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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成都最激烈的排球赛中，一所
名不见经传的乡村小学夺冠。是请了
专业教练，还是有天赋异禀的队员？
　　答案在所有人意料之外。这所乡
村小学只有 260 名学生，学校排球队
正式组建不到两年时间，大多数孩子
都是村里土生土长的娃娃，仅有的两
位排球教练是教其他学科的老师“兼
职”，至今没有一个室内排球馆，排球
架和排球墙是校长“化缘”而来……
　　这样一所乡村小学，怎么会培养
出如此厉害的排球队？是什么让这群

“排球少年”逆袭夺冠？这里的孩子为
什么如此热爱排球？

逆 袭

　　全市 304 支排球队、3500 余名
队员参赛，总比赛场次达 399 场，参
赛队伍和参赛人数均为历届之最……
这是成都史上最大规模的青少年排球
锦标赛，而在如此激烈的争夺中，首次
参赛的蒲江县五星学校居然捧回了一
个冠军奖杯和一个亚军奖杯。
　　五星学校在哪？是所什么样的学
校？为何能“一鸣惊人”？
　　记者驱车从成都市区往西南方向
开，大概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到达蒲江
河和临溪河两河交界之处，五星学校
跃然眼前。走进校园，正对大门的一块
大 石 非 常 醒 目 ，上 面 写 着 六 个 大
字———“做最好的自己”，这六个平实
朴素的大字已经彰显了这所乡村小学
的气质：自立自强、奋发向上。
　　大石背后，是学校的教学楼，仅有
3 层高，修建于 20 世纪 90 年代，外
墙经过岁月的洗礼有些老旧发黄。最
引人注意的是，每个教室窗户外都有
一根长长的不锈钢挂架，上面整整齐
齐钉着挂钩，每个挂钩上悬挂着一个
排球网兜，里面是颜色不同的排球，每
个排球上还用彩色笔写着主人的名
字。不少排球上有明显的磨损痕迹，显
然是使用比较频繁导致。
　　窗户里是琅琅读书声，窗户外悬
挂着一个个排球，这样看似“奇特”的
景象，却是这里孩子们的日常。
　　叮铃铃…… 10 点 20 分，上午大
课间的铃声响起，只见孩子们从教室
里走出来，每个人都从自己的网兜里
拿出排球，一边流畅地垫球，一边往大
操场跑去。
　　说是大操场，也只是教学楼后面
一块比较大的空地。与很多学校不同，
操场上不同方向排列着 6 个排球网
架，娃娃们垫着排球鱼贯而入，组成不

同的队列，开始进行排球训练。
　　低年级小娃娃在靠近教学楼的一
块空地上，自发地练习垫球。大家整整
齐齐排成几路纵队，相互间隔开大约
一米远，半蹲下，含胸收腹，两手相叠，
轻轻一垫，排球稳稳上下来回弹跳，

“一个、二个、三个……”在垫球的同
时，数个数的声音也此起彼伏。
　　“我们是分类练习，年纪小的娃娃
先练垫球，打好基础才能学排球其他
技术。”五星学校排球队教练范顺全
说。很多时候，作为教练的他，只是站
在一边观察。
　　最激烈的是高年级学生的训练。
他们模拟真实的比赛场景，发球、拦网
运用自如，传球、扣杀配合默契，不时
上演的飞身救球，身姿矫健，场外发出
阵阵欢呼声和助威声。
　　而另一边的排球墙旁，一组队员
在认真进行对墙垫球练习，一个个排
球从孩子们手中弹出，有力地击打在
墙上，又反弹回他们手上，大家眼神专
注地盯着排球来回运动的方向……
　　这是孩子们的训练日常，在这些
认真训练的身影中，就有日前参加比
赛捧回奖杯的娃娃。每个专注坚定的
眼神里，都是这所乡村小学排球的力
量所在。

改 变

　　“立正、稍息，做高抬腿 10 个，
一、二、三……”正在组织队员训练的
李诗蕊目光坚定，声音洪亮。她站在队
伍最前面，虽然个子比队员们明显矮
不少，但身上散发着一股力量。
　　李诗蕊是五星学校排球队队长，
今年 11 岁，身高仅 1.32 米。在过去一
年里，她带领五星学校排球女队“大杀
四方”，小小年纪的她用实力和毅力，
在排球队里赢得了绝对的权威。
　　很难想象，以前的她曾因身高陷
入深深的自卑，甚至一度都不敢抬头
跟人打招呼。
　　排球，让她的生活有了改变。
　　三年级开始接触排球的时候，还
有同学开玩笑说“你才一年级打什么
排球”，这是在笑她矮。
　　但李诗蕊不服气，只要一有机会她
就抓紧练习，下课练、回家练，从刚一开
始垫球不到 20 个，到后来能连续垫球
几百个不掉……她心里一直憋着一股
劲，就是练好排球，让大家不笑话她。
　　教练范顺全看到了李诗蕊的坚毅
与决心，给予了这个大家一开始都不看
好的“小不点儿”极大的鼓励。后来，李
诗蕊通过刻苦训练，成功进入排球队，
并且成了技术最好、悟性最高的队员，

还担任了队长。在这个过程中，她也真
正喜欢上了排球，下课玩会儿排球、课
间练习基本功、课后琢磨球技，排球已
经成了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打排球让我变成了更好的自己，
一打排球我就精力充沛，整个人都很
开心。”李诗蕊说。聊起排球，这个小姑
娘眼里闪着光芒。
　　五年级的廖科玮今年也才 11
岁，目前是学校排球男队主力队员，最
近已经被四川省级排球队的教练员

“看上”了。排球，给廖科玮的人生带来
了更多自信。“以前我性格比较内向，
不愿意跟人多说话，现在进了排球队，
天天跟大家一起训练，觉得生活都有
色彩了。”廖科玮说。
　　还不满 11 岁的陈颖菲也感受到
了排球带来的力量。陈颖菲从小身体
弱，练习排球一年多，她觉得身体越来
越“壮”，不容易生病了，视力也改善
了。“排球需要专注盯着球，经常练习，
让我在课堂上更有专注力了。”说起排
球，陈颖菲神采奕奕。与很多同龄女孩
子不同，她的手掌上起了茧子，皮肤有
些黝黑，“经常在户外练排球，皮肤肯
定会黑一点，但我不在乎，这是健康
美。”她笑着说。

“攻 心”

　　五星学校所在的五星镇位于蒲江、
临溪两河交界处，地势相对低洼，年年
都会遭受洪涝灾害，蒲江县但凡能赚点
钱的产业都不来这一带。因此，这里是
蒲江县经济最落后的地区，也是外出打
工人员最多的地方之一，随之产生了大

量的留守儿童和离异家庭。
　　在五星学校，留守儿童占了百分
之六七十。最严重的时候，有一个班
70% 的学生都是离异家庭子女。有些
离异家庭重组后，前一个家庭留下的
孩子更容易被忽略。
　　面对这些经济条件较差，又缺少父
母陪伴的孩子，校长李国刚很心疼，也
深深地明白“自强自立”对于他们的人
生有多么重要。他教育孩子们，越是经
济条件比较差，越是要做最好的自己。
　　而体育的拼搏精神正是自强不息
最好的体现。孩子们在不到 3 年的时
间里，从零开始接触排球，到一举夺得
冠军奖杯，靠的就是这种敢拼敢赢、不
甘示弱的精神。
　　李国刚的“这一套”被范顺全称为

“攻心”，不仅仅对学生，也对老师、对
家长。作为一所乡村小学的校长，李国
刚深知，在小学阶段，家庭教育对这些
低龄的孩子会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
　　与城里孩子兴趣爱好广泛不同，
这里的娃娃没有条件学钢琴、学冰球、
学跆拳道……排球可能是他们唯一的
爱好。
　　曾经，有的农村家长不愿意让孩
子练习排球，觉得是“不务正业”。李国
刚理解他们，家访时他经常带着老师
一起说服孩子家长。“要让家长看到孩
子的改变，孩子开朗了，学习也更积极
了，家长也就慢慢支持了。”李国刚说。
　　五星学校每个月还会召开“小型
主题家长会”，一次只叫 10 多个有共
性的孩子家长来。例如，这段时间长期
不完成作业的，或者这段时间明显感
觉到孩子不快乐、内心自卑的。家长来

一次相当于上了一次“培训课”，不管
孩子成绩好还是差，要让每个家长都
能感觉到学校对他的孩子很重视，也
让家长对学校保持了高度的信任。
　　学校还开展了全民阅读活动，“想
要学生多读书，家长要带头读书”。李国
刚鼓励家长读书，写读后感，在学校评
选“书香家庭”。一开始老师们心里面也
没底，大部分家长都是地地道道的农
民，会不会写不出、写不好，或者干脆从
网上下载应付了事。没想到，在老师的
引导下，不少家长都写出了发自内心的
感想，虽然语言不算优美，但都能真切
地表达感情。学校通过征文，用微信平
台推送家长文章，给家长颁奖，把全校
家长都调动了起来。通过家长和学生互
相激励，营造了浓浓的阅读氛围。
　　为了解决孩子回家没人管，手机
管理、作业管理和体质管理等“五项管
理”都无法落实的问题，五星学校针对
三年及以上的孩子提供了自愿免费的
寄宿服务。
　　最开始的一个月只有一半的家长
把孩子送来寄宿，这些住宿的孩子在
老师带领下，不看手机了，作业和阅读
也完成了，晚上 8 点半就能熄灯睡
觉，孩子们还学会了生活自理，自己洗
漱、洗衣服。
　　现在几乎所有三年级以上的孩子
都选择了住校，有的孩子家距离学校
只有 200 米，也强烈要求住校，因为
住校能跟大家一起练排球；有的孩子
到周末和寒暑假都不愿意回家，因为

“学校太好玩儿了”。

尊 重

　　在五星学校，孩子们脸上有笑，眼
里有光，走起路来蹦蹦跶跶，充满了朝
气，是快乐的孩童应有的模样。
　　这是排球带给大家的活力，也离
不开校长李国刚所恪守的“对儿童天
性尊重”的理念。
　　在李国刚看来，当学校、老师们顺
应着孩子的成长规律去教育，孩子们
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在我们学校里，
老师从不觉得有‘调皮’的学生，哪怕
娃娃学习学不懂，老师也能关注他，理
解他。”李国刚说。
　　组建排球队，带着娃娃们练习排
球，也是李国刚尊重孩子天性“爱玩”
的一个尝试。
　　以前，这所乡村小学从来没有过
正式排球队，没有专业的排球教练，连
排球网架都只有一个锈迹斑斑、摇摇
晃晃的。
　　之所以要组建排球队，是李国刚
心里希望娃娃们能强身健体的一个执

念。“农村的孩子，普遍家里条件没
有城里好，不少娃娃的父母忙着外
出打工，为了生计奔波，都顾不上照
看孩子。以前一些娃娃下课后就吃
零食、贪睡，不喜欢学习，长此以往
身体也不好。”李国刚说，要改变这
种情况，需要给娃娃们从小培养一
个体育爱好，因为“体育不仅能强身
健体，还能让人心志坚定”。
　　有了这个想法，他和学校其他老
师一起思来想去，最后选定了排球。
学校有两名老师年轻时练过一段时
间排球，有点基础，可以“兼职”当教
练；再加上排球便宜，一个普通的排
球二三十块钱，农村家庭也买得起。
　　于是，范顺全和双中涛两位老
师“兼职”成了教练，学校排球队从
无到有。作为教练，两位老师很多时
候也只是安静地在一旁观察、指导、
鼓励，在讲解完基本规则和技术技
巧后，让孩子们自发地练习“球感”，
真正喜欢上排球。
　　“在训练中，我们慢慢发现，农
村孩子皮实，很多娃娃吃得苦，接触
排球后，他们经常放学后主动练习，
真正喜欢上了排球。”范顺全说。
　　在这所学校，尊重无处不在。

“分数”从来不是用来评价学生，甚
至评价老师的主要标准。李国刚认
为，“小学生多考 5 分和少考 5 分，
其实没有多大区别，也不具备太多
的参考价值。”
　　李国刚介绍，五星学校评价老
师是从多个维度去考核，例如育人
工作、教学研究、素养提升、师生结
对、家访工作等，学生分数占教师绩
效不到 20%。
　　但这里的孩子升入初中以后，
绝大多数都会成为各自班里的优秀
学生。
　　李国刚说，他 7 年前来到五星
学校时，孩子们还是比较“害羞”的，
面对陌生人眼神是闪躲的，也不那
么活泼。他还能明显感觉到孩子们
对自己的畏惧。
　　随着排球训练融入日常，学生的
精气神发生了很大变化，学生和老
师、校长之间更亲近了，心理距离越
来越近，孩子们也明显越来越活泼。
　　李国刚说：“我每天跟这些小朋
友一起玩排球，玩得很高兴！学生们
对校长很亲切，到我办公室随进随
出，向我讲述学校发生的各种事情，
这都是我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李国刚认为，运动是让学生风
貌发生改变的最大因素，“爱运动的
孩子都是健康蓬勃的，是真正的向
阳而生。”

本报记者郭雨祺、顾小立、张璇

　　“贴住他们，传球要快！”
　　教练吹哨的间隙，程真边跑边说战
术，他神色严肃，和队友配合投门，接着
是一个庆祝动作，就像专业球员那样。
　　日落前气温 5 摄氏度左右，浙江
宁波江北区费市小学手球队的男孩女
孩穿着橙色、绿色的队服奔跑，有的头
上冒汗，有的直接换上短裤。
　　大约 1 小时 40 分钟后，队员们
结束了当日的训练，37 个十一二岁的
孩子和教练道别，三三两两走出校门，
身影很快融入费市村的暮色里。

寻一席之地

　　程真四年级时成为费市小学手球
队队长。
　　午休时在操场席地而坐，他不像
在球场上那样“霸气”，说话有些腼腆。
交谈中我们得知，程真读小学六年级，
他的父母是江苏淮安人，2009 年到
宁波做水晶相册生意。
　　“刚进小学我接触到手球，觉得好
玩，下课就玩一会儿。”小学前几年级，
程真在父母的要求下“先把学习搞
好”，后来才分给体育运动更多精力。
　　手球为程真打开了新世界。球队
里，他有最好的朋友，这两年跟随比赛
他走出了江北区，在其他地方结识了
更多朋友，他们有共同的爱好、共同感
兴趣的话题。
　　“你看这一个小小的球，它意味着
我的团队荣誉，让我更勇敢、更加自
信。”他说。
　　这正是校长陈邦银在学校推广手
球的初衷。

　　 2016 年到任费市小学校长，陈
邦银了解到七成学生是外来务工人员
子女，想为学校寻找一条合适的发展
赛道。
　　经过一番调研，陈邦银把注意力
放到体育项目上，考虑到乡村小学底
子薄，他选择了手球——— 一个相对小
众的奥运会项目。
　　他咨询了其他学校校长和体育老
师，了解到这是一项起源于欧洲的运
动，国内赛制已经比较完整。“那是我
第一次知道手球，都不清楚球长什么
样，更不知道有哪些赛事、规则。”
　　就在一栋栋村民自建房和厂房中
间，陈邦银把一块“烂泥地”改造成了
手球场，球网都是手工做的。那时候老
师们心里就一个目标——— 先把项目搞
起来吧。
　　 2016 年 11 月，费市小学手球队
成立。
　　陈邦银说，孩子们通过这项运动
更加懂规则，团队意识更强。“有些队
员能够很好地把学习跟运动结合起
来，因为运动能够促进学生综合素质
的提升，比如说自觉性、意志力，其实
对于促进学生的学习有极大帮助。”
　　这一席之地，对于陈邦银来说，是
提升办学质量的支点；对于每天练球
的小学生们来说，则是专注地奔跑、配
合、投掷的平台，更是在赛场上拼搏、
认识新朋友、去触碰奖杯的桥梁。

夺 冠

　　 2018 年，费市小学报名全国小
学生手球锦标赛。
　　这次比赛对于很多孩子来说是第
一次离开熟悉的地方，通过适当心理

疏导，他们到达赛区第二天基本适应
下来，还会自己洗袜子、洗衣服。
　　比赛一场场打下去。先是小组赛，
小组第一进入交叉赛，全胜进入半决
赛、决赛。决赛场上，两个学校交替领
先，终场哨响，双方打成平局。进入点
球阶段，第一轮依然平局，第二轮金球
决胜负，第二球时费市小学守门员把
对手的球挡在门外，再上场的男孩子
完成了一个刁钻射门，球进了，胜了。
　　“那是我们第一次进全国锦标赛
决赛，确实心里没底。”陈邦银说。回忆
起夺冠，他还是很激动。
　　说起同一年的江浙沪手球联赛，陈
邦银认为那是一次重要的赛事经验积
累。决赛对手整体个子更高，费市小学
一开始是落后的，打到一半下起瓢泼大
雨，球员们接不住球了，教练喊了暂停。

　　“身高上我们没有优势，但是下雨
了大家都一样，手里没有更好的对策，
我们教练就让队员不要运球，直接传
球、攻门，又一分分扳回来。”陈邦银对
细节印象深刻。
　　哨声吹响，费市小学拿到冠军。

“我都感到不可思议，大家都哭了。”
　　哭是队里常有的事，或因喜悦或
因失落。手球队教练孙雷回忆，有一次
比赛以两分之差输给对手，结束时队
员们抱头痛哭。“哭完回来训练还是充
满激情，知道自己的不足了。”
　　从江苏常州市队退役来当教练的
孙雷认为，抛开输赢，手球训练磨练了
小学生的意志。“我鼓励他们要自信，
他们比你高，你要用自己的优势去想
办法获胜，坚持下去总有收获。”他说。
　　能吃苦、很自律，孙雷用这六个字

来形容队里的孩子。“他们有股不服输
的劲儿。”
　　几年时间，学校培养的手球队成
为 了 耀 眼 的 黑 马 。学 校 现 有 男 女
U10、U12 共四支青少年手球队，已
获 2018 年、2019 年全国小学生手球
锦标赛 U10 男子组的冠军。
　　教学楼和球场之间的木屋里，整
整齐齐摆着金色的奖杯。冠军奖杯旁
边，还展示着“江北区学校体育竞赛总
分小学组第一名”“江北区中小学生田
径选拔赛小学组第二名”等等荣誉。
　　手球训练整体上提高了学生的身
体素质。“学校现在有 780 多名学生，
全国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我们的合
格率达 99% 以上，优秀率也从原来的
20% 提高到 50%，这个提高幅度与我
们全体学生参与手球运动是有关系
的。”陈邦银说。
　　每天训练时，你会看到一排低年
级同学隔着灌木带向球场张望。偶尔
有球飞出界，几个小男孩就捡起皮球
抛来抛去，在被选进手球队之前，观看
训练就是启蒙。

球场之外

　　傍晚时分，炊烟从费市村高高低低
的农民房中升起。程真推开自家的铁
门，吱呀声中，奶奶正在院子里做饭。
　　几平方米的空间里，锅碗瓢盆摆
满案台，做饭用的炉子烧得火热。
　　一家 7 口人住得有些拥挤。程真
写作业的地方在父母床边，塑料凳上
铺一块玻璃便成了他的桌子，人坐在
更矮一点的塑料凳子上。
　　他笔触细腻，作文《街头》这样写
道：“冬日黄昏时，阳光照耀在白花花

的雪地上，反射出优美的线条。少年
徐天正好放学，他嘴里哼着歌，手上
弹着响指，貌似天塌下来都影响不
到他……”
　　“这两年他变得有信心了，成绩
也没落下来，他喜欢我就让他玩。”
程真的父亲程政纲告诉记者，他的
大儿子小名叫梦想，两个孩子的名
字连起来就是“梦想成真”。
　　“无论如何他们收获了快乐。”
费市小学语文教师张毕说，“快乐的
童年，影响力是非常深远的。”
　　手球带给学生很多东西，每个
人的回答都不同，但男生、女生、老
师、教练、校长都提到“自信”。球场
上他们进攻、防守，女孩子相信自己
和男孩子一样强壮；球场之外，或许
他们不会朝专业运动员的方向发
展，但健康的体魄和自信无疑有助
于身心成长。
　　现在手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
生命。”程真说。小队员对勤奋努力
能创造价值的信念是惊人的。他的
逻辑里，热爱什么，就要把它放到很
重要的位置，想拿到成绩就必须努
力，没什么是理所当然的。
　　 2023 年 1 月 6 日，程真迎来
12 岁生日。
　　长大一岁的手球小将，眼睛里
是笃定，双臂充满力量。长远来看，
手球带给一届又一届队员的价值不
止奖杯，更超出运动本身。孩子们会
记住他们想记住的事，乡村属于他
们，赛场也属于他们。
　　教学楼外，宁波市的“未来社
区”拔地而起，陈邦银看着吊车衔起
钢筋水泥，他投出去的那颗球也承
载着未来。

成 都 ：村 小“ 排 球 少 年 ”的 逆 袭

▲五星学校的低年级学生在练习垫球技术。  本报记者董小红摄

宁波：“手球小将”的乡村与赛场

▲费市小学手球队的程真（左四）在传球。   本报记者郭雨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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