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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举行的全国马术场
地障碍青少年锦标赛上，一位
宁波少年，来自宁波至诚高级
中学高一（7）班的尤彦贺同学，
凭借出色稳定的发挥，和伙伴
们一起斩获青年B组团体冠军，
同时获得青年A组个人赛季军
的好成绩。

（2月21日《现代金报》）

从第一次上马到 14 岁成为
国家二级马术运动员并多次参
加各类大型比赛，再到走上全
国马术场地障碍青少年锦标赛
斩获奖牌。在尤彦贺同学身上，
我们得到了如何培养孩子特
长、促进孩子个性化发展的良
好启迪。

尊重兴趣是培养特长的前
提。兴趣是学习的动力，培养孩
子的特长，要重视发现和尊重
孩子的兴趣。在这个过程中，孩
子的兴趣有时可能是不健康
的，有时还是瞬时的，需要家长
注意熏陶、及时抓住。做孩子兴
趣的熏陶者、发现者、陪伴者，
尤彦贺妈妈的做法，不乏启迪
意义。

敢于舍弃是培养特长的关
键。一个人养成几种好的特长
爱好并不难，难的是如何摆脱
羁绊，从几种特长爱好中选准
一两个来重点发展。现实中，面
对孩子的特长爱好，有的家长
难免出于“会不会耽误学习”

“多一项特长就多一项选择”考
虑，在支持孩子到底怎样发展
上陷入纠结。尤同学一家人经
过商量，果断放弃击剑、曲棍
球、滑雪等爱好，专注于马术训
练，这一做法也不乏启迪。

直面挫折是培养特长的根
本。很多孩子有知难畏进的天
性，面对挫折失败常常很快败
下阵来、改弦易辙。面对这种情
况，有的家长会疼惜孩子随意
放弃，而一些有经验的家长则
会分析孩子到底喜不喜欢、适
不适合，如果是，就要努力找出
问题所在，想办法鼓励孩子克
服。尤彦贺家人发现孩子在遇
到这种情况后并不看重失败，
而都会与教练商量，在意如何
跟搭档马之间交流、提升完成
路线的流畅度，于是并不干涉，
只“为孩子骄傲”。这个孩子固
然懂事，但家人对孩子的巧妙
鼓励，同样不乏启迪意义。

张小军

近日，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武汉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宣
布向校友和部分社会人士开放校
园，部分高校也发文允许家长和
校外人员入校。与此同时，四川成
都和浙江宁波等地教育部门，也
先后表态将逐步推动高校恢复面
向社会开放体育场馆设施。记者
在采访中了解到，虽然国内疫情
防控政策持续优化，但目前大部
分高校对校外人员仍未开放，或
者仍采取有条件开放的措施。

（2月22日《工人日报》）

1月1日起施行的《体育法》提
出，国家鼓励和支持机关、学校、
企业事业单位的体育场地设施向
公众开放。查看相关数据，至 2021
年底，全国体育场地面积 34.11 亿
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41平
方米。在整个场地面积中，包括高
校在内的事业单位体育场地面积
占比最大，超过40%以上。然而，多
数学校尤其是高校的体育场馆对
外开放状态并不理想。有研究显
示，近年我国学校体育场地对外
开放率仅为三成左右，与群众需

求差距明显。既然高校的体育场
地资源相对丰富，为什么整体开
放度不高呢？

梳理媒体报道，原因大体有以
下几方面：一是担心学校体育馆
开放时间与体育教学出现冲突；
二是害怕学校体育场馆设施开
放，可能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三
是认为社会人员的增多，会使本
校学生运动机会相应减少。更重
要的是，对于采取什么样的管理
模式，如开放项目、收费标准、维
护保障以及如何对活动人员、活
动场地、活动秩序进行有效管理，
出现意外时如何划分责任等，缺
乏具体明确规范，使得许多高校
不愿、不敢开放。

推动高校体育场地设施对外
开放，需多措并举消除学校的后
顾之忧。比如，在开放时间方面，
可考虑为工作日每天不少于 2 小
时，安排在正常教学时间之外；双
休日、节假日、寒暑假每天不少于
8 小时。室内体育场馆开放时间为
双休日、节假日、寒暑假，每天不
少于 8 小时。在收费方面，室外体
育场地，如室外篮球场、足球场、

羽毛球场，可考虑不收取管理和
服务费；室内场馆确需收取管理
和服务费，应由政府规范服务收
费标准。

高校体育场地设施对外开放
后，维护资金及管理人员工资不
是小数目，这需要政府相关部门
积极研究解决。比如，从 2011 年开
始，北京市体育局、市财政局、市
教委每年根据学校体育设施向社
会开放的评估结果，对先进开放
校进行奖励资助。同时，深入探索
高校体育场地设施对外开放的公
益化使用和社会专业团队运营相
结合的路子，既能提升学校体育
场地开放度，满足市民健身需求，
也能缓解学校的管理与资金压
力，实现多赢。

此外，高校应制定社会人员进
校健身的安全预案、管理守则和
风险防控措施；有关部门应明确
安全责任边界，推动学校购买专
项责任保险；社会公众也应遵守
各场馆规章制度，讲究社会公德、
公共文明，促进高校场地设施开
放共享规范有序、行稳致远。

付彪

今日金评

让高校体育场地设施开放无后顾之忧

2023 年春节以来，各大景区
人头攒动的熟悉场景又回来了。
数据显示，春节期间宁波各景区
接待游客数和旅游收入与去年同
期相比均有大幅增长，文旅市场
正展现复苏态势。在这样的大环
境下，研学游作为文旅市场的重
要分支，也蓄势待发。这个春天，
宁波许多中小学已将春季研学游
提上日程。

（2月21日《现代金报》）

研学游，是基于情境性教学的
需要，是课堂教育教学在校外的
延伸。一直以来，很多学校都高度
重视研学游活动，并取得了丰硕
的教育教学成果。但是，抗疫三
年，研学游活动不得不停止。随着
抗疫的胜利，研学游被重提教学
日程，且呈现需求量暴涨的趋势。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将研学游
活动做好？需做好以下工作。

一要以教学需要为起点，明确
“向哪里游”。研学游不是去旅游，

也不是将学校教学模式换个地方
实施。在研学游地点的选择上，要
避免三个误区，即向旅游城市游，
向著名景点游，以及跟风游。当学
校教育教学有研学游需求时，应
根据教学内容对研学游地点进行
认真的研讨，以就近为原则，选择
切合学校实际且有利于教学更好
开展的研学游地点。例如在红色
文化教育中，应就近选择革命老
区、重要战役发生地等区域作为
研学游地点。

二 要 在 研 学 游 的 过 程 中 让
“研”“学”“游”三者之间相得益
彰。研学游是与学校教学不一样
的学习方式，要让这项活动走深
走实，必须要处理好“研”“学”

“游”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学”
是研学游的逻辑起点，如果没有
明确的教学目标，不要草率开展
研学游活动；其次，“游”的目的是
为了更好的“学”，切勿只游不学、
或游得太少学得太多；再次，当

“游”与“学”在内容与形式上匹配

得较好时，还要把“研”做好。只有
这样，研学游活动才能达到预期
的目的。

三要把“研学游”做成“研学
优”。研学游面对的是在校学生，
无论是学校组织的研学游活动，
还是文旅产业开发的项目，都要
以更好地实施教育教学为目的，
把研学游活动做优。在研学游活
动开展前，先要明确教学目标，并
对活动期间的课程设置、课程实
施、师资配备作出科学的安排。在
研学游过程中，每项活动的开展
都应与学校教学一样科学有序，
让学生们带着学习目的畅快淋漓
地“游”，在“游”中促进“学”走向
深入，在“游”与“学”中提升“研”
的品质。

2023 年春季开始，研学游活
动会呈现“蹭蹭蹭”暴涨模式，只
有从课程建设高度出发，让研学
游成为行走的校本课堂，才能把
研学游活动做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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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驰人生的马术少年
给特长培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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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研学游成为
行走的
“校本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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