了联队徽标、胸

标、荣誉联队戒指和资历章等文化周边产

品，还设有荣誉墙和荣誉展台等。

四大专业保障是发展关键，而独到

的模拟飞行社团管理则是项目扎根的基

石。学校飞行班班主任、全国青少年模拟

飞行锦标赛总裁判长崔哲在2010年接管

了模拟飞行社团。他说：“我鼓励社团的

学生走出去，多交朋友，多学知识和技

巧。回到学校后大家再一起研讨，一起训

练，很快就培养出一批社团骨干。再让骨

干去培养新成员，从中再选骨干。随着梯

队的建立，在比赛成绩和活动特色方面，

模拟飞行社团逐渐从学校的众多社团中

脱颖而出。”

这样的学校特色也让学生家长倍感

惊喜。家长代表告诉记者，没想到有一天

能坐上自己孩子开的飞机，凭借特长孩

子还跨入了北航飞行学院的大门。

飞行班不仅培养了优秀的飞行人

才，更带给学校开拓进取、改革创新的文

化，同时促进学校高质量快速发展。学校

里以飞行为主题的艺术创作、科技创新

成果层出不穷，在北京市的艺术、科技比

赛中屡获金奖。此外，学校模拟飞行训练

中心还承担了无数次的展示接待交流任

务，接待人数超万人，辐射周边小学和街

道社区等。

第五十七中学校长刘晓昶表示：“孩

子们的成长，离不开学校搭建的广阔平

台、付出的巨大心血。学校建设的飞行模

拟实验室、组织的丰富多彩的航空活动，

以及老师们给予的特别关爱，无不在助

力着小飞行员们展翅高飞。”经过十年中

学、大学的航空教育和精心培育，如今小

苗已经逐渐长成参天大树，飞行班学子

们走入中国各大航空公司，正挑起中国

航空事业的大梁。

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

的模拟飞行项目20年来培养全社会的高

水平技术、管理人才，建立技术等级、场

地规范等团体标准，带动师资培训，完善

课程体系，为中小学航空人才早期教育

的特色建设捧薪助火。进入教育部白名

单后，中心将不负众望，继续为教育改

革、体教融合托举更多优质特色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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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校体育迎来发展“黄金期”。与此同

时，“运动强度低，达不到效果”“丰富体育运动形

式”等也成为许多学生家长的心声，学校体育亟待

提质增效。

为深化体教融合，加强学校体育，促进青少年

健康发展，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

意见》，要求中小学校聚焦“教会、勤练、常赛”，逐步

完善“健康知识+基本运动技能+专项运动技能”的

学校体育教学模式。2022年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

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年版）》，将课程的核心

素养概括为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等方

面，提出要科学设置运动负荷，每节体育课应达到

中高运动强度，班级所有学生平均心率原则上在

140至160次/分。

南京理工大学动商研究院院长、云南大学体育

学院院长王宗平认为，这预示着学校将告别不出

汗、不喘气、不心跳，无强度、无难度、无对抗的“温

柔体育”，真正迎来有强度或是达到一定强度的体

育。“强度在竞技体育是常态，在全民健身是状态，

在学校体育既应该是常态，也应该是状态，更应该

是业态。‘教会、勤练、常赛’每两个字都在趋近式

地需要‘强度体育’，没有强度何谈健全人格、锤炼

意志，没有强度怎么去应对常赛？”王宗平说。

不少教育界人士也纷纷建议，应大力推进有强

度、有难度、有对抗的体育项目进学校、进课堂、进

生活。尤其在“双减”背景下，体育承担起了更重要

的责任，同时也给“强度体育”留出了时间和空间。

为此，王宗平特别走访了全国多地学校体育领

域的专家、学者和一线教师。“我发现大家对‘强度

体育’不但有高度认识且充满信心。大家都认为学

校体育要发展学生核心素养，大幅度提高学生的身

心健康水平，培养学生崇尚体育、崇尚健康、爱好运

动、坚持锻炼的现代体育意识，切实提高体育育人

的实效性，‘强度体育’是关键因素。”在王宗平看

来，“强度体育”是预防和减少学生运动伤害事故的

“安全绳”，更是提升学生体质健康的“生命线”。“强

度，让学校体育更有效。”

不仅如此，面对我国青少年群体中“小胖墩”增

多，青少年心血管问题呈现低龄化趋势等问题，“强

度体育”更显重要。2022年，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委

托运动医学研究所开展全国儿童青少年心血管健

康状况调查与干预项目，结果显示具有理想体质指

数的人群比例为69.25%，具有理想体育锻炼水平

（每天运动时间大于等于60分钟）的人群比例为

10.94%。

“体育活动对青少年体质健康十分重

要。”该项目组负责人张剑梅说，“根据世界卫

生组织制定的《关于身体活动有益健康的全

球建议》，5至17岁的儿童青少年应每天累计

至少60分钟的中等强度到高等强度的身体活

动，每周至少3天有高等强度有氧运动及增

强肌肉和骨骼的活动。而调查结果显示，我

国儿童青少年中等及以上强度活动时间明

显不足。”

这个调查结果也让北京教育学院体育与

艺术教育学院院长潘建芬记忆深刻。她表

示，学校体育需要通过有相当负荷量的身体

练习帮助学生锻炼身体、学习运动技能和接

受品行教育，这既是促进学生健康发展、推

动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也是解决学

校体育发展的难点和盲点问题。“中小学生

每天至少累计完成60分钟的中等强度到高

等强度身体活动才能获得更多健康益处，抵

消大量久坐行为的潜在风险。各种短期和长

期的中等强度到高等强度的身体活动，对认

知功能、学习成绩和心理健康都有积极影

响。”她认为，在保证学生运动时间的基础

上，学校体育应进一步提高运动强度，从而

达到理想锻炼水平，增强学生体质健康。

，让学校体育更有效

2023年，由云南省体育局指导、昆明市教

育体育局主办的昆明市“奔跑吧·少年”儿童青

少年主题健身活动，已经带动昆明市超过38

万人次的儿童青少年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活

动让孩子们获得了更多健康和快乐。

活动线上、线下同时开展，线上活动设

体育课堂、“我是赛场小记者”征文、“体育

文化我知道”答题活动等，线下活动则涵盖

运动公益课、民族趣味运动会和“冠军进

校园”等六个模块。活动与共青团昆明市

委“青春昆明”平台联动，搭建了一个面

向全市儿童青少年的体育平台。通过多

主题、多形式的体育活动引导，让体育

充分融入到教育中，促进儿童青少年文

化学习与体育锻炼协调发展，让学生

在锻炼中享受乐趣。

今年1月开始，昆明市“奔跑吧·

少年”活动在“青春昆明”平台发布

“体育项目我知道”系列体育知识

学习内容，随后又开展了包含无人

机、篮球、滑板、街舞、射击、网球

等七类由专业运动教练担任讲

师、教学指导的线上体育课堂。

同时，活动联动大学体育专业老

师和学生，各类运动、青少年俱

乐部专业教练，并动员社会体育指导员录制体

育教学视频等，通过“青春昆明服务中心”公众

号、“奔跑吧·少年”专区和学校发布教学推文及

视频，进行各类体育项目的宣传普及。

活动还配合线上教学，开展了多个体育项

目线下公益课程，超过580名儿童青少年参与体

验。参与公益课程教学的老师杨飞说：“无人机

项目已经引起不少孩子的兴趣，现在有了公益

体验课，更能激发他们的参与热情。”

体育精神激励孩子健康成长

除了线上推广，活动还在线下组织了民族

趣味运动会、“冠军进校园”等多场活动。其中，

民族趣味运动会吸引13000多组家庭参与，参与

的儿童青少年按照要求完成每项运动后还可获

得“红领巾奖章”积分，让

孩子以“小手拉大手”的形

式，带动家庭参与体育活

动。家长何育文说：“孩子

们在体育中收获了快乐与

健康，希望以后能多开展

这样的活动，鼓励孩子参

与体育锻炼。”

在“冠军进校园”活动

中，2010年亚运会男子50

米蛙泳冠军、2013年沈阳

全运会男子100米蛙泳冠

军谢智走进了盘龙区北京

路小学并进行演讲。他用

自身经历激励大家要勇于坚持自己心中的理想

和热爱，在追梦过程中强健体魄、磨炼意志。榜

样的力量激发出学生们的热情，大家纷纷表示，

将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更加积极地参与体育锻

炼，用体育精神激励自己不断前进。

今年3至4月，“冠军进校园”活动先后走进

武成小学龙泉路校区、西坝小学等。活动组织方

相关负责人介绍：“每次‘冠军进校园’活动最开

心的是孩子们。他们听运动员讲故事，眼里满是

期待和佩服，目光中充满希望。”

随着活动持续开展，活动还发起了“我是赛

场小记者”征文活动，参与活动可获得“红领巾

奖章”、昆明市级特色章、“活力小达人”积分等，

活动方还会对优秀作品进行展示，希望不断激

发学生对体育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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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找到11个亚运会吉祥物，加

油！”“爸爸妈妈，快一点，前面就是打卡

点！”比赛现场气氛热烈，亲子选手齐心

协力、争分夺秒、你追我赶，好不热闹。

日前，“奔跑吧·少年”2023年浙江省

幼儿体育大会暨浙江省第二届幼儿欢乐

定向表演大赛在杭州城北体育公园举

行，吸引了来自杭州、宁波、嘉兴、绍兴等

地29所幼儿园的300组亲子家庭共同参

与。本次大赛由浙江省体育局、省关工

委、省卫健委等9个部委共同主办，以“亲

子迎亚运，快乐共成长”为赛事理念，真

正做到了“大自然零距离教育”。

定向运动是一种借助地图、指南针

或其他导航工具，在设定范围内，依次到

访地图上的各个点标，最后抵达终点的

运动。参加定向运动必须读懂地图、辨明

方向；在点与点中间做出最佳选择；独立

寻找全部点标；按正确顺序打卡。而儿童

定向则突出的是一个“玩”字，即让孩子

们在参与定向运动的过程中，玩出兴趣、

健康、博爱、能力。

杭州市滨江区丹枫幼儿园的夏琳芮

在父母的陪伴下顺利完成所有环节。赛

后，她笑着告诉记者：“感觉很棒，下次还

想来。”母亲王美蓉说：“整个过程十分考

验智力和体力，但按着图示来还是挺顺

利的。小朋友表现得很勇敢，体力也不

错，跑得很快。”她十分感激这次参赛机

会，让平时常忙于出差的丈夫能和孩子

多多相处，在运动中锻炼意志

品质，很好地促进了亲子关系。

浙江省体育局体育竞赛处

二级调研员、浙江省幼儿体育协

会秘书长马素萍表示，浙江省幼

儿体育大会作为浙江省幼儿的年

度体育盛会，多年来一直践行“我

运动、我健康、我快乐、我成长”的活

动宗旨，希望让孩子们在参与体育

活动中“玩得开心、玩出兴趣、玩出知

识、玩出品德、玩出健康、玩出梦想”。

她介绍：“近两年我们在幼儿体育上进

行了很多尝试，如‘线上+线下’双模式

办赛、进行规范的师资培训、开展幼儿

体育学术交流活动、加强幼儿体育组织

网络建设等。这次的幼儿定向赛也是其

中一个有益尝试。”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比赛的不少游戏

和赛点都围绕着亚运会展开。选手们必须

完成地图上设置的“琮琮跃西湖”“莲莲冲

云霄”“宸宸游运河”3个亲子游戏。另外，参

赛途中除了要在规定点位打卡外，还需在检

查点上集齐多款亚运会吉祥物贴纸，并贴在

定向图背面相对应的位置上。

在“琮琮跃西湖”游戏现场，亲子选手需

要穿上跳袋，沿着“三潭映月”的路线前进绕行

一圈回到终点。套着跳袋的小选手们憨态可

掬，虽然偶尔会不小心摔个“嘴啃泥”，但是在家

长和工作人员的鼓励下，他们继续独立完成挑

战任务，倔强的小身影也成为公园里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就连往来健身的围观市民都忍不住发出

赞叹“小伢儿可以的”。

2023年浙江省幼儿体育大会举行

亲子迎亚运 一起“ ”定向
超38万人次儿童青少年参与

昆明“奔跑吧·少年”活动引领孩子动起来

“青春昆明”平台供图

科技体育 快乐体验

趣

多形式融入体育元素

体育总局航管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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