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和甘孜藏族自治州迎来

了一群朝气蓬勃的“川娃子”，他们怀揣着梦想，凭借扎实

的专业体育知识和炽热的青春支教热情，引领着这里的孩

子朝着充满阳光的未来迈进，也为这片土地注入了源源不

断的体育力量。

今年四川省体育局从成都体育学院、西昌学院、四川民

族学院、四川体育职业学院4所高校选派了100名支教志愿者

前往凉山和甘孜开展体育支教活动。支教过程中，志愿者们

为当地带来专业的体育知识与技能，引入了多样化的体育项

目，极大地丰富了孩子们的体育生活，激发了他们对体育的

兴趣与热爱。并通过与当地教师深入交流合作，促进了体育

教学资源的共享与优化，构建起一座双向教育的桥梁。

对于志愿者而言，这次支教经历不仅是一次传授知识与

技能的实践，更是一次深刻的心灵洗礼。在与乡村孩子们的

互动中，志愿者们被孩子们的纯真、坚韧和对知识的渴望深

深打动，这些宝贵的品质也反哺、激励着他们，让他们不断成

长，学会如何在有限的条件下创造无限的可能。

在支教中收获成长

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龙塘镇小学的操场上，四川体育

职业学院支教志愿者吉朵克布正带着学生做游戏，这是他上

体育课的特色之一。“支教期间，我主要教体育与健康。教学

过程中，我更多地采用游戏带入式教学方法，让学生参与到

运动中来，激发他们对体育的兴趣。同时，我也注重培养学

生的运动能力和协调能力，希望让他们真正理解和掌握动

作。”吉朵克布说，“龙塘镇小学共有三个体育老师，其中一位

老师受伤请假了，这期间全部由我来代课，再加上我自己的

课，一周差不多有二十多节，基本上一整天都在上课，感觉还

是很充实。”

在支教过程中，吉朵克布也遇到了一些挑战。由于学校

体育器材缺乏、体育场地不完善等现实原因，所以需要他更有

创造性地设计教学内容，才能确保学生能够理解和掌握动作。

同时，由于学生们的运动水平参差不齐，他还需要根据实际情

况调整教学方法，更个性化地指导每一位学生。“尽管支教工

作充满挑战，但我深信这是一次宝贵的经历。通过支教我不仅

能够帮助学生，让他们有机会接受更好的体育教育，激发他们

对体育的兴趣，发现运动天赋，改变命运，同时也能够提升自

己的教学能力，培养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会继续全力以赴，

为支教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虽然支教学校所在地生活不是那么方便，但是通过与

学生、老师的朝夕相处，我的生活充实而丰满。”四川体育职

业学院支教志愿者崔慧说。在盐源县政府街小学的支教生

活中，她体会到了很多快乐与激情，感觉到自己能做的事情

有很多。“学校给我安排了五年级两个班和四年级一个班

的道德与法治课、一年级三个班的体育和美术课、二年

级一个班的体育课，以及一年级和五年级的乒乓球兴

趣课。正是因为这些课程安排，让我和孩子们有了更

多相处的机会。在常规教学中，我认真对待教学的

每一个环节，对教学效果不断反思，不断和学生交

流沟通。我平等对待所有学生，常常鼓励他们放

远眼光，开拓知识面，抓住亮点谋求更高发展。

学生们喜欢我，与我做朋友，让我在老师与朋

友的角色中时时转换；学生们尊重我，让我深

深感受到我的责任与义务。学生们偶尔也会

惹我生气，有时让我不知所措，这让我学会

了怎样教育他们，以及宽容。”

不仅与学生成了朋友，崔慧和学校

里的老师们相处得也很融洽。“我们一起

讨论功课，讨论生活。支教让我多了一

份对于社会的新认识，让我更加明白了

自己今后的路应该怎样走。学校领导

对我们也很关心，不管是在生活中还

是在工作中遇到困难，他们都会尽其

所能地帮助我。”

为山区孩子打开一扇窗

在海拔3000多米的甘孜藏族自

治州九龙县，初到这里的四川民族学

院体育支教志愿者克服高海拔带来

的不适，怀着热爱和使命分别前往不同学校开展

体育支教工作。在九龙城关一小与呷尔镇学校，

体育支教志愿者们不仅引入了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毽球进入体育课堂，让同学们在传承民族文化

的同时，增强身体素质，还积极参与学校课间操

的编排工作。在教学设计上，支教志愿者不仅注重

学生运动技能的掌握，还积极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

意识、竞争意识及终身体育意识。体育支教志愿者的

到来让受援学校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日益浓厚，学生

们积极主动参与体育运动成为校园中一抹亮丽风景。

支教，为山区的孩子们打开了一扇窗，让他们看到了更

广阔的世界。这是来自西昌学院体育学院支教志愿者赵夏恒

的切身感受。“每次在体育课教学内容完成之后，我都会坐下

和同学们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学习及家庭情况。每节课我

都会为孩子们讲述我到过的城市，并通过手机让他们看看外

面世界的多姿多彩，很多同学都感到不可思议。他们无法想

象‘天府之国’成都的美丽，不能理解山城重庆的‘魔幻’。我

还给他们描述大学生活的精彩，讲述学习对今后人生的重要

性。有的同学在听到一些城市或者大学的名字后会说自己的

哥哥或者姐姐就在那里，眼中满是憧憬。我与我的学生们无

话不谈，我把自己想象成他们的哥哥，与他们亲切交流。”真

诚是相互的，赵夏恒喜欢他的学生，学生们也很喜欢他。学生

们会在赵夏恒搬运体育器材的时候争先恐后地帮忙，会教他

彝文祝福语，还给他分享糖果。“他们的天真与真诚让我感到

莫名开心与感动。”赵夏恒说。

支教也让志愿者们体验到了繁忙学业之外的另一种生

活。四川体育职业学院支教志愿者钟涛说：“支教不仅让我

的人生更充实，还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让我有机会用我所

学的知识去回馈社会，将知识传递。”课堂上，钟涛从一开始

的紧张、毫无头绪，到现在变得教学思路越发清晰，遇到学生

课上哭闹、告状等情况，也能游刃有余地处理。“学生们还会

在课下跟我说他们的开心事，看到他们滔滔不绝的样子，我

仿佛就明白了支教的意义，觉得周围的空气都因他们而变得

愉悦和甜蜜。”

飞盘“飞”进大凉山

在今年的支教中，飞盘无疑是孩子们的“新宠”，

它“飞”进了大凉山，也“飞”到了学生们的手中，

为偏远地区的孩子们带去全新的运动体验。

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新民中学的

操场上，每天都有一群追着飞盘奔跑

的孩子们。在支教老师的指导下，

他们学习投掷技巧、战术配合

及比赛规则，他们不怕失

败、敢于挑战，飞盘技

能在短时间内有了

显著提升。飞盘

运动让他们更

加 懂 得 尊

重、分享

和团结，对学习和对未来也更加坚定。在越西县的另一所中

学，西昌学院的支教志愿者正与孩子们一起奔跑、欢笑。他们

领着学生组成了一支“特殊”的支教飞盘代表队，希望通过飞

盘运动，为这里的孩子们带来新的知识和更多快乐。

西昌学院志愿者阿尔尔布说，“飞”进来的飞盘运动迅速

在学生中间流行开来。队员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投掷技

巧、战术配合及比赛规则，技能水平在短时间内有了显著提

升。“每当课后和课间，操场上总能看到孩子们欢快地追逐

着飞盘。飞盘队的组建更是激发了学生们参与的积极性，不

仅丰富了课余生活，还让他们学会了团队合作，增强了身体

素质，同时也为他们树立了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训练场上，孩子们的汗水洒落在每一寸草坪上，每一次

奔跑、每一次跳跃、每一次投掷，都是对自己的挑战。每当训

练开始，场地上便充满了奔跑的身影和飞扬的飞盘，孩子们

的笑声和呐喊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个场地最动听的旋

律。每当训练结束，孩子们还会聚在一起分享今天的收获和

明天的目标，眼神中闪烁着对运动的无限热情。“这份热情不

仅仅体现在比赛场上的胜利，更体现在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

对未来的憧憬。通过飞盘运动孩子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青

春，什么是梦想。”阿尔尔布说。

师资培训提升职业素养

为进一步提升民族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学校体育教师

的业务能力和职业素养，不断深化体教融合特色发展，补齐

基层体育教学短板，体育支教期间，四川省体育局主办了两

期四川省体育支教“双百”计划学校体育教师技能提升

培训班，分别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和甘孜藏族

自治州举行。两期培训分别有来自凉

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布拖

县、盐源县、喜德县的

60名中小学体育

教 师 和 甘

孜藏族自治州九龙县、泸定县的40名中小学体育教师参与。

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培训中，主办方围绕当前青少年体

育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新变化，组建专业授课团队，课程

内容包括体育课教学组织与设计相关知识，篮球、足球、武术

等运动项目训练相关知识，青少年体能训练相关知识，运动

训练计划制定，运动人体科学基础知识，运动康复在学校体

育应用及新兴体育项目飞盘鉴赏等。培训以专题讲座、现场

教学、交流研讨、结业考试等形式将理论与实践融会贯通。

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培训中，培训内容经过精心设计与

策划，不仅覆盖了青少年体能训练、班级体育活动组织与设

计、新课标下的体育教学理念与实践等基础内容，还融入了

休闲运动赏析（攀岩、飞盘）、青少年足球运动训练、大课间操

创新与编排等前沿体育课程，旨在全面提升参训教师的专业

素养和教学创新能力。培训还邀请到体育教育领域的专家学

者和一线优秀教师，通过生动的案例分析和宝贵的经验分

享，为参训教师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和灵感来源，极大地提

升了培训效果。

参训教师们纷纷表示受益良多，将把所学知识和技能应

用到日常教学中，努力提高学生的体育兴趣和运动能力，为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

自己的力量。同时，他们也对主承办方和授课团队表示衷心

的感谢，对其提供的优质培训资源和周到服务给予了高

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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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心降低

一点，脚下、手

上要加起来，快一

点，打起精神来，加油，

快快快。”在四川省内江

市资中县体育场足球场上，

资中女足负责人廖峻锋正在训

练初中年龄段的队员。在这里，每

天都可以看到资中女足热情洋溢的

训练场景。无论是体能锻炼、技术提

升或是团队协作，每个队员都在球场上

全力以赴。

近年来，资中女足的名号十分响亮，在

“背篼精神”的指引下，姑娘们在国家、省、

市各级大赛中奋勇拼搏，取得了无数亮眼的

好成绩。成绩的获得除了她们自己日复一日

地坚持不懈，还离不开球场边教练的指导。这

就不得不提到资中女足负责人廖峻锋、主教练

肖瑞琪，他们不仅是工作中的好搭档，也是足球

场上的“夫妇档”。

2007年，20岁出头的廖峻锋从四川省体育职

业学院毕业后，回到家乡资中县，担任资中女足

教练员。这些年来，廖峻锋和姑娘们发扬“艰苦奋

斗、顽强拼搏、科学训练、追求卓越”的新时期资中

女足“背篼女足”精神品质，先后为国家集训队、省

队一线二线等队伍输送了30余名队员。而肖瑞琪

从成都体育学院毕业后，也放弃了高薪，选择

回到家乡成为一名女足教练，教更多女孩踢

球。“我踢足球是廖峻锋教的，这些年来，我们

之间建立了深厚的默契，无论在平常训练策

划，还是比赛的战术布置上，都配合得很好。”

肖瑞琪说。如今，这对因足球而结缘的夫妻“强

强联合”，积极投身于资中女足的训练指导，为

本地的体育事业奉献力量。

这些年来，在廖峻锋和肖瑞琪的带领下，

资中女足先后获得了多项荣誉，让资中女足成

为全国青少年足球队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劲

旅”。资中女足队员李星雨说：“廖峻锋教练是

一个很严厉的人，肖瑞琪教练对比起来显得很

温柔，但在训练中对大家依然很严格。我非常

喜欢这两位教练，也由衷地感谢这两位教练。”

对于未来，这对女足“夫妻档”也已经有

了规划。廖峻锋表示，接下来将继续在全县范

围内大力推进女足青训标准化、体系化建设，

大力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完善足球竞赛体

系、改进足球专业人才培养发展方式，为中国

足球、四川足球运动的发展贡献积极力量。肖

瑞琪表示，今后还将继续发扬“背篼女足”精

神品质，认真开展好日常训练，指导孩子们取

得更好的成绩，持续擦亮“资中女足”这块金

字招牌，为内江“体育强市”建设作出应有的

贡献。

体育支教 一段关于梦想的旅程

足球“夫妻档”带领
资中女足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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