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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 日上午，漳州体育中考
项目一明确，下午，我们全年段的体
育老师就根据学生之前的测试成绩，
和学生商定了明年中考的项目。”漳
州一中芝山校区体育组长柯志良在
接受采访时介绍说。

“三大球不管抽到什么球，如果等
抽考结果出来再突击训练肯定是来不
及的。”柯志良告诉记者，“所以在学生
平时上课中，我们就安排了三大球的
课程。”柯志良说，七年级下学期上足
球课、八年级上学期上篮球课、九年级
上学期上排球课，每个项目都安排24

课时的单元教学。在单元结束后，有
五到六成的学生可以得满分，达到及
格成绩的同学超过九成。

在帮助学生选择必考项目是选
中长跑或者游泳方面，漳州一中体育
组在近几年专门有一个课题实验。
通过对七、八、九年级不同体型的学
生做抽样测试并对数据进行分析。
对于一名体脂比大于 25%的学生，中
长跑满分训练用时比游泳满分训练
用时多 7 倍。尤其对一些体重偏重
的人，就会建议必考项目选游泳。

漳州明年中考抽选考项目为双

手头上前掷实心球、1分钟跳绳、1分
钟仰卧起坐。诏安县梅岭中学体育
组张晓聪老师告诉记者，学校九年级
有 6个班，各班也根据学生的实际情
况，把每位学生的考试项目清单确认
收集完毕。“当然这只是一个相对固
定的方向，有一些学生在训练过程
中，发现自己在某个项目更有优势，
也是可以进行调整的。比如，现在选
了实心球和跳绳，训练后如果仰卧起
坐能得满分，实心球成绩也不错，但
无法满分，报考前是可以改选考仰卧
起坐的。”

精准训练 学生考试项目基本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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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 漳 州 市 2025
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
试项目的明确，连日来，
我市各中学纷纷开展体
育教研活动，一对一制
定训练计划，精准施策，
努力让学生通过体育锻
炼，增强体质，培养良好
习惯，同时提高体育成
绩，享受运动带来的快
乐。本期，一起来关注。

▼
M 关注

11月 4日下午 3时许，在漳州一
中芝山校区，九年级有三个班级在上
体育课。在做完热身运动后，有的同
学绕着操场跑步，有的在垫子上练习
仰卧起坐，有的对着墙壁在垫排球，
操场上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绕着操场跑两圈后，漳州一中九
年（17）班钟一鸣的额头上已经沁出
细细的汗珠。“我一分钟能跳 185个，
排球 40秒能垫 37个，1000米的成绩

是 3分 20秒。”对于自己目前各个项
目均能拿满分的钟一鸣来说，上体育
课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老师的训
练方法很实用，成绩稳稳的，当然很
开心。”和钟一鸣一样开心的还有周
涵影，她说：“前几天期中考的 800
米成绩是 3 分 48 秒，离满分 3 分 25
秒还有一点点差距。我选的是实
心球和跳绳，跳绳目前一分钟能跳
110 个，等休息好一点了，跟着老师

的节奏训练，跳 170 个拿满分应该
也没有问题。”

柯志良介绍，以中长跑为例，9
月开学后学生进行的是体育恢复性
训练，主要内容有“最大速度”“混
氧”“有氧”“身体素质”“速度耐力”，
采用完成训练法、间歇训练法和法
特莱克训练法，再加上标准的测试，
以成绩来不断调整一生一案的训练
策略。

有备无患 跟着老师的节奏科学训练

“ 抽 选 考 项 目
中，今年漳州又抽到
跳绳，大家都很开
心。因为跳绳对
于训练时间和训练
场地的要求是比较
小 的 。”柯 志 良 说
道。此外，相对比引

体向上等项目，跳绳也
是平时比较常见的训练项

目，难度较小。
近年来，为了提升学生的体育

素养，在师资方面也不断加强。“比如

学校体育老师陈燕曾是一位运动员，
具有比较专业的运动素养。在教研
活动中，陈燕会给所有体育老师做示
范，再让体育老师把规范的动作教给
同学们，所以同学们的跳绳成绩好而
且动作漂亮。”

柯志良认为，体育不是一蹴而就
的，体育考试不仅考速度，还要考基
本技术的掌握。不管是球类或者其
他运动项目，都要在掌握后保持相当
的熟练度。对于部分不爱运动的小
孩，家长们可以加入运动当中，每天
抽半小时陪着孩子锻炼或者跳绳，加

强户外活动可以帮助更好睡眠。对
于体质弱的孩子，练一练身体会强壮
一点，学习起来也更有信心。

要从“被迫锻炼”变成“我爱锻
炼”。诏安梅岭中学张晓聪老师表
示，这应该是社会、学校和家长共同
的目标，运动可以让同学们远离“低
头族”“电脑族”。在他看来，通过体
育锻炼，孩子们不但能增强体质，更
能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孩子们锻
炼不应是受了考试的强迫，而应该
变成“我爱锻炼，我运动，我快乐”。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图

稳步提升 从“被迫锻炼”变成“我爱锻炼”

“哈喽，你儿子和同学在楼下玩
时，请了包括我儿子在内的几个同学
喝水，我觉得不太合适，孩子明天会
把买水的钱还给你儿子。”“没关系
吧，一瓶水而已。”“不，我平时一般不
给孩子零花钱，但也不能让孩子养成
随便花别人钱的习惯。”日前，记者的
朋友，一位二年级孩子的妈妈描述了
跟班里家长的一通电话，无奈中带着
困惑，孩子究竟该不该拥有零花钱？
有零花钱的孩子又该如何管理好这
些私人财产？

低年级的孩子大多拥有零花钱

记者通过托管机构，随机对小学
生携带及使用零花钱的情况进行调
查，惊讶地发现，二三年级的孩子大
多拥有零花钱，而四至六年级的孩
子，则大约只有一半拥有零花钱。

二年级的小涵同学告诉记者，她
从幼儿园中班开始就有零花钱了，主
要来源是帮着干家务和考试奖励。
比如大扫除时帮妈妈擦桌椅、擦玻
璃，还有考试 100 分，都能得到零花
钱奖励，这些奖励自己都会收到储钱
罐里。遥遥同学也一年级就有零花
钱了，主要是用积分和妈妈换取的，
比如早晚刷牙、又快又好完成作业都
有积分奖励，考试考得好也有加分，
到现在他已经用积分换了192元“巨
款”了。小凡同学的零花钱则是他自

己从家里抽屉等各个角落收集来的
硬币，还有中秋博饼获得的现金奖
励，都放进存钱罐了。对比之下，小
朱同学零花钱可能是最多的，二年级
一开学，妈妈就充了200元到他的电
话手表，每次去祖父家走亲戚都可得
到100元红包，算是小大款了。

相比低年级孩子，高年级孩子拥
有零花钱的约有五成，四年级的欧阳
同学表示，她没有零花钱，需要买东西
就跟妈妈要，妈妈同意会给钱让她去
买。六年级的小哲和小勒都表示，从
小到大家里都没给零花钱，需要文具
等学习用品都由爸爸妈妈帮忙去买，
他们习惯了也乐得轻松。相对部分孩
子的“身无分文”，高年级有零花钱的
孩子也有一定的“贫富差距”。四年级
的小宇同学每月手表支付宝都会收到
妈妈20元的打款，六年级的小晨同学
每月零花钱80—150元。

零花钱怎么花大多有约定

孩子有了零花钱以后，“怎么
花”，家长们两极分化了，有些家长认
为既然给了，让孩子们自行安排也未
尝不可。而有些家长认为应该严格
管理。

小涵同学对零花钱的“自主支
配”意识很高，她靠劳动和考试成绩
赚了不少零花钱，夏天可以买喜欢的
冰淇淋、饮料，还可以买些学习用品，

每个月大约花100元，有剩的钱她打
算存起来交学费。相对于小涵同学
的家长，大多数家长对孩子零花钱怎
么花有着严格的约定。四年级的小
宇同学虽然每个月支付宝有20元的
零花钱，但他花钱都要经过妈妈同
意，必须要用在文具等学习用品上，
若需要吃零食，则由妈妈另行掏钱购
买。同是四年级的小杰同学说，妈妈
要求他每次花钱都要报备，要记账，
月底统计总共花了多少钱。六年级
的小晨同学的妈妈规定他 2 天最多
花 10 元，这样他每个月基本就可以
存20—30元。

采访中，孩子们不约而同地表
示，文具等学习用品开学时一般都会
买好，所以上学时这方面基本不怎么
需要花钱，只是暑假才偶尔花。并且
家长们一再强调不能随便买零食、玩
具，加上大多需要报备，所以花的钱
不会太多。不少孩子甚至还表示，零
花钱舍不得花，存下来以后可以买自
己喜欢的东西。

零花钱的给和花需要引导监管

小学生该不该给零花钱，并没有
一个标准答案。家长不给，大多是担
心孩子们胡乱花钱。可不少老师认
为，可以给零花钱。漳州市实验小学
老师林晓姗建议，可以根据孩子的年
级给零花钱，比如一年级涉及十以内

的加减法，可以定期给孩子10元左右
的人民币让孩子自己支配，让孩子有
纸币的意识和基本口算的能力。随着
年级增加，可以根据孩子心智和家庭
消费水平，稍微提高孩子的零花钱。

采访中，不少孩子表示是通过家
务劳动和考试成绩来得到零花钱，对
此，林晓姗认为可以适当挂钩，金额
不宜过高或者过低，比如扫地板一次
1 元，倒垃圾或拿快递也可以 1 元。
巷口中心小学的柯丽端老师建议，鼓
励孩子积攒纸皮或者矿泉水瓶去卖
来攒零花钱，增强成就感。两位老师
都认为，最好让孩子记账，对自己的
收入支出有意识。

对于零花钱怎么花如何引导监
管，柯丽端老师建议，每个月或者每
周固定给孩子一定数额的零花钱，帮
助孩子规划零花钱用途，比如一部分
消费，一部分储蓄。林晓姗建议，逢
年过节孩子收到大额红包时，可以劝
孩子自己记录，并在大人的监管陪同
下存起来，如果需要支出要和大人商
量。小额的零花钱，可以让孩子携带
5—10元在身上，家长定期跟踪一下
孩子的消费情况。

有意思的是，对于家长们反对的
零花钱购买零食玩具，老师们认为给
孩子一点点购买零食玩具的空间，童
年才算完整。

☉本报记者 林艺群

小学生零花钱小学生零花钱，，给不给给不给？？怎么花怎么花？？

本报讯（记者 黄舒哲）近日，由
福建省教育厅主办、闽南师范大学承
办的2024年福建省大学生团体心理
辅导创新大赛在闽南师范大学附属
龙溪学校举行。经初赛选拔，来自省
内各高校心理学专业的40名本科生
和20名研究生脱颖而出，参加决赛。

此次决赛包含辅导方案设计、
辅导实施和现场答辩三项内容。各
位选手现场抽题，围绕初中生的心
理特点制定并实施特色鲜明的团体

心理辅导。最终，闽南师范大学学
子陈丹璐获研究生组一等奖，福州
大学学子张杰和闽南师范大学学子
方雪获本科生组一等奖。

本次大赛由福建省普教室、福
建省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成长指导中
心、闽南师范大学附属龙溪学校和
漳州市心理学会协办，旨在提升我
省心理学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为我
省各高校展示教育成果、交流互鉴
学习提供平台。

省大学生团体心理辅导创新大赛在漳举办

本报讯（记者 王炜艺 通讯员
黄冠闽）近日，云霄一中被国际湿地
（中国湿地学校网络委员会）授予
“湿地学校”称号，成为漳州首个“湿
地学校”。

“湿地学校”由国际湿地组织与
中国湿地学校网络委员会联合发起
创建，旨在激发全社会热爱自然、保
护湿地的自觉性，将湿地保护宣传
教育活动与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结合
起来。近年来，这一活动得到了社
会的响应，实践证明在国内发挥了
积极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了保护湿
地意识的提高，湿地保护宣传普及
影响力不断扩大。

云霄一中坐落在绿树掩映的望
安山麓、秀美如珠的漳江河畔，紧临
漳江口红树林。多年来，云霄一中
充分利用周边宝贵的湿地资源，开
展多种多样与湿地相关的教育活
动，积极宣传生态环境保护知识，引
导学生在观念意识上树立保护生态
环境的观念，并将教育思想与生态
环境保护教育相联系，深化“特色+
品牌”科技教育办学特色，形成“科
普教育”“科技实践”“科技创新”三
个系列的科技教育体系，开发《走进
红树林》《探秘漳江口红树林》等校
本教材，不断提高师生湿地环境保
护意识。

漳州首个“湿地学校”在云霄挂牌

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 通讯员
曾晴）为丰富青年社交“新场景”，打造
校园知识“补给站”，近日，闽南师范大
学首期校园“青年夜校”正式上线。目
前，已收到同学们的踊跃报名。

本次青年夜校，课程有舞蹈系
列，包括形体训练、柔韧性练习、有
氧舞蹈、健美操、舞蹈基础元素练习
等，还有硬笔书法训练、流行音乐教
学、美妆教学等。首期“青年夜校”

为公益课程，免收培训费，部分课程
所需物料费用自理。

据悉，青年夜校由闽南师范大
学团委主办、商学院团委和艺术学
院团委承办，课程安排为一周两次
课，共六次课。旨在拓展在校大学
生的兴趣爱好、丰富课余文化生活
品质，提升职业技能，打造一个在学
习之余相互交流、放松身心、提升自
我、增加技能的多元化平台。

首期校园公益“青年夜校”上线

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 通讯员
陈焰香）近日，在第十二届全国科学
教育专业师范生教学技能创新大赛
上，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5 名学生斩
获二等奖、4名学生斩获三等奖，学
校荣获优秀组织奖。获奖学生全部
来自教师教育学院，其中 6 名来自
小学科学教育专业、3 名来自小学
数学教育专业。

本次大赛吸引了来自全国 105
所高校的 1000余名选手参加，经过
严格的资格审查和初评，最终有

506名选手进入决赛。在决赛的即
席讲演、模拟授课和回答提问三个
环节，漳城院代表队勇于拼搏，表现
出色，获得了阵阵掌声。本次比赛
获奖的9名同学将同时获得科技辅
导员初级证书。

本次获奖是漳城院教师教育学
院狠抓专业建设的成果。下阶段，
学校教师教育学院将继续加强专业
内涵建设，不断提升学生专业技能
和创新能力，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
展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漳城院：

全国科学教育教学技能大赛获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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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秒对墙垫球训练

本报讯（记者 黄舒哲）福建省
2025 年高职分类招考 11 月 5 日开
始报名，报名分网上报名和现场确
认报名，其中：网上报名时间为
2024 年 11 月 5 日至 11 月 10 日，现
场确认时间为 2024年 11月 11日至
16日，考生持报名所需材料到所选
择的确认点现场确认。

三类考生可参加高职分类招考

高职分类招考考生类别分为中
职学校类、普通高中类和特殊群体类
等三类。报考中职学校类的考生为
中职学校的应届毕业生、往届毕业生
或同等学力人员。报考普通高中类
的考生为普通高中学校的应届毕业
生、往届毕业生或同等学力人员。报
考特殊群体类的考生为在我省安置
的退役士兵，以及下岗失业人员、农
民工和高素质农民等群体人员。

同时，中职学校类报考人员应
按照我省中等职业学校学业水平考
试专业基础知识考试课程选择对应
的报考科类，报考人员选择的报考
科类如与其参加的中职学考专业基
础知识考试课程对应的报考科类不
一致，其专业基础知识考试成绩按
零分计。

需要提醒的是，普通高中类和
特殊群体类的考生不分报考科类。
高职分类招考安排的本科招生计划
仅面向中职学校类考生。

文化课用的是学考成绩

中职学校类考生：1. 依据福建
省中职学考成绩和职业技能测试成
绩，参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
取。职业技能测试具体安排另行通
知。2.学业水平考试（即“学考”）成
绩使用其在2024年6月参加我省中

职学考公共基础知识（德育、语文、
数学、英语）和专业基础知识的合格
性、等级性考试成绩。

普通高中类考生：1. 依据福建
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
（即“学考”）成绩，参考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及职业适应性测试结果择优
录取。职业适应性测试具体安排另
行通知。2.对于应届毕业生，使用
其参加我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语
文、数学、外语、思想政治、信息技
术、通用技术（不含实践操作）等科
目合格性考试成绩（非补考成绩）作
为录取依据。3.对于往届毕业生或
同等学力人员，使用其在 2025 年 1
月参加我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语
文、数学、外语、思想政治、信息技
术、通用技术（不含实践操作）等科
目合格性考试成绩作为录取依据。
4.从外省（区、市）转入我省的考生，
需按规定参加我省语文、数学、外
语、思想政治、信息技术、通用技术
（不含实践操作）等6门科目合格性
考试，其原就读地省级主管部门提
供的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证明仅作为
普通高中毕业认定依据。

特殊群体类考生：1.退役士兵、
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高素质农
民等特殊群体类考生依据福建省统
一组织的特殊群体类考生文化素质
考试成绩，并参考职业适应性测试
结果择优录取。2.特殊群体类考生
文化素质考试科目为语文和数学两
门，依据《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印发福
建省中等职业学校学业水平考试大
纲（修订）的通知》（闽教考〔2021〕1
号）中语文、数学考试大纲命题，采
用笔试考试，每门成绩满分150分，
总分满分为300分。具体考试安排
另行通知。

三类考生可参加高职分类招考
网上报名持续至1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