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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后

第八届全国老年大学文艺汇演上月在厦门
举办，共有来自全国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23所老年大学、34个老年艺术团队参加。在这
个全国性的平台上，厦门老年大学表现抢眼，在
合唱、舞蹈、健身、服饰表演等比赛项目中斩获
多个奖项，其中，合唱团的《追寻》《月亮月光
光》，舞蹈团的《起航》《春潮涌白鹭飞》，体育学
社的带球（可乐球）《欢喜就好》等节目均获金
奖。体育学社的《综合太极拳》、时装团的《海韵
春潮》获得三等奖。厦门老年大学获得优秀组
织奖。

好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各学员社团对选送
节目的精心创排、匠心打磨，离不开老年学员的
认真参与、辛勤付出。体育学社挑战较高难度
的带球（可乐球）项目，从基本功开始指导学员
扎实排练，临时组建的综合太极拳队伍也迅速
磨合，在日复一日的加班排练中形成默契；时装
团的参赛节目将舞蹈与时装走秀创意结合，对
此前重点练习模特步伐的学员来说是一次新挑
战，但大家都从不断学习中收获了新能力；舞蹈
团积极克服演出前队形调整的突发状况，在短
时间内快速反应，把最优美的舞姿呈现在舞台
上；合唱团参赛的第二首歌曲《月亮月光光》是
由闽台童谣改编的，团里有相当一部分团员不
会说闽南话，团里老师就在歌词上标出闽南话
注音，一遍遍教大家正确的发音……正是有了
每一个学员社团的认真对待，每一位参与学员
的全力以赴，厦门老年大学最终在第八届全国
老年大学文艺汇演上收获颇丰，以良好的精神
面貌，精湛的艺术技艺展现特区老年人昂扬向
上的时代风貌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追求。

“参加汇演的队伍多、水平高，对我们来说
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厦门老年大学舞蹈团
团长吴乌秀告诉记者，能够参加第八届全国老
年大学文艺汇演大家都很开心，“我们也希望通
过这次活动进一步提高我们的能力。”

厦门马拉松延期
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本报讯（记者 路鹏宇）厦门马拉松赛组委会昨天
上午发布赛事延期公告称，原定于明年1月2日举行的
第21届厦门马拉松赛延期举办，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据悉，报名费将在公告之日（含）起3个工作日
内，通过原支付渠道全额退回（选手无需申请）。组委
会将保留所有选手的参赛资格，赛事重启后可在规定
时间内重新报名参赛。

尽管赛事延期，厦门马拉松赛组委会昨天同时发
布了迎新线上跑的报名通知。在元旦三天假期期间
（2022年12月31日至2023年1月2日），将举行马拉
松（42.195公里）个人赛、马拉松（42.195公里）团队赛
（4人组队）和5公里个人赛三个项目。在比赛日内，
不限时段、不限地点，使用指定的跑步App单次完成
所报里程，即可完赛。赛事组委会将为所有完赛选手
定制完赛奖牌。

本报讯（文/图 记者 路鹏宇）今年是厦门市人民
小学建校145周年,又逢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赛。
由人民小学主办、简极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的“献礼建
校145周年,踢出我的世界杯”足球嘉年华活动日前
在人民小学浦南校区举行。

现场活动包含了数智化班级足球赛、颠球挑战
赛、1对1PK赛、爷孙足球对抗赛等精彩纷呈的足球
活动，还有足球和其他学科融合的作品展示。

人民小学是全国首批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福建省足球传统学校、福建省校园足球示范校、市体育
局市队校办基地校。学校足球队近年来在全国、省、市
级的各项赛事中成绩名列前茅。并向省市和职业足球
俱乐部输送了一大批足球人才。校园足球活动开展以
来，该校已经有六人先后入选中国校园足球国家队。

人民小学开展庆祝建校145周年系列活动期间，
国家男足前主教练朱广沪亲临学校参观指导；国家女
足前主教练王海明、北京体育大学博士生导师李春
满、前国脚郑智、彭伟国、杨晨、李玮峰，现役国脚武
磊、张琳芃等纷纷发来祝贺视频。

前国足主帅
来厦指导小学生

厦门市人民小学建校145周年，举
办精彩足球活动

特区老年人英姿飒爽
●厦门老年大学学员社团建设成果突出
●多个学员社团在各级文体活动中取得好成绩

今年教育界关注啥？两岸校长开讲啦
第十五届海峡两岸百名中小学（中职）校长论坛今日在厦举行

听！

看！
本报记者 郭睿
通讯员 戴伟
厦门老年大学近期喜讯连

连，先有多个学员社团在第八
届全国老年大学文艺汇演中收
获金奖，又有体育学社在全省
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上夺得金
牌。学员社团实力不俗的背
后，倾注着学校为学员社团建
设投入的大量心血。

学员社团是厦门老年大学
学员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服务
社会的重要平台。党的二十大
召开以来，该校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加强
学员社团建设，积极发挥学员
社团在老有所为、服务社会方
面的作用，社团建设不断取得
新成果。

历届论坛精彩语录
陈伯璋（时任台湾致远管理学院教授）：每次课改

最让改革者头痛的地方就是：各学科都觉得自己的学
科最重要，什么都重要，“砍”了哪里都有意见。事实
上，人类的很多知识都不在课堂上获得的。

教育要适当地留白——给学生空间是必要的。
此外，改革有时要比慢，不要比快——只有“马步”站
稳了，改革才能顺利。

林世华（台湾中学学生基本学力测验<相当于大
陆的中考>推动委员会原副召集人）：台湾课改原本
也在要采用分数还是等级上打转，后来他们意识到，
如果考试内容没有改变，任何改革都是假的。他们转
到考试内容改革——通过考试让老师知道设计这个
题目是根据什么教学目标，进而影响教学。

李希贵（时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生命教
育”就是要教会学生认输，以及学会如何放弃——人
的一生，输的时候多于赢的时候，因此，学会认输更加
重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失败在“不会认错，不
会认输”。

教会孩子学会放弃也很重要，只有学会放弃那些
不切实际的幻想，你才能卸下压力负担，更好地前进。

胡卫平（陕西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我们
曾在老师中做了一个测评，给出50个词，让老师给它
们排队，选出喜欢的学生特征和你认为的创造性学生
的特征是什么。结果是老师基本上不喜欢具有创造
性特征的学生。如果老师不喜欢，那么，学生慢慢就
没有这些特征了。

张志敏（时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格致中
学校长）：一所好学校，不仅要有好校长，还要有一个
好的教育局局长，甚至还必须延伸到更上一级。

任勇（厦门市教育局原巡视员）：制度比人更重
要，一所好学校一定是有一个好的制度，不管校长是
谁，学校都能高效运转。

要警惕“废墟校长”，即校长每到一个地方，先推
倒重来，建立自己的一套制度，把学校文化建立在废
墟之上。

张世琼（时任台湾花莲县光华小学校长）：台湾一
项研究表明，学生在家学习的成果反映了亲子互动的
状况，与父母互动较少、情感关系较弱的孩子在远距
学习时的成效及专注力也很低……过去的成长经验
没有相关榜样，家长不知道如何跟孩子建立一个良好
的亲子关系，他们认为：只要能够满足孩子在生理上
需求（例如吃饱饭），就是一个好的父母。

远距教学时代促使学校和家庭教育都要调整心
态和做法，“远距教学最大挑战不在科技，在于人”。

本报记者 佘峥 通讯员 陈昀
很难阻止海峡两岸中小学校长每年一次

“约会”——第十五届海峡两岸百名中小学（中
职）校长论坛今天在厦门举行。

论坛由厦门市人民政府和中国教育学会、
台湾省教育会共同举办，厦门市教育局、厦门市
台湾同胞联谊会、厦门市教育学会承办。

今年怎么开？
第三次采用“线上+线下”形式

今天将有180余位校长参会。来自福建、
湖南、湖北、浙江，其中包括在厦门教书的12名
台湾教师。

论坛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形式，即大
陆校长集中在厦门，采用线下交流，台湾校长在
台湾，通过视频连线参会。

这也是这一论坛第三次采用“线上+线下”
形式。前12届论坛都是线下进行，轮流坐庄，
单数年份在厦门举行，双数年份在台湾举行，除
了论坛，校长们还要深入对方学校走一走看一
看，增进了解。

不过，在新冠疫情发生后，论坛何去何从，

一度让两岸校长们倍感困扰。
2020年，在两岸教育工作者努力下，这一

校长论坛如期召开，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形
式。厦门市教育局表示，论坛举办了十几年，形
成一种“传统”，成为两岸基础教育了解对方的
窗口，两岸教育人士都舍不得中断联系。

从已经召开的两届看，由于网速飞快，这种
隔空讨论的网络延迟时间，可以忽略不计。

今年聊什么？
校长们将探讨深度学习

今年设立主题是：深度学习。
论坛采用专家+校长报告形式，今年邀请

的两位专家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郭华教授和台
湾新竹县竹仁小学叶若兰校长，郭华教授将做
题为《深度学习：教师是第一责任人》的专题演
讲；叶若兰校长将做《从教练领导视角谈双语教
学与深度学习的困境与策略探讨》的专题演讲。

今年厦门外国语学校谢慧校长将作为大陆
校长代表发言，台湾校长代表是彰化县溪州中
学张耀忠校长。

从只办一届
到连办十五届

它是两岸教育
交流“常青树”
第一届论坛始于2007年，原

名叫做“首届海峡两岸百名中小学
（中职）校长论坛”，在厦门举行。
原本计划只举办一届。

当时在海峡两岸，高校比较常
来往，属于中小学校交流的平台并
不多。因此，两边都对对方充满好
奇。首届论坛，台湾来了130多名
校长，这还是果断截止报名的结
果。

果不其然，两岸的教育工作者
相见恨晚，论坛闭幕式上，双方约
定：论坛要办下去，“一回生，二回
熟，三回我们都是好朋友”，而且，
还要办到台湾去。

就这样，原本只打算办一届的
论坛，开成两岸教育交流的“常青
树”——从目前看，它可算是海峡
两岸基础教育界最长寿的论坛。
不仅如此，参会对象由厦门、台湾
增加为福建全省、北京、上海、陕
西、浙江、甘肃、湖北、天津、广东、
广西、深圳、宁波等地，成效逐年显
现。

这一论坛为什么能持续下
来？有很多因素。比如，两岸教育
人的执着，以及通过交流后建立的
友谊，更重要的是，两岸教育工作
者发现，他们面临的挑战高度相
似，他们可以借鉴彼此的办法解决
很多问题。

首届论坛在八月举行，遭遇那
个季节常见的台风，开幕式的大合
照还是撑着雨伞勉强进行。吸取
了教训后，以后的论坛都推迟到十
月份以后了。

从第一届开始，双方约
定：每届论坛都设定一个彼
此关注的主题。

主题会不会枯竭？事实
证明不会。

过去十四届的主题分别是：
第一届

时间:2007年8月
主题:

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课程
改革与创新
第二届

时间：2008年10月
基础教育主题：教学质量评估
职业教育主题：校企合作

第三届
时间:2009年10月

主题:教师专业成长
第四届

时间：2010年10月
主题：数字化学习

第五届
时间：2011年10月
主题：艺术教育

第六届
时间:2012年10月
主题:生命教育

第七届
时间:2013年10月
主题:家校合作

第八届
时间：2014年10月
主题：健康和体育

第九届
时间：2015年11月
主题：科技教育

第十届
时间：2016年10月

主题：生活技能教育
第十一届

时间：2017年12月
主题：校长领导力

第十二届
时间：2018年12月
主题：心理健康

第十三届
时间：2020年12月

主题：综合素质评估
第十四届

时间：2021年12月
主题：线上教育

点击

链接

历届论坛
关注什么主题？

在福建省第十一
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
会上，由厦门老年大学
体育学社成员组成的
厦门带球（可乐球）代
表队斩获该项目金
奖。

厦门老年大学体育学社在福建省第十一届老年人体育厦门老年大学体育学社在福建省第十一届老年人体育
健身大会上取得好成绩健身大会上取得好成绩。（。（本组图本组图//厦门老年大学厦门老年大学 供图供图））

2021年，两岸校长连线聊“线上教育”。（资料图/本报记者 林铭鸿 摄）

朱广沪（后排左四）到人民小学参观指导。

全国文艺汇演 揽获5个金奖

全新球类项目
拿下全省总分第一

在近期举行的福建省第十一
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上，厦门带
球（可乐球）代表队以总分第一的
好成绩摘得带球（可乐球）项目金
奖。这支队伍的成员均来自厦门
老年大学体育学社。

带球（可乐球）是一种全新的
体育健身休闲球类运动，能有效地
调动腿脚、手臂、头颈、腰椎及身体
各部位运动锻炼，提高全身动作协
调能力。随着带球（可乐球）首次
纳入省老健会的正式比赛项目，3
月，市老体协将该项目参赛任务交
给厦门老年大学。在学校的全力
支持下，厦门老年大学体育学社社
长翁珊明认真挑选队员、组织排
练。最终，厦门代表队在比赛中以
良好的精神状态，展现了出色的协
作能力及动作流畅、造型独特等亮
点，不仅拿下荣誉还充分展示了我
市老年人带球（可乐球）的专业水
平和良好的精神面貌。

不论是在全省老年人体育健
身大会上摘金，还是在第八届全国
老年大学文艺汇演上获得金奖，在
翁珊明看来，都是老年学员人生价
值的体现。“带球（可乐球）本身是
比较有难度的，对身体协调性要求
也很高，但不论是参加汇演还是参
加运动会，每个参与的队员都准备
得很认真，能够坚持下来并收获好
成绩，对我们而言是非常大的鼓
励。”翁珊明说，更重要的是从筹备
到参赛的过程中，每个参与者都从
这项运动中收获了健康和快乐。

学员社团接连取得好成绩，是
厦门老年大学学员社团建设结出
的果实。校方也看到参与社团活
动给老年学员带来的正能量，将继
续加强学员社团建设，提升学员社
团的专业能力，推动学员社团活动
更加活跃。学校第二课堂也将进
一步加强活动资源对接，积极组织
学员参加各级各类文体活动，展现
特区老年人良好的精神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