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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阶段是塑造学生习惯的黄金时期，
体育课堂以其独特的实践性、互动性，为学
生习惯养成提供了肥沃土壤。在操场上奔
跑、跳跃、协作竞赛的过程中，学生能逐步养
成规律运动、遵守规则、团队协作等习惯。
这些习惯宛如点点繁星，汇聚起来将照亮学
生成长之路，使其受益终身，因而挖掘小学
体育教学中的习惯养成策略至关重要。

一、小学体育教学中促进学生良好习
惯养成的重要性

（一）助力身体健康成长
培养学生规律参与体育锻炼的习惯，

能有效增强体质，提升免疫力。如坚持每
日晨跑、课间跳绳的习惯，可促进心肺功能
发育，为学生茁壮成长奠定坚实身体基础，
降低患病风险，让他们活力满满迎接学习
与生活挑战。

（二）塑造健全人格品质
体育教学中的规则习惯养成，教导学生

尊重裁判、遵守竞赛规则，培养自律精神；团
队合作项目促使学生学会倾听、沟通、协作，
面对困难相互支持。这些点滴积累，塑造学
生诚信、负责、友善等健全人格品质。

（三）提升学习与生活效能
良好的自我管理习惯，如自主准备体育

器材、合理安排锻炼时间，迁移至学习生活
中，帮助学生高效规划学习任务、管理个人
物品，提升学习效率，培养独立生活能力。

二、小学体育教学中学生习惯养成现
状剖析

（一）运动习惯参差不齐
部分学生热爱运动，课余主动参与体

育活动，但仍有不少学生缺乏日常运动意
识，体育课上表现消极，课余更是“宅”着不
动，未形成稳定运动兴趣与习惯，身体素质
提升缓慢。

（二）规则意识淡薄

体育课堂上，常有学生不遵守队列纪律、
擅自违规操作器材，竞赛时无视裁判判罚、争
吵耍赖，反映出学生对规则的漠视，未深刻理
解规则保障公平、维护秩序的重要性。

（三）合作能力欠缺
小组合作学习或团队竞赛时，一些学

生以自我为中心，独占器材、不愿分享运动
技巧，沟通不畅导致任务执行混乱，难以发
挥团队合力，合作习惯亟待加强。

三、小学体育教学中促进学生良好习
惯养成的有效策略

（一）优化课程设计，渗透习惯养成教育
1.制定习惯培养目标。结合体育课程

标准与学生年龄特点，各年级分层设定习
惯目标。低年级聚焦基础运动习惯，如正
确穿戴运动装备、听从指令集合；高年级侧
重复杂合作、自我训练习惯，如制定个人锻
炼计划、组织小型体育赛事。

2.开发习惯养成课程内容。创编习惯养
成主题体育课程，如“运动礼仪与规则”“团队
协作训练营”等，将习惯教育融入趣味体育活
动。以“运动安全习惯养成课”为例，通过模
拟运动受伤场景，教导急救处理、防护装备使
用，让学生在实践中牢记安全规则。

（二）创新教学方法，激发习惯养成动力
1.情境教学法。创设生动体育情境，

如“奥运赛场”“动物运动会”，学生扮演角
色参与赛事，在情境中自然遵循竞赛规则、
学习运动员拼搏精神，强化规则与进取习
惯。例如模拟“森林马拉松”，学生扮小动
物沿设定路线奔跑，遵守“不抄近道”规则，
体验坚持完成赛程的成就感。

2.游戏化教学。设计各类体育游戏，
将习惯要求融入其中。“接力拼图大赛”游
戏，每组学生接力跑步取拼图碎片，需遵守
交接棒规则、团队协商拼图策略，培养合
作、守规习惯，同时激发运动热情，使学生

在欢乐中养成好习惯。
（三）强化教师引导，榜样示范促习惯

养成
1.言传身教。教师以自身标准姿态、规

范动作、守时守约等行为为学生树立标杆。
上课提前到场布置器材，示范正确运动姿
势，讲解清晰洪亮，用行动传递严谨认真的
运动态度，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感染。

2.及时纠错与鼓励。课堂发现学生不
良习惯，如乱扔器材、插队，教师及时温和
纠正，告知危害；对习惯养成表现出色学
生，如主动整理器材、帮助同学提升运动技
能的，当众表扬，强化正向行为。

（四）完善评价激励机制，巩固习惯养
成成果

1.多元化评价指标。构建涵盖运动习
惯、规则遵守、合作表现、自我管理的评价体
系。观察学生日常体育课参与度、器材爱
护、团队融入等，定期记录评价，如每周评选

“体育习惯小明星”，激励学生全面发展。
2.激励性反馈。评价结果及时反馈给学

生与家长，采用表扬信、荣誉证书、成长记录
册等形式。对进步显著学生，教师私人定制
激励方案，如奖励运动手环鼓励坚持锻炼。

四、家校社协同，拓展习惯养成空间
（一）家庭教育配合
家长以身作则，坚持规律运动，带动孩

子参与亲子体育活动，如周末登山、骑行；
日常监督孩子作息，确保充足睡眠以保障
体育课精力，引导孩子自主整理运动物品，
延续学校习惯养成教育。

（二）社区资源助力
社区组织体育赛事、健身讲座、儿童运

动俱乐部等活动，为学生提供课外锻炼平
台。学校与社区联动，推荐学生参与适宜
项目，让学生在社区环境中强化体育技能，
拓展社交，巩固良好习惯。

小学体育教学中促进学生良好习惯养成的有效策略
□ 市汪曾祺学校小学部 蒋凌

在教育的旅程中，我们常常专注于知识的传授，
却容易忽视美的教育。最近，有幸读到一本名为《蓝
色吉他变奏曲：美的教育》的书，它引起我对于教育
本质的思考，也让我重新审视美育在教育中的独特
价值。

这本书以“蓝色吉他”为隐喻，探讨了美的教育在
学生成长中的重要性。作者玛克辛·格林将美的教育
比作一把蓝色的吉他，它不仅能奏出美妙的旋律，更
能触动人心，激发灵魂深处的共鸣。她强调，美育不
仅仅是艺术教育或艺术欣赏，更是一种通过感知和想
象力与世界建立深刻联系的方式。这种教育方式超
越了传统的知识传授，更多地关注个体内在的感受和
体验，能够帮助我们摆脱麻木，激发创造力。这一观
点让我认识到，美育的价值在于它能够触及人的灵魂
深处，唤醒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在日常教学中，我们常常被课程标准和考试成绩
所束缚，忽略了学生内心世界的丰富性。然而教育的
真正目的应该是培养一个完整的人，一个能够感受
美、创造美的人。格林在书中指出，审美教育不仅涉
及对文学、美术或音乐的鉴赏，还包括发现日常生活
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这种教育理念打破了美育的局
限性，将其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在语
文教学中，我们可以引导学生欣赏诗词的韵律之美；
在数学教学中，可以探索几何图形的对称之美；在历
史教学中，可以感受古代文明的艺术之美。美的教育
无处不在，只要我们用心去发现，用心去引导。

书中还提到，艺术“让僵化的世界开口说话、唱
歌，甚至跳舞”，艺术作品往往能够跨越语言的障碍，
直接与人的心灵对话。就像书中所描述的“蓝色吉
他”，它通过不同的变奏，展现了生活的喜怒哀乐，让
读者感受到艺术的力量。在教学中，我们也可以通过
艺术作品，引导学生去感受情感的多样性。例如，通
过欣赏一幅画作，让学生体会画家的情感；通过听一
首曲子，让学生感受音乐背后的故事。美的教育能够
让学生在情感上变得更加细腻，帮助他们学会理解他
人、理解生活，从而更好地面对成长中的各种挑战。
美的反面是“麻木”，而美育正是帮助人们摆脱麻木、
激发创造力的关键。通过美育，我们能够突破既有经
验，以全新的视角看待世界、他人和自我。这一观点
与当下时代对个体全面发展的追求不谋而合，美育成
为了塑造个体素养、提升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

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美的传递。美
的教育能够让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对生
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追求。将美的教育融入到课程
中，用艺术之美点亮学生的心灵，当教育充满美的力
量时，学生的心灵也会变得更加丰富和美好。

美育点亮心灵
——读《蓝色吉他变奏曲：美的教育》有感

□ 徐淑瑾

儿时，老家旁边有一所书馆，那是我最为
钟情的去处。油光锃亮的红漆木门终年敞开，
踏入其中，便是正厅。那里总是济济一堂。人
们或是回味上一回书的结局，或是揣测下一回
书的情节，聊至兴起时，引发一番争论亦是常
事。然而，当说书先生从帘后悠然踱步而出，
众人便会瞬间安静下来。

先生乃此地名嘴，我对他的说书可谓喜爱
至极。他有一件红色长袍，将他衬托得愈发精
神抖擞。他环顾四周，露出满意的笑容，而后
缓缓走向书案，一挥衣袖，一扬头颅，引领大家
进入说书的艺术世界。听曹操与刘备争夺荆
州，听黛玉葬花于园中，听岳飞挥师北上，听杨
家将忠勇卫国……正听得如痴如醉、半梦半醒
之时，“啪”的一声，惊堂木响起，“欲知后事如
何，且听下回分解！”先生得意一笑，缓缓踱步
返回后台，留下意犹未尽的我们。

如今，各式各样的有声书、电子书充斥着
我们的生活，但我依旧无法忘却记忆中说书先
生的声音。于是，怀揣着儿时的情思，我回到
了那个熟悉的地方。

门上的红漆已然剥落，“吱——”，那是岁
月的低吟。正厅不见昔日的热闹景象，十座九
空。我坐在最前排，静静等待开场，心中满是
怅然。

年迈的说书先生从帘后探出头来，红袍早
已陈旧，脸上爬满皱纹，银丝也悄然生出。他
缓缓踱步上台，那张略显失落的脸面对寥寥观
众时，重新焕发出光彩，一挥袖，一扬头，带我
走进熟悉的说书世界。听悟空降妖伏魔，听诸
葛巧借东风，听东坡乌台冤案，听宝马腾空嘶
鸣——只是这嘶鸣少了往日的雄浑气势。

我轻轻叹了口气：“先生老了！”忽闻邻座
轻声低语：“三十年如一日，实在不容易啊
……”我猛地抬起头，说书先生人已苍老，衣已
陈旧，但神色依然，仍是那般认真，动作收放自
如，声音高低起伏。先生敲响惊堂木，离开时
步伐已然有些踉跄。

走出书馆，我情不自禁地朝着那红漆木门
深深鞠了一躬……

指导老师石羽

说书
□ 市汪曾祺学校八（4）班 陶一睿

六月的毕业终会如期而至，六年书
写的画卷将在跌跌撞撞里悄然定格，再
炽热的相聚终要归于星散。世间本无
永恒的筵席，若相遇是离别的伏笔，那
么别离便是重逢的预言。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斑驳的
光影，仿佛也在诉说我们将要结尾的故
事。站在教学楼的走廊上凝望校园里
的一草一木，喉间忽然哽住千万句未言
的心绪。此后人生的盛夏或许更绚烂，
却再难寻这般纯粹的热烈，正如诗中所
叹：“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
游。”

暮色漫过窗棂，课桌上铺满密密麻
麻的试卷和写着同学签名的书本，上面
狂荡不羁的字迹尽显少年的意气风发、
肆意生长，那是独属于少年们的美好。
夕阳的余晖洒在校园里，我们依然坐在
教室里，传来传去的纸条是少年时代最
真实的写照，那是独属于校园的美好。
总以为毕业遥遥无期，转眼间却已站在
分别的路口，岁月如长河奔涌，卷走时
光的砂砾，只留下掌心紧攥的回忆。

小学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礼，挥
别稚嫩，迈向成长的渡口。犹记初入学
时，我们如一群新生的雏鸟扑棱着好奇

的翅膀。教室里，我们认真听讲，笔尖
划过纸张的声音是最动听的音乐；操场
上，我们挥洒汗水，奔跑的身影是最优
美的风景；实验室里，我们探索未知，求
知的眼神是最闪亮的星辰……六年的
时光将懵懂雕琢成坚定，让怯懦蜕变为
从容。

最珍贵的是那些黑暗中的微光。
考试失利后，班主任轻拍我的肩膀说：

“跌倒的地方也是重新出发的起点。”心
情低落时，同学们轻柔的安慰使我走出
伤感……这些片段如同散落的拼图，最
终拼凑成名为“童年”的璀璨星图。在
这即将离别的日子，我要向老师深深鞠
躬——是您用知识的清泉浇灌我们成
长；我要和同学们紧紧握手——是你们
的笑声串成我记忆里最闪亮的珍珠。

亲爱的老师，我们定会带着新的故
事，回来看望这片培育梦想的土壤。

指导老师 董仲春

盛夏未央，星散成诗
□ 市实验小学东校区六（6）班 左希闻

聪明，往往令人羡慕。因此，有的
同学怕别人说自己笨，求知时不懂装
懂，有了问题又不敢向人请教，结果真
的越来越笨；还有的同学，喜欢在别人
面前炫耀自己知道的一点东西，以示聪
明，骄傲自满，瞧不起别人，听不进意
见，知道的东西也就越来越少了。

其实，天生的聪明是没有的，天才也
是不存在的。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人们
先天智力差别，但总的看，这种差别还是
不大的。伟大的科学家牛顿、爱因斯坦、
爱迪生都不是神童。牛顿终生努力学
习，很少在午夜两三点以前就寝，常常
是通宵达旦地学习、工作。爱因斯坦读
中学时学习成绩平平，考了两年大学才
被录取。在大学里，他的学习成绩也不
出众。毕业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找不到
工作，后来当了七年职员。就在这七年

里，爱因斯坦利用业余时间奠定了相对
论的理论基础。爱迪生由于种种原因，
只念了三个月的书，在班上学习也很差，
但是他后来努力自学，以顽强的毅力刻
苦钻研，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有成就的发
明家。由此可见，真正的才能无一不是
从努力学习中获得的。我们要想取得
非凡的成绩，就必须努力地学习。

爱迪生说：“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
感加百分之九十九的血汗。”只有脚踏
实地，努力学习，增长知识，才能在实践
中变得越来越聪明。

指导老师 赵桂珠

聪明与努力
□ 市外国语学校 黄捷

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色框架眼镜，皮肤与煤炭颜色有
的一拼，乍一看，还以为是非洲兄弟。之所以皮肤那么
黑，是因为酷爱钓鱼而风吹日晒的，他就是我的老爸。

我爸只要有空，朋友一召唤，他就急匆匆地出去
钓鱼了，我们都想不出好法子来阻止他。不过，我爸
的钓鱼技术还是很厉害的。

有一次，我爸提着一大堆装备，带着我来到高邮
湖边钓鱼，让我真正见识了他的垂钓本领。

一坐下，我爸就准备打窝。只见他将鱼食一下
子全倒在大盆子里，接着加入点湖水，开始搅拌，然
后揉成一个个球形。那味道可香了，闻着，我都垂涎
三尺了。“啪嗒……啪嗒……”爸爸随手扔了几个小
球到湖里。

等待的同时，我爸调整鱼竿，穿好鱼线，并在鱼
钩上挂上一条仿真鱼。爸爸先把鱼竿往后一甩，再
往前一抛，“咚”的一声，鱼钩就在湖里静静地等着鱼
儿上钩了。

不过一会儿，水面上传来听啵”的一声，鱼上钩了。
我爸原本还坐在那刷视频，听到声音，他一下站了起
来，立马拿好竿，开始快速地转动手柄、收线。但那条鱼
的劲可大了，“哗啦啦……”似乎就要咬着钓线逃跑。我
爸可不给它机会，他开心地说：“这条鱼可不小呢！”便使
出更大的力气，扯着鱼竿，身子往后仰，慢慢往后一步步
地退，按着节奏转动手柄，与那条鱼相持着。终于，鱼被
拉到了岸边，他立即抄起渔网，把鱼给捞了进去。

我俩仔细一看，哇，居然是条大黑鱼！爸爸骄傲
极了，拿手机对着那鱼拍了又拍，发到微信朋友圈。
我也好奇地摸了摸那大黑鱼，没想到它仍有余力，甩
了我一身水。

瞧，我爸钓鱼厉害吧？我可有口福啦！
指导老师 徐加浩

厉害的老爸
□ 市第一小学五（5）班环唯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