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河镇小学女足队员冉玉凤在家后面的窄巷内练球。 唐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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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12

月

3

日下午，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第五中学足球场，随着终场哨声

响起，重庆石柱三河镇小学女足以

5:0

击败新疆喀什巴楚县第三小学女足，将

2024

支付宝追风联赛全国总冠军收入囊中。

追风联赛是全国性的乡村校园女足联赛。

2023

年，该队首次参加追风联

赛，便从全国

60

多支乡村学校女足中脱颖而出，夺得球队成立

10

年来的第一

个全国性赛事冠军。

两次参赛两次夺冠，这所位于武陵山深处、全校

700

多名学生中大多数是

留守儿童的学校，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乡村里的大师课”

让优质科教资源

惠及乡村

“世界上真的有外星人吗？ ”“鸟类

有可能重新演化成恐龙吗？ ”“龙门石窟

为何与敦煌莫高窟风格迥异？ ” ……近

期举行的一次科学教育活动上，孩子们

频频向授课专家举手发问。

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洛阳市人民

政府、腾讯公司主办的《给孩子们的大

师讲堂》———“乡村里的大师课”洛阳站

活动近日举办，中国科学院院士、天体

物理学家武向平， 中国科学院院士、古

生物学家徐星和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

会常务理事史家珍围绕“探索

?

起源”主

题，与当地中小学师生互动交流。

“宇宙中尚有许多未解之谜，探索

宇宙将扩展人类的视野，推动自然科学

乃至人类文明的进步。 ”活动中，武向平

向孩子们讲解了宇宙的起源、演化及人

类的诸多探索。 被称为“恐龙院士”的徐

星则介绍了恐龙的分类与命名、各地发

掘恐龙化石的经历与趣闻。

“从简单的现象观察到抽象的理论

认知，符合人类认知阶段发展特点。 ”徐

星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提到，古生物

和天文往往是中小学生最喜欢的两个

方向，但每个人都要成为科学家吗？ 其

实不然。 恐龙和星星都是向孩子们展示

科学世界的窗口。

在他看来，科学教育的核心并非知

识点的获取 ， 而是科学思维方式的训

练。 其旨在帮助孩子习得认知世界的方

法、辨识真伪的能力。 尤其是在全球化

退潮背景下，下一代科学素养与认知能

力的提升，关乎国家能否在激烈的国际

角逐中找到新的发展方向。

作为中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者

协会理事长，武向平同样常年行走在青

少年科教工作第一线，并多次参与宋基

会发起的各项青少年科教活动，足迹逐

渐延伸到中西部偏远地带。

不同地区科教水平发展如何？ 近几

年来，中国乡村地区科学教育水平总体

上有所提升 ，但相比城市地区 ，在硬件

设施、师资力量等方面仍有不少差距。

去年 ， 教育部等十八部门出台的

《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

的意见》提出 ，将科学教育项目和有形

资源重点向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等倾

斜。“政府分配教育经费等资源时，对农

村的倾斜力度应更大一些。 ”徐星说。 他

还表示，要利用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

的垂直行业模型发展优势，训练出符合

中小学科学教育场景的大模型， 让

AI

伴学成为乡村地区师生的科教助手。

“此外，也要考虑一些更加低成本

的方式。 例如通过慕课等数字化手段，

让名校 、 名师等优质教育资源惠及乡

村。 ”徐星说。

据了解，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联合腾

讯公司发起的《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

公益项目，三年来共推出

147

集青少年

专属网络视频内容，让乡村地区的孩子

们在家也能接触到前沿科教内容。

针对一些乡村学校将科学教育窄

化为“数理化”、“在黑板上画实验、在考

卷上写实验”，徐星认为，不同学科对思

维训练的作用有异，且抽象的理论训练

永远无法代替实践经验与感性体验 ，

“很多事情你没有体验， 就不能真正地

理解。 ”

史家珍同样认可实践教育对青少

年成长的作用。 他受访时说，得益于“开

放式考古”这一新趋势，公众有机会“围

观”正在发掘中的考古遗址，孩子们能

在现场观察到文物怎样被发掘、考古工

作者们如何用证据来“说话”。 由此，科

学的严谨性得以具象化表达，即便是严

肃的专业内容也能进入孩子们的视野。

来自洛阳魏书生中学的八年级学

生姬梦哲常通过科普短视频获取天文

新知。 蛋白质与生命体、外星人与无线

电波……专家课上的妙趣科普， 让姬梦

哲脑海里的星际地图愈发清晰。 他说，

“在茫茫星河中， 也想找到属于自己的

那颗星球。 ” （徐雪莹）

这支夺冠的乡村小学女足

从“异想天开”中生长出来

“异想天开”

终场哨响， 三河镇小学女足教

练郭新招呼替补队员快步跑上前 ，

与主力队员围拢在一起， 共同庆祝

这来之不易的成功。望着这一幕，老

校长孙晓鸣眼里满是欣慰，“孩子们

太棒了，看见她们夺冠，很激动”。

2012

年

9

月，孙晓鸣调任三河

镇小学校长。 同他之前任教的学校

相比，三河镇小学位置偏、交通差、

规模小，硬件条件也差，大多数学生

都是留守儿童。

那时在当地， 大多数女孩的人

生轨迹高度相似： 上完初中就外出

打工，然后结婚生子。如何帮助更多

乡村女孩走出大山、 更主动地掌握

个人命运？ 经过缜密思索，孙晓鸣提

出建议，成立女子足球队。

为什么选择足球？ 孙晓鸣解释

说：“比学科教育， 乡村学校天然处

于弱势，但农村孩子体力好，不怕吃

苦，适合开展体育运动。足篮排三大

球中，足球对身高的要求低一些，但

对耐力和意志力要求高， 这正是农

村孩子的优势。 ”

学校班子成员和老师则认为孙

晓鸣是“异想天开”。 他们也不是毫

无依据：学校

4

位体育老师中，只有

1

人勉强算是科班出身， 但不会踢

球， 其余

3

位都是其他学科老师转

任；全校没有学生踢过足球；学校没

有足球场，甚至没有球门。

面对多重阻碍， 孙晓鸣没有退

缩。他先是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将曾

获得石柱县田径运动会女子

100

米

和

400

米冠军的六年级学生马庆林

送到之前任职的学校练习足球 ，并

于

2013

年元旦跟随该校女足前往

重庆主城区交流比赛，“我想看下她

能否被主城区的中学选中”。

喜讯很快传来， 凭借出色的身

体素质和在比赛中的优异表现，马

庆林被重庆市第三十七中学以足球

特长生的身份录取，孙晓鸣“美梦”

成真。

“农村女娃还可以通过踢足球

到主城区的好学校读书， 以前想都

不敢想。 ”孙晓鸣说，这也改变了学

校老师的观念，打消了他们的顾虑。

2013

年

3

月，三河镇小学在三、四年

级选了

20

名女生， 组建了学校第一

支女足队，其中

18

人是留守儿童。

接续努力

球队虽然成立了， 但缺场地、缺

器材、缺师资等现实困难并未解决。

孙晓鸣向石柱县体育局求助，成

功争取到

3

万元“启动资金”。 他用其

中

2

万元购买了

1000

个足球， 每名

学生

1

个，剩余

1

万元则被用于添置

其他训练器材。 他还成功说服县体育

局的领导，让局里两名有足球特长的

大学毕业生每天下午到学校带学生

训练，同时对学校的

4

名体育老师进

行专项指导。

至于场地，孙晓鸣多次向上级部

门请示，想修一块塑胶足球场。 最终，

上级部门同意他们采用分期付款的

方式，由施工方垫资修建了一块

8

人

制塑胶足球场。

2014

年

5

月，足球场

竣工投用。 而直到

2016

年，三河镇小

学才结清施工费。

当大家都热情高涨、憧憬着汗水

能换来成绩时，一盆冷水迎面泼来。

2014

年， 三河镇小学报名参加

石柱县中小学足球联赛，最终排名垫

底。“回到学校后，教练和队员垂头丧

气，甚至想要放弃。 我们就逐一找到

他们谈心，分析原因、寻找差距、商量

对策。 ”孙晓鸣回忆道。

经过商议，三河镇小学决定从营

造校园足球氛围、打造校园足球文化

抓起，每个班都组建男、女足球队，开

展班级联赛；学校逐渐将办学理念转

为“读好书 、踢好球 、做好事、成好

人”，并打造了“以球润德、以球启智、

以球健体、以球育美、以球促劳”等足

球文化。

同时，学校还请来专业教练指导

学生训练，并从三年级选拔两名优秀

队员送到主城区接受专业训练，其他

队员则通过寒暑假到主城区拉练等

方式提升竞技水平。

2015 年， 三河镇小学女足涅槃

出征，先后获得石柱县中小学足球联

赛冠军和渝东南片区赛亚军的好成

绩。 当年

11

月，她们在重庆市

2015

年校园足球联赛市级总决赛小学女

子组决赛中， 以

5:2

逆转击败对手，

赢得冠军，也赢得了更多关注。

这场比赛成了三河镇小学女足

发展史的转折点。 截至目前，三河镇

小学女足的姑娘们已经先后

30

多次

捧起市级以上比赛的奖杯。“这是学

校三任校长 一 任 接 着 一 任 干 的 成

果。 ”三河镇小学现任校长马建伟说。

如今，早已荣休的孙晓鸣仍心系

三河镇小学女足。 今年

8

月，他和马

建伟一道，请来前大连女足青训中心

普兰店女足总教练郭新到校执教。

尽管没有工资 ， 但郭新尽心尽

责，带球队一天三练。 更专业、更科学

的训练方式，让三河镇小学女足的竞

技水平有了显著提升。“我希望能发

挥余热，让她们的未来有更多可能。 ”

郭新说。

踢向未来

2015

年一战成名后没多久 ，西

南大学附属中学便向李颖、 马星等

9

名队员抛来了橄榄枝，这让孙晓鸣又

惊又喜。 他告诉记者，这真正意义上

开启了三河镇小学向重庆主城区一

流中学输送足球苗子的历史。

2016

年

9

月， 李颖等

8

名队员

走出大山，到重庆主城区读书 ，另一

人因家庭原因没有成行。 目前，三河

镇小学已和西南大学附属中学、巴南

中学、重庆市第三十七中学等

5

所学

校达成合作，输送足球苗子。

如今，孙晓鸣仍经常和马建伟等

人一起，频繁穿梭于重庆主城区各知

名中学，同学校的体育老师、足球教

练深入交流，了解其招生需求。“通过

深入调研，我们才能更精准地为孩子

们谋划升学之路，让她们得到更多成

长机会。 ”他说。

马建伟介绍，该校已毕业的女足

队员中， 有

35

人达标国家一级足球

运动员， 其中已高中毕业的

21

名队

员中，有

20

人考上了同济大学、北京

体育大学等知名高校。“校园足球不

可能把每个人都培养成职业运动员，

但能让孩子们把身体锻炼好，把心理

建设好，给她们提供更多渠道和更好

的平台，走向外面的世界。 ”他说。

今年

8

月，三河镇小学女足入选

2024

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

迹。

11

月的第一届全国青少年三大球

运动会女足比赛中， 重庆

U18

队的

23

名队员里，谭斯琪 、刘冰冰 、马钰

巧等

7

人毕业于三河镇小学。 此外，

曾就读于该校的冉佳琪还入选了中

国足协

2024

年第二期

2012

年龄段

女子精英球员训练营。

今年夏天，三河镇小学为参加重

庆市第七届运动会的队员们举办了

一场盛大的出征仪式，许多已毕业的

队员回到母校，给师妹们鼓劲。 目前

就读于内蒙古大学的丁小娟在分享

个人经历时说，足球带她迈过了大学

的门槛，如果没有足球 ，她的未来不

会像现在这般有无数种可能，“只可

能是围着灶台过一生”。

丁小娟的话让孙晓鸣颇为感慨。

“这就是我组建三河镇小学女足的初

衷。 一个小小的足球改变了山里女娃

的命运 ， 让她们看到了不一样的世

界，拥有了不一样的人生。 ”

（郑明鸿）

13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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