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省珲春市第二实验小

学的排球馆内，午后的阳光透

过高大的窗户洒在地板上，反射

出温暖的光芒，击球声与指导声

交织。“注意手腕角度，对，就这

样！”来自延边大学的支教志愿者

张皓添正带着校排球队训练。珲春

第二实验小学排球队共有50多名队

员，他的到来有效缓解了学校排球

项目的教学压力。在这里，张皓添的

教学方式和学校体育老师、排球教练

梁强形成互补。梁强教学严厉，习惯

“先讲方法再讲道理”，而张皓添更擅长

和孩子拉近距离，“先讲道理再讲方

法”，通过游戏等方式让孩子在轻松氛围

中学习。支教期间，两人相互学习，共同

进步。

梁强回忆起初见张皓添时的情景：“那

时候他刚来学校，看我在进行排球训练，就

问能不能一起，我说行，那就一起练。”当时梁

强并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的到来会给学校

的排球教学带来如此大的变化。张皓添大学时

学的是高尔夫专业，但对排球有着浓厚的兴趣。

其实两人还有另一层渊源———都是延边大学的

校友。因此，当张皓添提出想和梁强一起带排球

队训练时，梁强第一时间就同意了。“我跟学校申

请了一下，学校也非常支持，张皓添就这样加入了

排球教学队伍。”梁强说。

张皓添的到来，不仅带来了新的教学理念，也大

大减轻了梁强的教学压力。“校队一共50多个人，我有

时候真的会心有余而力不足，他来了以后很好地解决

了这个情况。”现在在珲春第二实验小学排球队，张皓添

负责带女队和低年级队员，梁强则专注于指导高年级的

主力队员。两人分工合作，让训练更加高效。

虽然是校友，但两人的教学风格截然不同，却又完美互

补。“年轻人的教学方法跟我们的方法不太一样，我有时候确

实比较严厉，一般是先讲方法再讲道理，就是让孩子先听我讲，

然后再让他们学。但张皓添不是，他是先讲道理再讲方法，感觉

比我的办法更好一点。”梁强说，“因为我一上来就

比较严厉，有些孩子可能比较抵触，而他是先跟孩

子交朋友，拉近学生和教练的关系，更容易被孩子

接受。所以不仅是他在跟我学习，我也在跟他学

习，大家在教学相长中互相进步。”

六年级学生刘笑菲对张皓添的教学方式感受

很深。“张老师会在休息期间领着我们做游戏，比

如玩‘石头剪刀布’，谁输了谁做蹲起或折返跑，这

个过程中不仅能提升我们的体能，也能合理地利

用碎片时间，非常有趣。”她说，“跟张老师之间的

相处挺像朋友，平常他也会跟我们开玩笑。一开始

也挺紧张的，毕竟那时候跟他不熟，后来他先来跟

我们开玩笑，一来一回的，就变熟了。”

训练之余，张皓添还会和孩子们一起玩游戏，

拉近和他们的距离。“他总是跟学生开玩笑，气氛

调节得非常好，孩子们也愿意和他亲近。我往那儿

一站，队员们会远远地躲到一边。但张老师一来，

孩子们就会过去找他聊天‘张老师今天练什么’

‘今天上课怎么样’，相处方式确实是不一样。”梁

强笑着说，这种轻松愉快的教学方式，让孩子们更

加喜欢排球，也更加积极地参与训练。

虽然只有三个月，但梁强对张皓添的表现给

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张皓添工作特别认真。他

所学的课程和理念比我们那时候更先进。从训练

方面来看，他可能在实践经验和排球的专业性上

稍有欠缺，但他非常有热情，还敢跟学生说一些我

想不到的话。”同时，梁强也愿意将自己的经验传

授给张皓添，“不仅是训练上的经验，还有和队员、

家长沟通的方法。因为小学生家长往往会比较担

心孩子，比如上周有个家长打电话说孩子没带水

杯，让我帮忙告诉孩子去取并提醒他喝水。类似这

样的事情很多，所以需要对家长和孩子付出更多

耐心。”

除了教学，张皓添也在其他方面帮助着学校。

“我会教轮滑，帮孩子们做辅助训练，在旁边指导

一下动作或者帮助维持纪律，还会带二三年级的

体育课，通过课程和一些小游戏去提升孩子们的

身体素质、爆发力、敏捷力和反应力。”张皓添说。

选择参加支教，源于内心的责任感。张皓添告

诉记者，上学时他经常从新闻里看到西部及边疆

地区教育资源匮乏的报道，“照片里孩子们的眼神

特别单纯，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这让我深受触动。

再加上我在延边大学上学，学校的环境也对我产

生了影响，于是就萌生了加入支教团、为边疆地

区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的想法。”已经过半的

支教生活给张皓添带来很多改变，“尤其

是孩子们，给我带来了最直接的快乐，

这种快乐特别纯粹。当我陪他们训

练、夸他们‘跑得真棒’，他们就会

笑得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他们表

现出的对我的依赖，既是对我

的肯定，也让我更加坚定了

投身教育事业和志愿者事

业的决心。”

谈到对张皓添未来的

期许，梁强说：“希望他一定

要不忘初心，保持对生活的

热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情。即便别人不理解，也要

坚持下去。在以后的人生道

路上，不仅是在体育方面，

希望他能一直保持阳光的心

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希望他

能更加有耐心，把自己对生活

的热爱传递给更多人。”

六月末的吉林省安图县，松江中学的绿茵场

上，欢呼声与球鞋摩擦草地的沙沙声交织在一

起，一场2025年吉林省体育支教志愿服务“榜样

赋能 体育筑梦”校园行体育榜样大课堂活动正

在展开。长春大众卓越女子足球俱乐部青年队教

练员张明名，以及长春大众卓越女子足球队成员

黄迪、黄可茵、闫琪走进校园，给松江中学的学生

们上了一堂“特别”的体育课。

活动现场，身着专业队服的教练和球员们刚

一亮相，便引来孩子们的阵阵惊叹。张明名站在

队伍前方，目光坚定而又充满亲和力，她大声向

孩子们布置着当天的训练任务：“快速运球到中

间区域做一个假动作，做完之后把球传给你的同

伴，然后慢跑回到位置……”指导训练时，张明名

时不时就会大声向队员们强调着动作要点与训

练意义，鼓励学生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全力以

赴投入训练。

课程伊始，张明名率先示范起基础的带球动

作。只见她脚步轻盈，足球仿佛被施了魔法般，紧

紧跟随在她的脚下。“大家注意，带球时要压低重

心，用脚内侧触球，这样才能更好地控制足球。”

她一边讲解，一边重复动作，眼神时刻关注着场

下孩子们的反应。随后，黄迪、黄可茵、闫琪三位

球员分散到孩子们中间，进行分队指导。

场地一角，黄迪正耐心地纠正一名小学生的

传球姿势。“手臂要打开，给队友足够的信号，传

球时发力要集中。”她手把手地调整着孩子的动

作，脸上始终带着鼓励的笑容。被指导的孩子起

初有些紧张，但在黄迪的鼓励下逐渐放开手脚，

成功完成一次精准传球后，兴奋地跳了起来。而

另一边，黄可茵则带领着一群孩子进行射门练

习。“眼睛盯着球门，大胆发力！”随着她的一声

令下，孩子们纷纷鼓足勇气，用力将球踢向球门，

虽然有些球偏离了方向，但每次尝试都充满了活

力与热情。

训练间隙，记者跟参与足球课的学生们聊起

了天。她们一边擦着额头上的汗水，一边难掩兴

奋地分享着自己的感受。“在今天的足球课上，我

学了传球和假动作，这些技巧可太有用了，帮我

掌握了更多运球知识。”松江中学校足球队队员

李欣怡语气中满是开心，“我踢中后卫，这个位置

特别重要，得防止对方进球，要做好防守。”李欣

怡告诉记者，自己练足球已经有五六年了。“因为

热爱，而且足球能让我变得活跃，还能结识好多

朋友，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我的梦想就是成为

一名体育老师或者足球教练。未来我也一定会坚

持踢足球的！”

牛瑞仪是队伍里的守门员。“我觉得今天的

课虽然很短，但是让我收获了很多，专业运动员

们在团队配合上很默契，也让我对传球、接球和

跑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牛瑞仪说，选择足球，

是因为足球能让她收获满满，她特别喜欢足球

运动中团队间的默契配合，以及和队友共同庆

祝胜利。“我知道踢足球很苦，还常常受伤，我现

在膝盖就磕破了，但我坚信坚持就会有收获，这

些伤痕都是努力训练的成果，未来我会继续刻

苦训练。”

“青少年是足球事业的未来，我们走进校园

开展这样的活动，就是希望能在孩子们心中种下

足球的种子。”训练结束后，说起参与活动的初

衷，张明名表示：“希望通过我们的示范和指导，

让孩子们更直观地了解足球，感受足球带来的快

乐和团队精神。今天看到孩子们积极参与、充满

热情的样子，我觉得一切都很值得。”

时间来到下午，安图县两江镇中心小学的绿

茵场上，同样活力满满。吉林体育学院支教志愿

者黄龙正带着校足球队的队员们训练。他说：“选

择支教是受到学校宣传和学长学姐支教经历的

影响，我自己对体育教师行业也感兴趣，所以第

一时间报名参加。”三个月的支教经历让他收获

颇丰，从最初面对课堂的迷茫，到不断查阅资料、

设计教案，逐渐成长。面对乡村孩子相对内向的

性格，他选择通过课余时间与孩子们一起踢足

球、做游戏、聊天等方式，来拉近彼此距离。在他

看来，乡村孩子对足球的热爱尤为浓烈，学校浓

厚的足球氛围让他深受感染。

黄龙说，他希望在课堂上更多地引导学生去

思考。“我经常让学生带着问题训练，通过这样的

方式促使他们思考，加深他们对足球技术的理

解。比如我会问‘踢球过程中击球点位置不同会

产生什么结果’？实践证明这种方式既能提升学

生的积极性，又能帮助他们掌握更多知识。”黄龙

说，这种教学方法是他通过查阅网上资料并向学

校老师请教设计而来的，学生反馈良好。

尽管三个月的时间不足以让孩子们的足球

水平产生质的飞跃，但黄龙希望通过纠正运球、

传球等技术动作，让学生们的踢球方式更趋专

业。学生王馨逸说：“黄教练把枯燥的足球理论知

识讲得通俗易懂，他指导我们用脚内侧传球，让

我们的传球技术得到了提升，还让原本枯燥无

味的体育课变得生动有趣。”怀揣着成为足球

运动员梦想的她，虽未向黄龙透露心声，但已

在心中认定，黄龙教练的指导对自己的足球梦

想有着重要意义。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翼城县北关小学

教师李慧这次也跟随媒体团一起走进吉林，

考察这里体育支教志愿者的工作情况。在她

看来，学生热爱体育课，既源于释放学习压

力的天性需求，也得益于近年来学校体育

师资力量的改善。“以往偏远地区多由临

近退休的教师承担体育教学任务，如今大

量年轻专业体育教师的入职，给这里带

来了先进的理念与多样的教学方法，丰

富了学校体育的项目和内容，校园体育

氛围愈发浓厚。由此可见，体育支教对

于偏远地区学校意义重大。支教的体

育生往往具备较高专业水平，在教学

方法等方面更具优势，能够有效补充

师资力量。”李慧说。

不过她也希望，体育支教能

够长期化、常态化，让学生从训练

开始到结束，都能接受系统、完

整的体育教育，助力学生长期

发展。同时，她还提到家校共

育在体育运动推广中的关键

作用。“部分家长过于重视

成绩，担心孩子受伤或吃

苦，阻碍孩子参与体育活

动。只有改变家长理念，

获得家长支持，学校才

能更顺利地开展体育

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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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末的吉林省安图县两江镇中心小学，暑气

蒸腾的操场上，一群孩子正踩着粉笔画出的“绳梯”

快速腾跃。旁边的障碍训练区，灌满水的矿泉水瓶

在阳光下折射出细碎的光，孩子们绕着这些特殊的

“障碍桶”灵活穿梭，笑声穿透热浪，在校园里久久

回荡。

发明这些简易教具的，是来自吉林体育学院的

体育支教志愿者尚天赐。三个月前，这个怀揣武术

梦想的年轻人，背着练功服和教案来到这所乡村小

学。彼时的校园里，武术教育几乎是一片空白———

孩子们在现实生活中从未见过真正的武术招式，更

别提系统训练。“第一次示范五步拳时，他们眼里的

光让我特别触动。”尚天赐回忆道。

针对学生的零基础现状，他制定了分层教学计

划：三年级从五步拳入门，五年级则学习八极拳小

架。“五步拳比较简单，适合初学者打基础；八极拳

小架是传统拳，稍微困难一点，但能让孩子们更好

地感受武术的魅力。”尚天赐解释道。

更棘手的是教具短缺。“我原本常用的绳梯和

跳绳这里都没有，只有一些标志桶等基础教具。”尚

天赐清楚地知道，教具是孩子们进行专业体育训

练、提升运动能力的重要工具，若无法解决，体育课

的质量将大打折扣。看着孩子们渴望的眼神，他发

挥出自己的创造力———在操场用粉笔画出绳梯，收

集空矿泉水瓶灌上水当障碍桶。这些“土教具”竟意

外实用：踩绳梯练出了脚下生风的节奏感，绕水瓶

练出了急转急停的灵活性。体育课上，他带着孩子

们喊起武术口号，夯夯的脚步声与整齐的呼喝声，

成了校园里最有力的青春节拍。

五年级学生姚思宇如今已能轻松完成整套八

极拳动作。“我现在很喜欢武术，因为我变得更强壮

了。”姚思宇说。同是五年级的王琪则因为练习武

术，变得更加开朗。“练武术让我变得更大方，精神

气更强了。”王琪也说。三个月的武术学习不仅让孩

子们在身体上得到了锻炼，性格也发生了变化，这

让尚天赐收获了极大的成就感。“希望支教结束后，

学生们能够继续坚持每天打拳，强身健体。”这是他

由衷的心愿。

不仅是孩子们，尚天赐自己也在这三个月里收

获颇丰。“这是我第一次到小学支教，也是第一次在

小学上课，这里的老师们教了我很多，我学会了与

众多学生的相处之道，从当地学校老师身上也学

到了许多教学方法，自己获得了极大的锻炼。”

更让尚天赐惊喜的是，武术课正悄然改

变着校园氛围。他应学校邀请开设教师太极

拳班，每天大课间，数十位老师在操场习练

24式太极拳，飘逸的动作与孩子们的五步

拳、八极拳相映成趣。看着师生同练的场

景，尚天赐正计划着要带学校的老师和

孩子一起参加武术比赛。

暮色中的操场，尚天赐常带着几个

孩子加练。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

长，一招一式间，汗水滴落在画着绳梯

的地面上。三个月的支教时光，这个年

轻的武术老师用粉笔画出了梦想的轨

迹，用矿泉水瓶搭起了成长的阶梯。当孩

子们能流畅打出整套拳法时，当老师们在

太极拳中舒展身心时，中华武术的种子已

在这片黑土地悄悄萌芽。或许某天，这些曾

踩着粉笔绳梯的孩子会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但

那段在乡村小学里挥拳踢腿的时光，一定会成

为他们青春记忆里最难忘的画面。

2025年吉林省持续开展体育支教活动

志愿者们开启校园里的青春接力（下）

现场
体育榜样大课堂点燃青少年足球热情

绿茵场上的梦想传递

人物

排球馆里的支教故事

两代教练的互补与传承

故事

日前，多家中央媒体记者跟随2025年“走基层———青少年体育宣传采访活动（吉林站）”的脚步，深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安图县的多

所中小学，采访体育支教志愿者的支教生活。这些来自延边大学、吉林体育学院的支教志愿者们，用专业与热爱，在边疆校园的各个角落，通过自己的方

式让那里的孩子们感受体育的快乐，书写属于自己的体育支教故事，也持续着这场校园里的青春接力。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顾宁 卢苇

本版图片 王浩摄

在乡村小学播撒武术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