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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全媒体记者 王菊

这两年，“跳绳班”一跃成为不少家
长趋之若鹜的新晋热门培训班。一年级
开学，学校的体育课开始了跳绳练习。
于是，家长们的见面语就变成了“你家
孩子学跳绳了吗”。孩子会跳绳的家长
沾沾自喜，而孩子没学过跳绳的家长焦
虑万分，“报班”成了“落后”家长们解决
这一难题的途径之一。记者发现，跳绳
班近年来呈日益火爆之势，其收费价
格、学员数量、教学场地则有很大差别。
跳绳班基本10次课起步，收费价格从三
四百元到几千元不等。（10月26日《北京
日报》）
过去，孩子玩着就能学会的跳绳，

如今还得报班才能学会吗？身为一名80
后，看到这样的新闻感到有点儿不可思
议，跳绳、跳皮筋、扔沙包、踢毽子这些
都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玩的游戏，简单易
学，成本很低，也不需要什么专门的场
地，为啥现在的孩子要报班去学呢？
原来，在现在的很多家长看来，跳

绳已经不再是普通的“游戏”了———
2014年修订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
准》，正式将一分钟跳绳列为测试项
目，小学一至六年级均有该项目。根据
这一体测标准，小学一至四年级，跳绳
占体测总成绩的 2 0 %，五六年级占
10%。小学生跳绳，一年级男生满分是
109个，女生 117个，二到六年级逐年
累加。体测成绩与学生的评优评奖挂
钩，测试评定达到良好及以上者，方可
参加评优评奖。此外，随着体育纳入中
考，不少地方的中考体测也把跳绳列
为必考项目。
正是因为跳绳成为考试项目，所以

家长们十分重视，生怕孩子将来因为跳

绳成绩不好影响评优、评“三好”甚至升
学，所以很多孩子还没上小学，家长就
赶紧安排孩子练起来了。
将跳绳纳入考核，初衷是以这种方

式督促青少年加强体育锻炼，提高身体
素质。在众多运动项目中，跳绳是一项
易于开展、非常普及的体育项目，人人
都可以参与。跳绳对儿童健康发育也有
不少好处。跳绳是一项全身运动，对全
身都有提拉锻炼的作用，不仅能培养儿
童的平衡感和节奏感，还可以培养手脑
协调性，增加心肺能力。
跳绳本身是很容易学会的，只要稍

加练习，孩子们就可以掌握，并达到学
校和国家的要求。然而，也许是家长太
忙碌，没时间陪孩子练跳绳，也许是期
望值太高，看到别人家的孩子能拿高
分，不甘心自己的孩子成绩不如人，因
此送孩子去上跳绳培训班，希望用这种
方式花钱买个省心、安心。
有人说跳绳培训班反映出一种“教

育焦虑”，甚至有人说给孩子报跳绳班

的家长是在交“智商税”。个人认为，有
需求就会有市场，报不报班都是个人选
择，家长如果有需求，经济条件又允许，
愿意为这样的培训班埋单，那么也无可
厚非。只是应该看到，为了应试而去报
班，一开始就带着功利的目的，很有可
能会扼杀孩子对运动本身的兴趣。正如
有的孩子学了多年钢琴，参加过各种考
级，最后却对钢琴恨之入骨，一辈子都
不想再碰钢琴。表面上看孩子是学习了
技能，实际上并没有从中获得丝毫乐
趣，这样的结果真是令人叹息。
随着最近体育进中考政策出台，对

“应试体育”的担忧之声不绝于耳。多年
来，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考什么
就学什么，已经成为不少人的思维习
惯，这显然是背离了教育的本质。如今
教育评价改革已经启动，国家提出“改
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
评价，健全综合评价”，希望此举能够彻
底扭转唯分数、唯升学的局面，让体育
不要再走上“应试”这条老路。

别让“应试体育”扼杀孩子的运动兴趣

□半岛学生记者 夏琳 张浠芮 赵晨
皓 李国梁 纪政林 徐为毅 王文硕
刘一宁

在我们身边有着这么一群特殊的孩
子，他们因为有语言交流和社会交往障
碍，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活在自己的世
界里，被称为“星星的孩子”，他们就是自
闭症儿童。近日，半岛学生记者团的小记
者们来到位于城阳区的青岛市以琳康教
展能中心，与这里的孩子零距离沟通。
在以琳老师和阳光班星娃们的带领

下，小记者们参观了孩子们生活学习的
地方。活动现场，绘画展览吸引了小记者
们的目光。这些色彩艳丽、想象丰富的画
作都出自自闭症儿童之手。小记者们还

与星娃一起绘制百米长卷，在这里留下
了自己可爱的手印。
现场表演也精彩纷呈，小记者们和

“星娃”们同台演出，为大家献上了歌唱、
朗诵等节目。当看到“星娃”们努力而认真
的表演，大家都发出由衷的赞叹。“通过活
动，我更深刻地了解了‘星娃’们的心理和
生活状态。看到星娃组建的乐队演出，我
跟孩子特别感动。”小记者夏琳的家长说，
自己原来并不了解自闭症孩子这个群体，
通过活动学习了如何和他们相处。
一下午的时间小记者们跟星娃一起

画画、游戏、逛校园，在动感的音乐中，他
们笑在一起、玩在一起。对于自闭症孩子
而言，融入社会的最佳方式，就是在真实
的社会环境里，与同龄人共同成长。

半岛学生记者牵手“星星的孩子”
走近青岛市以琳康教展能中心，与自闭症儿童一起画画、游戏、逛校园

半岛学生
记者和“星星的
孩子”一起参与
活动。

□半岛全媒体记者 孙雅琴

为更好地了解避震、疏散等地震
应急避险知识，掌握应对突发事件采
取的防护措施和方法，10月23日上
午，青岛开平路小学组织全体师生举
行了防震应急疏散演练活动。整个演
练过程严肃紧张，有条不紊，做到了安
全撤离、有序集合。

提高防灾能力
构筑安全防线

□半岛全媒体记者 刘金震

自疫情发生以来，崂山区东泰小学
严格按照上级要求，切实完成各项防疫
工作，将校园疫情防控工作抓细抓实，
以确保全体师生的学习生活安全。10月
27日下午，家委会副主任及家委会成员
代表向学校捐赠了家长们筹集的防疫
物资：价值1400余元的洗手液。梁泽旭
校长表达了对家委会的衷心感谢，并表
示学校将继续严防严控，全力维护好全
体师生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家校同心，合力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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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吴老吴
上课铃响，门被推开，一个小小

的可爱的身子，挪进了教室。数个好
奇的眼光向他投射过去——— 这就是
我们的化学老师吗？圆润的脸颊上
有着道道皱纹，花白的耳鬓饱经风
霜，眼睛虽小却炯炯有神，像是两段
黑云下的“一线天”，最与众不同的，
大概就是那富有智慧光泽，空荡荡
的大大额头，“地中海”在他出现的
那一刻就引来了底下同学们的阵阵
私语。“老吴老吴，头顶荒芜”。
他的开学第一课是十二位老师

中最具个性的一课。上课并不铿锵
有力，也不温柔连绵，我们从他这第
一句话里听出了特有的严肃。事实
的确如此，他的开场白里没有像其
他教师在第一课里就想快速与学生
拉近关系的玩笑话，句句都是知识，

句句都是智慧。
化学本身是一个云里雾里的学

科，他开门见山的讲课方式，让我有了
“一线生机”，似乎能够拨云散雾重见
天日。听不懂的时候，我两眼迷离双手
无从下笔，他睿智的小眼睛马上就会
如鹰盯视猎物般注视着我，随即挠了
挠他头顶稀疏的头发，似乎在思考刚
刚自己是否已将知识点全部剖开捣
碎，当出现多个抓耳挠腮的我时，他就
会耐心地再讲一遍。
除了上课认真，我们还受到他

每天一张卷子的“知识恩惠”，突如
其来。“化学如此多娇，引无数学生
竞折腰”。严肃、认真、作业多，外加
一个口音重，已经成为这位老师，给
我们留下的最深的印象。
到了讲钠与水反应的这一章

节，他把钠的反应现象归结成五个
字：浮游熔嘶红，可是在他嘴里却听

出了“腐右融思轰”。教室先是安静
了片刻，大家都没反应过来，这是什
么东西，接着他又用奇怪的调调重
复了两遍，直到大家意识到到底是
什么时，突然爆发出了大笑，这是继
“举力夫人”“亲养化钠”后的又一个
浓重口音词。在冗长乏味的知识中，
他的话也是一种有趣又提神的“精
神饮料”。
清一色的年轻教师中，他瞬间

拉高了教师们的平均年
龄，那刻满岁月痕迹的
大脑门，又有了新的
话题———
“ 老 吴 老
吴，智慧满
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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