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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腼腆的“大炮”
邓云飞出手了。
“嗖……砰……”一声闷响后，球场上乱
作一团。本来击向球门的手球，不巧正中对
方一名球员的脑袋。
“队医，队医，快……”不幸中招的小球
员应声倒地，被立即抬下了场，后被诊断为
脑震荡。
……
“大炮”再次发威，对方守门员慌了，教
练急了，球场骚动。
“守门啊，守门啊！”面对邓云飞的击球，
对方守门员的第一反应是躲开，“教练，太疼
了……”这，就是“大炮”邓云飞的震慑力。
王学良笑了。邓云飞又给他争了光，那

届国际青少年手球夏令营上，王学良的队伍
拿下了二等奖。
体格壮、弹跳好、力量足，2014年胶州

市铺集小学刚组建手球队时，8岁的邓云飞
被选中。入队刚四周，就得了一个“大炮”的
外号。“我一个成年人，扔球都扔不过他。”教
练王学良自愧不如，“200米跑道内的足球
场，我能把球从这边底线扔到那边的底线，
邓云飞比我扔得还远。”
手球训练很苦。如今，15岁的邓云飞已

经是青岛市手球队的主力中锋，每天随队训
练，每周只有周三下午和周日能休息。5月
23日周日，因为前一天的训练不到位，本来
一天的休息时间变成了半天，加练力量。
邓云飞的家在铺集镇后官庄村，父亲邓

波年轻时喜欢篮球，还是校篮球队队员。对
于孩子选择手球，一家人都十分认可，也全
力支持。走上了专业这条路，邓云飞回家的
时间很少，但是邓波对他的要求从未因此降
格。放假回家的必备项目就是跑步，“我骑着
电动车在前边，他跟在后边跑，每天至少四
五公里”。
邓波也心疼孩子。邓云飞读初一那年，

有一次邓波到青岛弘诚体育场去看他，“队
服都湿透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邓波劝
他，“快别上体校了，太累了。”面对父亲，邓
云飞的眼泪还是流了下来，但是他不肯放
弃，咬牙前行。
周而复始，这么大的训练强度累不累？

邓云飞回答：“累，并快乐吧。”喜欢，是邓云
飞坚持下来的动力。喜欢到什么程度？铺集
小学校长巩振鹏曾亲眼目睹，“一说别的，他
立马就趴桌子上了，一不训练，他肯定会过
来找，‘为啥还不训练啊？怎么不叫我去打比
赛啊’……”
手球带给邓云飞的，并不只有快乐。
跟“大炮”这个外号形成强烈反差的，是

他腼腆的性格。无论是父亲邓波还是教练王
学良，对于邓云飞的评价都是老实、懂事，虽
然现在已经是一米八七的大个头，却不善表
达，受到表扬时还很害羞。练手球之前，邓云
飞的学习成绩不理想，手球训练提高了他的
理解能力，课堂上老师讲的内容也更容易听
懂了。
手球也磨炼了邓云飞的性格，用他自己

的话说，这项运动让他做人做事沉稳了很
多，也更加追求把一件事做得更好。以前他
很毛躁，球场上遇到对方一些坏动作，很容
易就生气发火，现在不了，“我只想拿球赢
他”。

为什么要愁呢？
一张圆脸、齐腮短发、圆框眼镜，12岁

的女孩刘心坦笑容里溢出阳光。“心坦”这个
名字是舅舅起的，希望她心胸坦荡，诚恳做
人。
刘心坦有个哥哥，比她大11岁，目前就

读于曲阜师范大学，今年在准备二战考研。
由于年龄相差比较大，她和哥哥相处的时间
并不多。记忆中最深刻的，是小时候哥哥总
是抢她吃的，家里边“重女轻男”，哥哥因此
没少挨妈妈训。
“男生面前的母老虎，女生身边的小绵
羊。”刘心坦这样定义自己在学校的角色。学
校里，她的朋友几乎都是女生，男生中只有
“打得很好相处的”，自从一年级的时候有个
男生骂过她之后，她就对男生“比较仇恨”。
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她就选择了学校里的
跆拳道班，每周三有两节课，除了强健体魄，
还有就是“保护自己”。
对于学习，已经上五年级的她坦言没什

么压力，数学和语文都很好，只有谈到英语
时有些不好意思，“唉，英语就别提了”。她也

曾上过英语辅导班，后来就不上了。但是对
于自己的弱项，刘心坦并不回避，“我会努力
把英语学好的”。
妈妈是刘心坦最知心的朋友，什么事都

和她商量着来，从不颐指气使下命令。选择
学跆拳道，一方面是因为她自己喜欢，另一
方面就是妈妈的支持。
除了跆拳道，刘心坦还加入了校内社团

的不少兴趣班，包括美术、书法等。如同自己
这个偏男生化的名字一样，刘心坦在任何事
上都表现得很从容，对家庭关系、学习和生
活中遇到的问题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稚嫩
的脸上，透出一股超越这个年龄的冷静。
总结自己的学习经历，她并不认为兴趣

是最好的老师。“很多人都不爱学习，那为什
么他们要学习呢？每个人都可以把学习和兴
趣当成自己的老师。”上了这么多辅导班，刘
心坦也说自己很累，但她更愿意把这些当做
拓展自己知识面的一种手段。
“那你没有什么愁事吗？”面对冷不丁抛
来的话题，刘心坦的回答让人有些意外———
“愁？为什么要愁呢？”刘心坦把快乐当成生
活的解药，在她眼里，人生中有很多快乐的
事，为什么不快乐呢？“遇到问题，首先要想
的是找到解决的办法，乐观地去看待它不就
行了吗？千万不要愁，愁了就可能做出一些
意想不到的事情，会后悔的。”

校长的“小算盘”
在学校里办兴趣班和特长班，为乡村小

学的孩子找到自己的兴趣和特长有多难，巩
振鹏有着刻骨的体会。来胶州市铺集小学当
校长之前，巩振鹏曾任职于胶州市教体局基
教科。2014年，教育部门推行“一校一特”，
把手球运动放在了铺集小学。
与其说是被动接受，不如说是主动选

择。对于在学校开展手球运动，巩振鹏有着
自己的盘算。“当时我们这里有个中云小学，
他们的足球运动起步比较早，我们再发展足
球，很难超越。手球这项运动比较冷门，胶州
市当时也没有。”巩振鹏上网一搜，发现还是
个奥运会项目，这更坚定了他发展手球的决
心。
但手球是什么，比赛有什么规则，巩振

一个六岁的孩子，如果你问他将来最想干什么，答案一定是五花八门、山花红紫树高低
的；一个人人都为孩子选择兴趣班、特长班、辅导班的环境里，如果让身为父母的你替孩子做
一个选择，恐怕大概率是“先报上看看”；试图广撒网、捞大鱼。一个乡村小学，耗时7年为孩子
寻找释放快乐的出口，推开仰望星空的窗户，搭建绽放梦想的平台，困难难以想象，收获也超
乎意外。他们想做而且心无旁骛、一路坚持的，就是让孩子们尽早找到自己的方向，尽早开启
自己的“一万个小时”。

鹏也不懂。了解到江苏昆山、常州等
一些南方城市经验比较成熟，巩振鹏
就选派教师过去学，边学边教。学校
没有专门的场地，就在运动场北边划
出一个手球场，供孩子们日常训练。
项目定下来了，场地有了，教练

的问题解决了，训练的钱从哪来？
2014年的时候，一张球网就要900块
钱，学校根本买不起，更不用说球门、
球衣和其他装备。
没钱就只能求援、自己想办法。

后来，弘诚体育场为学校提供了球
门，没钱买专业的球网，巩振鹏就让
学校工作人员到附近的铺集大集上
买来养鸡用的网。便宜是便宜，但是
网太脆，孩子们一射门网就碎了。巩
振鹏又跑到附近的工地，跟人家要来
盖楼用的防护网，把网上的水泥甩下
来，让保安缝缝补补充作球门网。
“刚开始的时候学生家长有很大
的顾虑，担心孩子练手球影响了学
习。”学校就把家长召集来做思想工
作，并安排教师为训练的学生补课。
后来的事实证明，手球运动不仅没有
影响孩子们的学习，反而让他们换了
一副面孔。
因为要到全国各地参加比赛，村

里娃平生第一次去到了大城市，既提
高了技战术水平，也开阔了眼界。
“那年到市里打比赛，住在四方
大酒店，孩子们连个电梯都不敢坐，
到了晚上也睡不着觉。为什么？因为
没见过、没住过啊！”说起当年的经
历，巩振鹏被自己逗得哈哈大笑。还
有一次到江苏，小球员们第一次见到
外国人，一个个歪着脑袋、吊起眼角
盯住不放。巩振鹏不停地提醒他们，
“别那样看人，不礼貌。”孩子们却百
思不得其解：“他们长得怎么就不一
样呢？”
等2017年到大连参加国际青少

年手球夏令营时，再见到外国人，孩
子们“连看都不看了”。

快乐的出口
一个手球，改变了孩子、改变了

学校，也改变了巩振鹏自己。白手起
家的手球，像春天里播下的一粒种
子，在学校发芽、长大、开花、结果。
发展手球运动7年，那块非专业

的临时场地风吹日晒，已经有点“破
破烂烂”，为了给孩子们提供更好的
训练条件，胶州市教体局给学校追加
预算，翻建现有操场，还专门规划了
一个手球场地，就在操场的西南角。
天道酬勤，力耕不欺。在这样艰

苦的条件下，学校的手球队成立不到
一年，就获得了青岛市手球锦标赛的
男子乙组冠军、女子乙组亚军。奖项
纷至沓来，2016年，在江苏金湖举行
的全国中小学生手球锦标赛中，男女
两队分别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2019年，学校获评“全国手球传统学
校”。
手球运动的特点跟足球和篮球

有很多相似之处，也因此带动了学校
足球、篮球等运动的发展。“好多队员
既是足球队的，又是手球队的，跳远、
百米、4×100米接力跑，都不在话
下。”巩振鹏的话语里带着自豪，成绩
的取得也充实了他发展“全人教育”
的信心，他想给每个孩子都找到快乐
的出口，为每个孩子搭起绽放的舞
台。邓云飞便是铺集小学“万紫千红
满园春”理念的一个缩影。
除了手球，啦啦操运动也让学校

声名远播。2015年队伍刚刚成立，
2016年1月就受邀登上CBA赛场，
2019年更是在全国全民健身操舞大
赛中获得山东赛区特等奖。
一说到啦啦操，崔永灿立即瞪大

了眼睛，小脸上的笑容从上扬的嘴角
漾起。因为喜欢舞蹈，11岁的她在上
三年级的时候加入了学校啦啦操队，
如今已经练习了一年多，6月份就要
随队参加在胶州市举办的一场比赛。
崔永灿把跳啦啦操当做学校里

最快乐的事，每学会一个动作都让她
很有成就感。放学回家，她会对着手
机继续练习，把当天学过的动作再复
习一遍。每次家里来了客人，爸妈就
让她表演一段，但是她害羞，“我练得
不好，不好意思，有熟人才跳”。
因为要不断地记住动作，崔永灿

的记忆力无形之中提高了。以前她的
数学公式和语文的生字总是记不住，
练习啦啦操后，数学公式背下来了，
写作业或者语文考试的时候，错字也
少了很多。
跟崔永灿同龄的陈璇已经上到

五年级，学校里多种多样的社团活动
让她感到很开心。从三年级起，她就
开始学陶艺，最满意的作品是“雪人
花瓶”。她把雪人花瓶插满花，“希望
雪人在冬天也能看到春天里五彩斑
斓的花朵”。

成长的烦恼
刘心坦的小脸灿烂得像初升的

太阳，但太阳也有被乌云遮住的时
刻。妈妈是她最依赖的人，每次放学
回家，只要妈妈不在，她就会站在门
口眺望，“一秒钟都会过得很长”。
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会突然想到

一个可怕的问题：“万一哪天妈妈死
了怎么办？”她很爱看《哈利·波特》，
看到哈利的妈妈死在伏地魔的黑魔
法下，她就想到了妈妈，“看着妈妈我
就想哭，我不想她离开我，也不知道
没有妈妈我会怎么活下去。”
刘心坦最怕看到别人打架。去年

有一次哥哥回家，因为考研的事和妈
妈争执起来，还动了手。她被妈妈反
锁在屋里，哭着哀求妈妈和哥哥。后
来家里来了一个串门的，这场争执才
被迫停息。那之后，几个人好几天互
不说话，她也不理妈妈和哥哥。让她
不明白的是，“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
吗？为什么要打架呢？”直到返校前一
天，哥哥理解了妈妈的苦心，妈妈也
原谅了他。
刘心坦的父母经营着一家木器

厂，家里两层楼，一楼干活，二楼是睡
觉的地方。最近一段时间，爸妈的关
系不是很和谐。作为一个孩子，她觉
得自己在这件事上也无能为力，但是
她相信，爸妈的关系一定会好起来
的，“夫妻嘛……”
已经练了7年手球的邓云飞也想

过放弃。去年的疫情打乱了他的节
奏，再回队训练时，他发现自己胖了、
跑不动了。2019年，邓云飞获评国家
二级运动员，虽然有着一米八七的身
高，他仍然觉得自己的身体不行，“跟
师哥们相比，我的脚步和速度跟不
上，意识也需要再提高”，现在每天训
练，邓云飞都刻意在这些方面加强练
习，体重也保持在了180斤。
即便已经成为专业运动员，刚刚

15岁的邓云飞仍然是个孩子。平时训
练，手机都要上交，每周日休息的时
候，他也会拿出手机玩“王者荣耀”，
或者自己打，或者邀请队友组队。在
外训练见不到家人，尤其是刚6岁的
弟弟，邓云飞已经习惯了，但是对家
的思念时刻萦绕在他的心头，每次手
机发下来，他第一时间都会给爸妈打
电话。
少年心事当拿云。想到自己的未

来，邓云飞依然希望与手球为伴，还
期盼着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到更高
的平台。

那年到市里打比赛，住在四方大酒店，

孩子们连个电梯都不敢坐，到了晚上也睡不

着觉。为什么？因为没见过、没住过啊！

学校里，12岁的刘心坦（右）和陈璇是最要好的朋友。

崔永灿（右）喜欢舞蹈，已经加入了学校啦啦操队。

▲15岁的邓云飞（后排中）如今已经成了青岛市手球
队的主力。(受访者供图)

小小的手球场，承
载着孩子们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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