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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相传五十载 春风化雨谱华彩
乒球特色传承50年，博兴县实验小学体教融合结硕果

2月26日至28日，2023年全省老年
人体育协会工作会议暨推广普及太
极拳经验交流会在聊城召开，会议
回顾总结2022年工作，研究讨论未来
五年的发展目标，安排部署今年的
重点任务，动员全省老年体育系统，
在新阶段新征程上开拓进取、求实
创新，推动我省老年体育事业迈上
新台阶，实现新发展。 （史文平）

近日，山东省第十四届千乡乒
乓球总决赛在滨州市乒乓球馆举
行，来自全省16个市18支代表队的
近150名选手在3天时间里，进行了
男女团体和男女甲、乙、丙单打项目
的比赛。千乡乒乓球赛事面向基层、
面向群众，每年都要经历乡级选拔
赛、县级初赛、市级复赛、省级总决
赛等层层选拔，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基层群众参与其中。千乡乒乓球赛
事扎根基层，掀起了健身热潮。赛事
的持续举办，完善了各级体育社会
组织建设，促进了竞赛体系和培训
体系成熟，极大带动了各级乒乓球
社会力量发展。 （李洁 王强）

近日，山东省中小学体育教师
游泳教学技能培训班游泳社会体育
指导员鉴定考试在省体育中心成功
举办，来自全省各地市的100余名体
育教师，在完成规定科目、学时培训
后，集中参加了国家职业资格游泳
社会体育指导员鉴定考试。学员们
表现优异，鉴定考试达到了预期效
果，该工作的顺利开展也标志着我
省体教融合发展迈出了坚实的一
步。 （吴晨潇 张慧敏）

全省老体协工作会议召开

省第十四届
千乡乒乓球总决赛收官

游泳社会体育指导员
鉴定考试成功举办

近日，国家跳水队进行了队内
测验，测验项目包括跳水和陆上体
能测试两部分，旨在检验冬训成果，
并为新赛季做准备。我省练俊杰搭
档国家队队友杨昊夺得男子双人10
米台第一名，并在个人10米台夺得
第三。据悉，3月19日，练俊杰将参加
在上海举行的全国跳水冠军赛，这
次比赛同时也是奥运会、亚运会、世
锦赛和大学生运动会的选拔赛。

（宫尚文 孔军）

为检验前期冬训封闭训练效
果，更好地磨炼技术战术，帮助运动
员调整出赛前最佳竞技状态，近日，
山东、北京、河北、山西4省市的拳击
运动员在省体育训练中心2号拳击
馆进行交流对抗训练，取得了预期
训练效果。参加本次交流对抗训练
的运动员总人数近百人，其中绝大
部分是各省市备战十五届全运会一
线主力运动员，汇聚了男女多个级
别的全国赛冠亚军。下一步，省拳跆
中心将结合交流对抗训练的成果，
进一步细化备战方案，查缺补漏，全
力以赴完成十五运备战各个阶段参
赛任务，为山东竞技体育持续发力
贡献力量。 （赵浩健）

国家跳水队队内测验
我省练俊杰表现佳

我省举办四省市
拳击运动员交流对抗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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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伟 季禹

全员普及
国球精神根植内心

“我们总说我们是‘袖珍学校’办大体
育。”走进校园不久，博兴县实验小学副校
长王天强笑着说。

“袖珍学校”很好理解。3月3日，当记者
用脚步“丈量”学校时，感觉没走几步，就已
经从学校的南门走到了北墙。

那么，这样的“袖珍学校”如何办“大体
育”呢？无须走遍校园，这样的疑惑很快就
被打消了。

不论站在学校的哪一个角落，目之所
及总能找到一些乒乓球的元素。学校的乒
乓乐园、冠军雕塑、乒乓球拍形状的办公室
牌子、以世界冠军命名的班级……无处不
在诉说乒乓球之于这所学校的特殊意义。

显性文化如果没能深入学生的心中，
那就只能称作形式主义。在文化熏染这一
点上，博兴县实验小学做得非常成功。“只
要有课外活动的时候，校园里的乒乓球台
前很快人就满了。”王天强直言。

事实上，除显性文化外，博兴县实验小
学为培养学生对乒乓球的兴趣，同样没少
下功夫。

实验小学有“四个一”：全校2100多名
学生人手一拍，通过每天一次乒乓球课间
操，每周一节乒乓球课，每月至少组织一次
乒乓球对抗赛、挑战赛的形式，推动乒乓球
的广泛普及。

以体育智，以体育人，是学校“袖珍学校办
大体育”教育理念的题中之义。“乒乒”和“乓
乓”是实验小学的一对吉祥物，学校将它们做
成了毛绒玩具，作为乒乓球文创产品，用以奖
励表现优异的学生。通过一系列普及教育和
文化推广，乒乓球已深深根植在学生内心。

历史久远
乒乓球项目传承不断

博兴县实验小学共有两个乒乓球训练
馆。稍小的训练馆的墙上，挂满了介绍学校
乒乓球发展历史的展板海报。

翻看校史，很容易理解乒乓球为何会

在学校、教职人员和学生心中深烙印记。
博兴县实验小学成立于1973年。学校

存在了多久，乒乓球运动就在此发展了多
久。今年84岁高龄的孙永华老师，是实验小
学乒乓球教学的开创者。

在“小球转动大球”的时代热潮下，孙老
师来到博兴五七小学(今实验小学)后，为校
园首批学生种下了最早的乒乓球梦的种子。

在面积不大、没有操场的校园中，孙老
师积极争取到一间专门的乒乓球训练室，
在训练条件远不及现在的情况下，当起了
数百名学生的乒乓球教练。

小小的乒乓球，就在这里生根发芽、发
展壮大。自此，学校在全区乒乓球少年比赛
中屡获佳绩，且上世纪80年代初多次代表
地区参加省内外大赛并攀枝折桂。

1984年，学校被正式命名为“山东省乒乓
球传统项目学校”。1986年，从学校走出的唐
诚与刘伟合作夺得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混双冠
军，这是我省乒乓球史上第一个全国冠军。

新世纪以来，又有曹臻、姜华珺等一大
批优秀运动员脱颖而出。时至今日，实验小
学已先后向省体工队、八一队、国家队输送
优秀乒乓球运动员64人。

边学边练
体教融合寻求突破

项目普及和专业训练，是体教融合的
两只手，缺一不可。在乒乓球专业队员的训
练上，实验小学蹚出了适合自己的路子。

在记者采访期间，不论是张庆明校长、王
天强副校长，还是教练、老师，提到最多的
就是2021年成立的“曹臻班”。这是实验小
学在体教融合探索和专业队员训练方面实
现的一次重点突破。

2021年，学校重点挑选了20名男女队
员，并以学校走出的世界冠军曹臻的名字
命名，成立的“曹臻班”。2022年9月，学校一
口气向滨州市输送了7名14、15年龄段的队
员，“曹臻班”效果初现。

有了这次成功的实例，体、教又有了更
深度的融合。2022年学校招收24名新队员
后，“曹臻班”有了进一步变革。这一次班里
除专业队员外，还有三十几名普通学生。

如何平衡队员和普通学生的不同需
要，如何把握队员学习和训练的平衡？“我

们上午和下午第一节课集中进行文化课教
学，从下午第二节课开始就不再安排主要
科目，而是让24名队员专门去训练。如有需
要，我们的任课老师再利用业余时间为他
们单独补课。”张庆明校长介绍说。

同时，“曹臻班”实行动态管理。专业训
练不达标、文化课成绩不达标的学生转至
普通班，同时把符合条件的学生吸纳进来。
这样一来，就在乒乓球普及和专业训练之
间，搭建了一座桥梁。

贯通培养
为学生成长铺路搭桥

2021年6月，博兴县乒乓球学校在实验
小学成立。这成为学校乒乓球项目发展的
助推剂。

作为博兴县在乒乓球专业训练的一块
“金字招牌”，实验小学在向下招收队员时，
具有先天的优势。选才问题无须担心，那么
如何打通向上输送的通道呢？实验小学在
这方面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探索。

“我们学校和县教体局有一个共同的
想法，就是打通幼儿园、小学、初中到高中
的贯通培养通道。”张庆明说。

充分利用实验小学办校资源优势，
并依托城区内优质初中、高中的教学资
源打通的这条“幼—小—初—高”贯通培
养通道，为小队员毕业后的训练以及未
来的发展找到了出路，解决了队员和家
长的后顾之忧。

张庆明介绍，乒乓球队员一般有三个
去向：一是将乒乓球运动作为课余特长，二
是未来中高考走特长发展这条道路，三就
是进入专业队。

贯通培养通道主要是为后两个去向提
供支持。根据队员情况，可以输送到上级专
业队，走乒乓球专业这条路，也可以在初
中、高中阶段坚持训练和比赛，走体育单招
或特长生升学之路。

今年9月，博兴县实验小学即将迎来50
周年校庆。50载栉风沐雨，乒乓球始终是学
校特色。

未来，学校将立足实际，集思广益、长
远谋划、改善运动条件、完善激励机制，探
索出一条“袖珍学校办大体育”的学校体育
工作新途径。

没等走进博兴县实验小学的大门，“乒乒乓乓”的声音混杂着孩子们的欢笑，先溢出了围墙。对于这所学校而言，这是是再平常不过的一天。
博兴县实验小学占地不大，就是这样的一座“袖珍学校”，先后为省体工队、八一队、国家队输送了曹臻、姜华珺等优秀乒乓球运动员

达64人，“乒乓球特色学校”名副其实。
2020年《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出台，“体教融合”迈出关键一步。全员普及、传承有序、学练结结合、通道贯

通，这是博兴县实验小学交出的一份答卷。

乒乒乓乓球球已已然然成成为为学学生生课课余余生生活活中中密密不不可可分分的的一一部部分分。。 记记者者 季季禹禹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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