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岛风，却不可谓是海风。 岛上有山，山间有清风；岛上有人，
其间有风情。 深浅墨色描成的山脉连绵过舷窗，阳光透过窗上的
雾气照进来，打在异乡人的眼睫毛上。 已而靠岸，扑面而来的，是
岛风。

我不曾去过很多地方，但小岛在这不多中又占了多数。 记忆
尤其深刻的，是一个叫做象岛的安详之地。它的来访者，总是少于
其他被大幅度旅游开发过的地方。它很宁静，越往南人越稀，只有
在大家都涌出来吃宵夜的时候海滩上才会弥漫浓浓的烟火气息。

象岛的傍晚，是安静到足以感受它岛风的最好时机。 玩乐了
一天，晒了一整天太阳，泡了一下午的海水浴，快乐得有些大脑
缺氧。 于是随意挂在某一棵树下的秋千上，或者花一点小钱趴在
海滩边的小店里做个按摩，皆可赏那夕阳。 脑海中的那幅图景已
成了印象派的画，我只记得橙红的霞光染遍了我的视野，第一次亲眼见到“落
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可不叫人泪目？

有一次在象岛四周的各色小岛间体验潜水的机会， 潜水是何感受我已经
记不清了，但有一个小船员，可爱得实在忘不了。 他们那些从小在热带生活的
孩子皮肤黝黑见光， 总是露出满口白牙的淳朴笑容。 那小船员顶多十九二十
岁，虽不大会说英语，竟也能用他狡黠的笑逗得我开心，还神秘兮兮地叫我跟
他下大船，坐上一艘小艇，对我说：“OK？ ”“yeah� yeah！ ”我高兴得什么也顾不
了，甚至忘记告诉我妈，直到小艇绕着大船转了好几圈她才发现了我的不辞而
“游”。 我妈担心得骂骂咧咧，旁边金发碧眼的姑娘却直说：“She's� so� brave!”我
也不知道哪来的对小船员的信任，相信他绝对不会让我掉进海里的。海风吹得
我晕乎乎，眼睛都不大能睁得开。语言不通让我无法顺畅地对他表达我对这份
相遇的感动。 离开的时候，我们一直低着头。

最近一次感受岛风，是在寒假的加拿大之行。 岛上着实风大，红色的枫叶
国旗迎接着我们。刚到岸上就听见不远处有人在弹唱我从没听过的歌曲，慵懒
而有风情。 我快步走了过去，发现那些歌都是他的原创，而他就像现在我们说
的自由音乐人。 他抱着的那把吉他必然历经了很多年岁，木头的漆都被磨成斑
驳的模样，琴枕也是老式的。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街头艺人，不同于那些
卖艺乞讨者，他脸上是享受和幸福的微笑。 他也许不差钱，但仍走上街头，用音
乐给路人分享他的生活情调。

在路边的长椅上闭着眼睛休息的时候， 听见不知何处传来我最爱的指弹
轻音乐，在心里暗暗夸了无数次旁边店家放背景音乐的品味好。直到起身才发
现，是有另一个街头艺人在演奏！ 那娴熟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位指弹大师，轻松
自在的指法让我怀疑汤姆大师变了装出现在这座小岛上。 这些艺人有如此精
湛的技艺，是什么让他们站在街头演奏呢？ 他们用音乐在说话，在生活，也在给
别人带来更惬意的生活，不是吗？ 如此人生价值的实现，是我感受到的岛风。

岛总是不太大的，没有很高的建筑物，人潮也不拥挤，这恰恰让小岛保留
了它原始的风情。 让人可以什么也不想地喝着汽水，坐在海边晃着脚丫吹风。
总会有一天，等我赚够了钱，我想回到属于自己的海岛上安度晚年，连骨灰也
撒进夕阳下的大海里。 （指导老师 李新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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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强身健体， 体育
训练的重要性。对于初中生而言，科学合理
的体育训练能够提升他们的身体素质，实
现他们的全面发展。 刘明分析了青少年在
体育训练中出现损伤的因素， 并针对这些
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策略。马彦萍分析了体
操训练中开展保护与帮助的方法、 位置和
时机。此外，还有众多学者针对体育教学活
动中的保护与帮助展开了论述。 本文在以
往研究的基础上， 分析了体育训练中保护
与帮助的区别与联系， 揭示了保护与帮助
的重要性， 并针对保护与帮助中的问题提
出了一定的策略。

一、保护与帮助的涵义
体育训练中的保护指的是中学生在

进行体育训练时，采取一定的措施，使自
己或他人因为不恰当的体育操作或者其
他因素免于身体伤害的活动。 体育帮助
指的是体育教师帮助中学生更高效地完
成整个体育训练活动。 对中学生的体育
训练帮助除了对他们的肢体活动进行指
点外， 还可以对他们的内心和精神世界
进行指导。

二、体育训练中保护与帮助的关系
体育训练中保护与帮助是相辅相成

的关系。首先运用保护与帮助能够使中学
生战胜体育训练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克服
自己畏惧的心理，避免不必要的体育事故
的发生。 运用帮助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
使他们掌握各种体育类型训练的技巧，提
升训练的效率，因此帮助应该运用到整个
训练过程中。我们可以把帮助当作保护的
一种特有的形式。

三、如何在体育训练中正确地运用保
护与帮助

（一）明确保护与帮助的重点
对于体育训练活动中的保护者而言，

在进行体育训练时，应该根据不同类型体

育项目的特性和实际操作要领，体育工作
者应告知学生们应该重点注意的身体部
位，并站立在危险易出现的方位，以方便
给予学生保护与帮助。

（二）掌握恰当的时间
体育训练与帮助并不是越早越好，过

早不利于学生自主完成整个体育训练，过
晚可能会导致体育事故发生。 因此，体育
训练保护与帮助的开展必须要及时，只有
这样才能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给予他们
最有效的保护与帮助。

（三 ）开展相关教育 ，做好训练前的
准备

为了更好地开展体育训练工作， 在训
练开始前， 体育工作者应针对中学生开展
有效地保护与帮助教育， 提高他们的相关
意识， 通过教育让他们明确不同类型的项
目可能会发生的损伤，未雨绸缪，防患于未
然。 此外，在体育训练开始前，应该做好他
们的练前准备工作。

（四）做好中学生的心理辅导工作
对于很多中学生而言， 体育训练会

给他们的身心带来压力， 对他们的心理
健康和学业造成一定的危害。 为了更好
地促进中学生体育训练的进行和全面发
展，相关工作者应给予学生及时的关心，
并给予保护与帮助， 帮助他们排解内心
的压力，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他们
的全面发展。

四、结论
通过上述我们可知， 体育训练对于塑

造初中生强健的体魄、 实现他们全面的发
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但由于很多初中阶段
的学生年纪较小， 对专业的体育训练知识
不够熟知， 在进行体育训练的过程中难免
会出现意外的情况， 并对他们带来心理压
力。因此，我们必须把有效的保护与帮助运
用到日常的体育训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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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在体育训练中如何运用保护与帮助
娄底市双峰县杏子中心学校 李阳

自古以来“友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
寒。 ”谁都希望自己碰到的人是友善的。
可是，在我们的学生中，往往有少数这样
的孩子：看到同学考试考得差，他就脱口
而出：“真笨！ 打这么点分。 ”一副洋洋得
意的样子； 有同学做了好事获得老师表
扬时， 他总不忘提醒老师：“他原来是个
……”专揭别人的疮疤。如此种种不友善
的行为，小则在同学中产生争吵，大则引
起同学间打架斗殴。 如何教学生在日常
的学习和生活中友善待人， 形成胸襟宽
广、善解人意、乐于助人的品格，这是我
们德育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学生中产生这种不友善的行为，
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现在的孩子基本
上都是父母手心的宠儿， 父母对他们的
要求百呼百应， 无形中养成了他们自私
自利的坏习惯。 二是受社会不良风气的
影响，小学生分辨是非能力不强，导致目
中无人，意气用事，我行我素。 三是我们
老师和家长有时处理问题的方法简单粗
暴，歧视表现不好的孩子，使他们产生逆
反心理，破罐子破摔。

善良不是天生的， 需要我们对学生
进行教育和培养。那么，在学校里我们如
何培养学生的友善心呢？

第一， 学会正确认识他人、 认识自
己，互相帮助，取长补短。

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心理特点，
通过身边的人和事，多方面、多形式、多
渠道地教学生正确认识他人、认识自己，

让他们知道“十个指头不一般齐”，但各
有各的用处。 人也一样，各有所长，各有
所短，不可能十全十美，样样都行。 有的
思维敏捷，反应快；有的记忆力强，背书
快；有的口才好，表达清晰；有的想象丰
富，作文好……这就需要大家互相学习，
互相帮助，取长补短。 老师要有目的地开
展展现学生自我的活动。

当身边有学生在学习上或生活上碰
到困难时， 老师要有意识地安排同学主
动帮助他。 告诉学生： 一个人活在世界
上，会碰到许多不顺心的事，不可能事事
如意， 这就需要别人的理解、 帮助和鼓
励，以获得克服困难、战胜挫折的信心和
勇气。 救危扶困、乐于助人是一种美德，
让他们明白“助人者自助，乐己者乐人”
的道理。 当发现有同学背后议论他人长
短，老师要创设情景，让学生设身处地地
想想这样做的利弊，知道“毁人者，自毁
之；誉人者，自誉之”的道理，从而以己之
心，度人之心，形成豁达的胸怀，开朗的
性格。

第二，因人而异，因材施教，抓教育
契机，对症下药。

在少数学生现象中，大多是思维比较
敏捷，想上进但自制力较差的学生。 老师
只有平时细心观察，留心学生的种种细微
现象，尤其是注意那些不易被人发现的良

好的教育契机，对症下药，才能收到始料
不及的教育效果。 我班有一个男生蒋同
学，总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上课爱讲小话，
爱玩小动作，还喜欢做无聊的事。 很多同
学都讨厌他， 不愿和他在一个学习小组。
有一次上阅读课，同学们做阅读分享。 看
到蒋同学居然高高举起了手，我立刻叫他
上来。 讲台边的一个女孩立刻站起来说：

“老师，他最不守纪律。我来。”蒋同学听到
这话，已站起来又坐下去，把头埋得低低
的。 我示意女孩坐下，对全班同学说：“老
师听说蒋同学在家爱阅读，今天我们来听
听他的阅读感受。掌声欢迎！”他红着脸走
上讲台，和同学们分享了自己喜欢的书中
精彩的情节。 刚一讲完，同学们报以热烈
的掌声。 我抓住这个契机，说：“很高兴蒋
同学主动和大家分享阅读体会， 讲得真
棒。 老师更期待你们能伸出友谊之手，帮
他改正缺点。”事后，我常鼓励蒋同学把看
到的精彩故事讲给同学们听，同学们也不
再那么排斥他了，喜欢抓他“小辫子”的
现象也没有了。

第三，坚持“多肯定，多鼓励，多表
扬”的原则。

一个宽松、和谐、融洽的教育环境和
人际环境， 能使每个学生感受到集体的
温暖、关心和爱护。 人与人之间要宽容，
要互相关心，互相尊重，互相理解，要使

每个学生能感受到老师和同学之间无私
的爱和关心。 班干部是班主任的得力小
助手，协助老师管理班级。 可我发现他们
德育常规登记本上，只有违规违纪扣分，
班上的好人好事奖分很少记。 这不正常。
如何使他们学会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
同学呢？ 我组织班干部开会，问他们：“你
们喜欢表扬还是批评？ ”他们都说：“喜欢
表扬。 ”“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去表扬同学
呢？ 只记扣分， 是不是班上没有好人好
事，没有表现好的？ ”他们都不作声，我趁
机进一步引导：“我们进行德育常规评
比，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督促同学、帮
助同学，使他们发扬优点，改正缺点。 ”

“是为了促进班风班纪的好转。 ”“所以，
我们要细心观察班上同学的表现， 尤其
要认真观察后进生的点滴进步， 及时表
扬、鼓励、肯定，增添他们上进的信心。 当
然，违反纪律的该扣分的就扣分，不能包
庇。 扣分后，要主动、热情地找这些同学
谈心，帮助他们改正缺点，这样我们的班
风才会越来越好， 我们的工作才能达到
目的。 ”在后来的记录中，好人好事的奖
分内容多多了。 他们也向我反应，那些调
皮捣蛋的同学都在进步。

让学生学会正确认识自我， 友善待
人，将使他们受益终生。 不仅有利于学生
身心的健康成长， 而且有利于在校园形
成良好的人际关系，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进而延伸到社会，提高人们的整体素质，
形成良好的社会人际关系， 使之安定团
结，长治久安，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让学生学会友善待人
娄底市第一小学 许向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