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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冯 蕾

日前，2023年全国“创芯智力”电

子制作亲子赛（浙江白马湖站）在浙江

杭州低碳科技馆开赛，吸引了来自全

国各地1000余名大小运动员欢聚一

堂。这场在家门口举办的社区亲子科

技体育赛事，让“小创客”与家人们共

同沉浸在科技体育的欢乐海洋中。

杭州市科学技术协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此次赛事正值杭州亚运之年，是

一场将体育、教育、科普深度融合的盛

事。希望电子制作亲子赛在杭州成为

放飞科学梦想的蒲公英，在这里生根

开花，成为吸引全市、全省、全国青少

年树立热爱科学、增强创新意识和实

践能力的“电子磁场”。

电子制作是将科技、教育与生活

实际相结合的科技体育项目，备受青

少年爱好者喜爱，在众多“小创客”的

心中埋下了争做未来科学家的梦想。

浙江省模型无线电运动协会相关负责

人介绍：“电子制作是一项面向广大青

少年的科技体育项目，被称为‘芯片工

程师的摇篮’。近年来，为促进青少年

全面健康发展，电子制作项目不断深

入校园，激发了广大青少年电子爱好

者们的热情。电子制作项目也日渐成

为体教融合的示范，在进一步提升青

少年学生综合素质的同时，为国家选

拔培养优秀的科技后备人才。”

白马湖站亲子赛形式新颖、创意

精彩。共设电路创新设计制作、新能源

太空车、机械跳蛙、巡线巴士、蛇形机

器人、太空探测器和智能寻轨器七大

赛项，让不少前来参赛的“小创客”纷

纷感叹“仅是项目名称听上去都让人

觉得科技感十足，非常具有吸引力。”

比赛项目涉及光电、无线电、物理、数

学等跨学科知识，并将新能源、仿生机

械、智能编程等与未来科技生活息息

相关的知识融入其中。

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

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简称“总局航

管中心”）、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

会主办，浙江省模型无线电运动协会、

杭州市滨江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

局、中国杭州低碳科技馆、杭州中

天模型有限公司承办。近年来，总

局航管中心积极探索推动青少

年科技体育发展新思路，坚持

“大比赛，小赛场”“大分散，小集

中”的原则，已在全国多个社区，

举办了以红色主题为主的“最接

地气的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

让青少年成长与趣味同行。总局

航管中心运动五部相关负责人

表示：“我们希望通过赛事和活

动，搭建平台，让更多青少年通

过科技体育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并通过手脑并用，历练青少

年的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和体

育精神，让科技体育真正成为

‘五育并举’的有力抓手，在校

园、在全社会得以普及。”

据悉，此站赛事之后，

2023年全国“创芯智力”电子

制作亲子赛还将移师云南、深

圳、安徽等地，不断构筑科技

体育助力中国“芯”程的征途。

在广东省深圳市第二实验

中学的篮球场上，校队队员们正

在教练的带领下进行训练。这样

的高水平运动队这里不止一支。

目前，该校已建有毽球、男子篮

球、女子篮球、男子足球四支高

水平运动队。

深圳第二实验学校党委书记

崔学鸿介绍，学校始终以“强健体

魄、内修气神、升华内涵、完善品

格”为课程理念，以“培养学生常

规锻炼意识，培养学生的竞技意

识，培养学生的生命意识，提升学

生审美意识”作为培养目标，以“循

序渐进，有的放矢，多彩平台，个性

教学”为体育教学方针。在这样的

教育理念指引下，学校一方面面向

全体学生，实行常规教学，开展体

育特色课程，为学生个性化发展提

供平台、长远发展奠定基础。另一方

面，学校还设置有高水平运动课程，

鼓励并培养部分极有天赋的学生走

专业路线。同时，学校还面向深圳市

民倡导全民健身运动，用专业技能

向全社会推广体育运动。

为了挖掘和培养优秀人才，学校

与定点小学、初中建立三级梯队，配

备专业教练进行指导，提升竞技水

平。“我们的培养模式是从小学、初中

到高中分三个梯队进行的。在小学、初

中阶段主要是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初

中、高中阶段主要是抓基础，让学生的

理解能力、文化水平及专业技术能够跟

得上未来从大学跨度到职业去发展的

一个趋势。”深圳市第二实验学校体育

中心主任王小维告诉记者，为了让高水

平运动员学习、训练两不误，学校成立

了五环书院，从文化课程、专业竞赛课

程、学科拓展课程、学术性社团课程等

多方面入手，让学生实现运动竞技水平

和学业文化水平的稳步提升。

学生罗雯琳说：“教练挺严的，希

望我们能真正做到‘两条腿’走路，兼

顾体育与学习。老师、教练也会更注

重学习，虽然平时训练时间有两三个

小时，但我们每天上午和晚上都会有

很充分的学习时间。”

毽球也是深圳市第二实验学校的

特色之一，这所学校让毽球这项小众运

动在深圳走向大众。“毽球既是一项技

能，也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文化。我们

发展毽球是从零开始。”深圳市第二实

验学校毽球队主教练蔡金玉说，“学校

毽球课程面向全校学生开放，上课时间

为每周四下午，鼓励更多的学生参与其

中。成立校毽球队后，在不断发展中，我

们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毽球高水平运动

员，多次代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摘金夺

银。我们希望通过学校和学生的共同努

力可以让毽球运动被更多人认识。”

随着一架架模型飞机腾空而起，2023年北京

国际航空航天模型邀请赛暨北京市青少年航空航

天模型锦标赛日前在北京市延庆区世界葡萄博览

园正式拉开帷幕。

本次比赛由北京市体育总会、延庆区人民政

府主办，是北京规模最大的航空航天模型赛事，同

时也是为组建北京航空模型代表队、备战2023年

全国锦标赛而进行的一次选拔。

比赛共设19个单项，是北京市目前设项最多的

航空航天模型赛事。既设有F3K手指遥控滑翔机、

P3C-2遥控直升机特级等对标全国航空航天模型锦

标赛的竞赛项目，也包含橡筋动力直升机和微型电动

自由飞等参与度高、趣味性和科普性较强的比赛项

目。今年的比赛还首次增设了无人机竞速项目。该项

目要求参赛选手佩戴VR眼镜，通过无人机图传系统

操控。作为国际航联在世运会上增设的新项目，该项

目难度大、技术新，极大地考验了选手们的竞技水平。

本次比赛面向全市所有中小学校及北京市模型

运动协会的所有会员单位开放，共吸引了来自北京全

市的2000余名航模爱好者参与其中。“参加航模运动

可以帮助我学习物理知识、机械知识等，不仅有助于学

习成绩的提高，还能让我在紧张的学习之余放松心情，

锻炼身体。”来自北京市门头沟区大峪中学分校的孙康

宸说，“通过比赛我结识了更多爱好模型运动的朋友，

大家一起比赛，共同交流，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北京市体育总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模型运动是北

京的传统优势项目，具有开展规模广、参与度高的特

点。截至目前，北京市已举办了六届青少年航空航天

模型锦标赛。他说：“近年来，北京市模型运动项目普

及推广工作不断深入，赛事活动平台日益丰富。组委

会希望通过赛事平台，进一步储备竞技后备人才，带

动更多青少年参与航模运动。”

北京市模型运动协会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赛事的

举办旨在展示北京模型运动的发展成果，提升模型运

动在北京的影响力和关注度，推动航空航天模型运动

在北京青少年科普教育工作中的引领作用。同时，也希望以赛事的方式搭

建起优质的科普教育平台，充分发挥体育对全域旅游的促进作用，持续推

进体育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

相比以往，本届赛事不封闭园区，除部分需封闭的比赛场地外，其余比

赛场地只设置隔离带，在保证广大游客安全的情况下，吸引了更多人在现

场观看，也让更多潜在的青少年模型运动爱好者能够参与其中。

中国式摔跤走进小学校园

传承育“ ”才“ ”出特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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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社区亲子科技体育赛事

埋下科技体育梦 争做红“芯”科学家

本报记者 王子纯文/图

在北京市昌平区流村小学，人人都会中国式摔跤。

从开设课后兴趣班，到引进课堂教学；从教师赛课获奖，

到小运动员勇夺桂冠；从大课间练习中国式摔跤自编

操，到学生身体素质和精气神明显提升……中华传统体

育运动项目中国式摔跤（以下简称“中国跤”）在流村小

学开花结果，形成学校特色，也成为学生心中“跤”傲。

2015年，昌平区教委体美科、体美教研室面向中小

学积极推广中国跤项目，流村小学被选定为实验校，这

与学校里“藏”着一位“摔跤名师”密切相关。两年前，女

子柔道运动员朱捷退役后成为流村小学的体育教师，中

国跤进校园让她再次有了施展专业技能的机会。

“柔道和中国跤虽有相似之处，但不一样的地方也

很多，比如动作名称不同，所以我也得从头学起，边摸索

边教学。”朱捷告诉记者，中国跤不尚蛮力，讲究以巧取

胜，以技赢人。刚开始接触这项运动时，学生们不敢练，

也不敢摔，为此朱捷想尽了办法，一方面培养和激发学

生运动兴趣，另一方面也在学习过程中做足保护措施。

“只有让他们在不断摔打中充分感受这项运动的巧劲，

才能渐渐爱上这项运动，也真正筑牢基本功。”

朱捷介绍，目前学校提倡大单元教学。“所以我在体

育课上会选择精品内容，让学生反复学练，可能一个动

作就会安排18次课，直到学生充分领悟和掌握。通过这

样的学习过程，他们现在基本都能背起同伴，并摔在软

垫上了。这种成功的喜悦孩子们是感受得到的。”不仅如

此，为了丰富学校的中国跤师资，朱捷还在校领导的支

持下，为全校体育老师展开项目培训。“现在我们的师资

面向全校学生展开基础教学没有任何问题。”朱捷说。

如今，学生不仅乐于在体育课上练习中国跤，学校

中国跤社团的火爆程度更让所

有人始料未及，涌现出了一批批

真心热爱这项运动的孩子。“我

进社团三年了，平时训练很辛

苦，但朱老师非常关爱我们，也

总有办法让这件事变得有趣，这

也是我能坚持下来的原因之

一。”六年级学生王雨欣说。她

在训练课上全神贯注，可以轻松

扛起15公斤重的假人道具，也能

将同伴稳健地摔在垫上，她笑着

说：“很开心，很有成就感。”

朱捷常说，“有条件要上，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为

了让中国跤以更加轻松愉快的

形式在校园普及，朱捷做了许

多尝试和努力，比如亲自缝补

制作假人道具。“不是所有孩子都摔得动假人，它比较

重，而且很直，不适合刚开始学习的孩子。”面对这个

问题，朱捷和前队友、老教师、领导集思广益，决定用

不穿的废旧衣服、报纸、沙子等材料，亲自为孩子们缝

补制作假人道具。经过多次实战和改良，他们又在假

人中塞入了沙包和跆拳道垫子，提升使用效果。

朱捷还与昌平区体美教研室教研员班建龙课题团

队成功编创“中国跤自编操”，并在全校推广。流村小学

副校长刘勇说：“全体老师也加入了大课间的跳操阵营，

锻炼效果非常好，师生都有很多收获，学校运动氛围进

一步提升。”刘勇观察，因为练习中国跤，近几年学生体

质健康水平明显提高，“小胖墩”比例明显下降。

王雨欣也表示，通过练习中国跤，自己的身体素质

大大提升。“以前我做20个开合跳就会累，现在做

50个都没问题。”

“开设中国跤课程，就是希望促进学生身心

健康发展，同时我们还与传统剪纸等课程关联

起来，充分挖掘和串联文化内涵，通过课程群发

挥整体育人功能。”刘勇表示。在流村小学教学

楼大厅，陈列着许多学生的手工制品，“C位”摆

放的是8幅剪纸作品，惟妙惟肖地呈现了踢、勾、

揣、拧、切、靠、跪、入等中国跤基本动作。“通过

剪纸艺术可以让学生再次熟悉中国跤的动作内

容，也让学生可以同时感受两种中华传统文化

的表现形式，增强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

刘勇说。

多元发展
让校园体育拥有更多可能

本报记者 顾 宁

本报记者 顾 宁文/图

本报讯 “奔跑吧·少年”2023年

鄂尔多斯市软式棒垒球锦标赛暨鄂

尔多斯市棒垒球进校园活动日前在

康巴什区未来学校开幕。本次赛事

吸引了18支参赛队共302名运动员

和教练员参与。赛场上，小选手们

激情四射，展示了精彩的技术和团

队配合。赛场外，活动还设置了开

幕式、文艺演出、网络直播等环节，

活动气氛异常火热。

本次比赛由内蒙古自治区鄂尔

多斯市教育体育局指导、鄂尔多斯

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主办。赛事着

眼于青少年体能、敏捷、团队配合等

综合素质，旨在促进中小学生素质

教育和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有效推

动鄂尔多斯市体教融合走深走实。

（顾 宁）

鄂尔多斯举办棒垒球进校园活动

跤

总局航管中心供图

科技体育 快乐体验

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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