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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场健身操舞活动，诸如 《小苹果》、《最炫
民族风》 等各地群众耳熟能详的广场舞曲，今后
将不再是一个社区一个跳法，而是会有全国统
一、编排科学的12套全新动作。

应该说，广场舞现在已经成为各地最热门的
健身活动之一。同时，因为其占据公共场所和噪
音巨大，一些附近居民表示很反感，甚至做出对
抗举动。广场舞与公共空间如何实现和谐共生？
相对于标准统一的“舞步国标”，或许制定其它一
些“国标”更为急迫。

一个标准是公共意识。如何看待广场舞，不同
代际、城乡之间标准并不统一。其中很重要的一个
原因是，人们长期以来并没有准备好“进入”广场、
街道、公园、操场、小区空地等这些公共空间。正如
严复将《论自由》译为“群己权界论”那样，公共领域
的自由尤其需要自我限界、尊重他人的自觉意识等
标准。只有这样，相关各方才能在彼此尊重的基础
上沟通、磋商、妥协，最后达成共识。

另一个标准是设施投入。舞得好不好的一大
前提是有没有地方舞和场地去跳。现实的情况
是，国家体育总局此前发布的第六次全国体育场
地普查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我国人均体育场
地面积仅为 1.46 平方米。这启示我们，在未来的
城市、社区规划中，应当加大公共娱乐设施建设
的投入，把喜欢锻炼、喜欢跳舞、喜欢安静的居
民分别吸引到不同的场馆中去，大家各得其所。

还有一个标准是规则约束。练习场地和时间
如何分配，音响分贝如何限制，广场舞协会如何发挥
作用……这不仅是各级政府治安管理部门应该思索
的问题，更需要社区居委会、广场舞的参与者甚至是

反对者参与其中。
有句名言这样说，“世界上

的一切都必须按照一定的规矩
秩序各就各位。”深入社会公共
空 间 之 中 的 广 场 舞 ， 需 要 的

“国标”无疑更多。

姚明、李娜、刘翔之后，谁能扛起中国体育
的大旗？邹市明看起来有戏。

尽管在3月7日的比赛中惜败泰国拳王阿泰·伦
农，无缘IBF （国际拳击联合会） 拳王金腰带，终
结了自己转战职业拳坛以来的6连胜，但邹市明在
国际拳坛的热度依然不减。NBA 球星科比和德国
球员格策在社交网站送上祝福、台球名将亨德利
现场助威——邹市明输了比赛，却赢得了关注。

“不为失败找理由，回去继续努力。拳击人是
这样的，中国人也是这样的，我会重整旗鼓，卷
土重来。”34岁的邹市明，还有证明自己的机会。

实力魅力展现价值

2年前，当邹市明宣布进入职业拳坛时。他已
经手握 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 2012年伦敦奥运会两
个冠军以及2005年和2007年两个世锦赛冠军头衔。

但在职业拳击赛场，邹市明要从头开始。职
业拳击回合数更多、手套更薄、出拳更重、对抗
程度更高，年过 30岁的邹市明并不占优势。与此
同时，作为由世界各大拳击组织举办的商业赛
事，比赛的吸睛和吸金的能力也更强，昔日拳王
阿里、泰森，至今在体育界仍有不俗的影响力
——这需要拳手在展现实力的同时，释放独特的
个人魅力。

从 2013 年 4 月 6 日澳门金光综艺馆首战以来，
在两年的时间里，邹市明凭借自己的“海盗式打
法”斩获6胜1负。他的比赛得到国内外近百家电
视台的转播，在国内的收视率甚至超过了巴西世
界杯的很多场次。

更重要的是，这个看上去斯斯文文、彬彬有
礼的小伙子，并不是人们想象中拳击选手凶狠的
模样。在万众瞩目的聚光灯下，他举重若轻的笑
容极具辨识度；在生活之中，他又是一个谦虚顾
家的好男人——这也为邹市明带来了不少粉丝。

这一切为邹市明赢得了不菲的商业价值，除

了商业代言外，他还在好莱坞电影中客串。在最
近一份名为“2014 年中国体坛财富榜”的榜单
上，他仅次于李娜、林丹和彭帅，排名第4。不过
对此，邹市明看得相当豁达：“我要把这种财富转
为一种责任，去帮助更多的人，这种财富才是真
正价值的体现。”

为他人照亮成功路

当然，一个邹市明或一条金腰带难以掩盖中
国拳击整体水平较低的现实。邹市明也意识到，
自己更大的责任在于推广拳击运动。正像李娜、
姚明、丁俊晖一样，更能体现一名体育明星价值
的，是他之于整个体育运动发展的影响力。

邹市明坦言，在自己拿到奥运会冠军之前，
身边的小运动员都不敢想中国人可以成为拳击世
界冠军。“我拿了之后，他们就想，为什么邹哥能
拿我不能拿？我一定要帮他们把这扇窗户打开，
把窗户纸捅破，让大家看到我们中国人也能玩这
个游戏，让年轻人或者有梦想的人走这条路。”

邹市明对于中国拳击和中国体育的价值，体
现在很多方面。从业余选手到职业拳击，他为国

内拳手照亮了一条成长的道路。他受到的国际关
注和认可，也让年轻的拳击选手燃起了希望：在3
月7日“金沙之战”前，中国拳手杨连慧在暖场赛
上 KO （直接击倒） 了对手，赢得世界拳王挑战
权。

更为重要的是，职业拳击的中国市场雏形已
现，中国拳手有望获得自己的展示和成长平台。

近日，作为世界四大职业拳击组织之一的IBF
宣布，其中国区委员会计划于今年推出首个中国
职业拳击联赛，并首创中国职业拳击联盟，建立
中国职业拳手排名体系，以此助力中国拳手走向
世界职业拳坛。

IBF全球主席普尔斯表示，正是中国拳手从业
余拳击向职业拳击的转型普遍都非常成功，让他
们产生了推出中国职业拳击联赛的想法。

中国拳击路漫漫

目前来看，年龄仍是邹市明的“硬伤”。尽管
有不少拳手曾在三四十岁的年龄拿下金腰带，但
跨入职业拳坛较晚的邹市明若想“速战速决”，绝
非易事。虽然无法达到囊括8个级别金腰带的菲律
宾拳王帕奎奥那样的高度，但邹市明仍需要抓紧
时间，靠实打实的成绩建立属于自己的“时代”。

职业拳击回报极高，除了个人的“盆钵满
盈”外，通过门票、电视版权、赞助的高收入，
拳击能够促进整个体育产业的发展，这也是为何
各大拳击组织如此看重中国市场的原因。

不过，据业内人士表示，中国的拳击市场仍处
于“赔钱赚吆喝”的阶段，与成熟的职业拳击市场还
有不小距离。至于职业拳击联赛的举办也会面临
拳手不足、资金投入、积分排名与国际对接等问题。

中国拳击仍在激动人心的比赛回合之中，而
对邹市明而言，无论能否与李娜、姚明比肩，他
已经凭借自己的力量，为中国拳击的发展挥出了
一记重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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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峣

2月27日，市民在长春市南湖公园内跳广场舞。
新华社记者 许 畅摄

2月27日，市民在长春市南湖公园内跳广场舞。
新华社记者 许 畅摄

3月7日，中国拳手邹市明(右)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2014 年 9 月 9 日，清华附小的“小学语文主题教学实
践研究”在人民大会堂荣获新中国成立以来首届基础教育国
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此次获奖意义非凡：首届获奖难度
大、小学获奖比例少。对此，有人评价：秉持“为聪慧与高
尚的人生奠基”办学使命的清华附小，从学科建设到课程体
系建构，再到育人效果，都进入国家一流水准，甚至引领全
国。

这是一所与国家、民族命运紧紧相连的学校。历经百年
铸就的精神财富，其核心就是价值观的引领。1915 年，清
华附小的前身成志学校创立。此时正值梁启超先生提出清华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它让成志学校的小学子们也
有了思想的启蒙。民国时期，学校董事会成员朱自清、冯友
兰、叶企孙等学者们行胜于言的风范为它奠定了完整人格的
基石；抗战时期，艰苦的西南岁月磨砺了它刚毅坚卓、自强
不息的品质；解放时期，“爱国情怀、红色摇篮”是它的名
字；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勤俭办学，全面发展”让它跻身一
流学校行列；改革开放时期“基础与创新”以及当下复兴时
期的“为聪慧与高尚的人生奠基”，赋予了它蓬勃向上的朝
气与活力。回顾百年，无论岁月怎样更迭，不变的是“家国
情怀、完整人格”！而这，恰恰契合了国家提出的价值观内
核。百年教育历程中，清华附小不仅是践行者，更是榜样。

这是一所为中国基础教育提供思想与实践智慧的学校。
始终鼎立教育潮头的力量，来自课程建设的引领。20 世纪
30 年代，学校董事会就对学校教育教学提出改进意见：要
以人为本，还作出了“生字抄写要注重儿童能力，斟酌繁
简”等细致点评；40 年代，清华附小就开设了英语课，50
年代，学校冰球队曾战胜过前苏联留学生冰球联队；60 年
代，清华附小首次进行大规模教学探索——五年学制。70
年代，清华附小开始了语文、数学、英语一条龙课程改革；

80 年代，附小率先拥有了计算机教室……现在，附小在进
行主题教学和课程整合的育人实践。

百年来，清华附小时时探索“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
人”这一教育的本原问题。这个百年的交接点上，我们正在
实践中探索属于附小的复兴与发展的道路，提出《清华附小
办学行动纲领》，提出并构建实施“1+X 课程”体系。“1+
X 课程”中，优化整合后国家基础性课程是“1”，实现个性
化发展的特色化课程是“X”。实践中，学校制定 《学科纲
要》，研发各学科 《质量目标指南》 和课堂操作 《乐学手
册》。凸显“体育健康”、“亲近母语”、“实践创新”三大亮
点，充分体现“儿童站在学校正中央”的理念。让学生在清
华文化的润泽下，打下聪慧与高尚的人生基础，进而拥有未
来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的能力。老师也由课程执行
者变为课程创新者，努力成为聪慧育人、高尚为师的清华
人。

此外，清华附小还积极践行“社会公益引领”。回顾百
年，无论岁月怎样更迭，不变的是“家国情怀、完整人
格”！“家国情怀”恰恰契合了国家提出的价值观内核。百年
附小不仅践行，更是榜样。教育服务社会便是清华人不变的
教育宗旨。是其家国情怀的具体体现。百年以来，清华人的

“家国情怀”让我们不忘社会公益。从早年的开办成府贫民
小学，解决清华园周边贫困子弟上学问题开始，清华附小就
已经走在了社会服务的道路上。2011年，更是将社会公益事
业写进《清华附小办学行动纲领》。每年提供120节课程直播
到全国900多个县的3000多个教学站，每年接待上万人来清
华附小学习，利用假期组织教师前往贫困地区支教……

这是一所有角落、有故事、有意思，令人难忘的、温润
的小学，它用百年的声音宣告：学校的意义，在于为学生和
教师聪慧与高尚的完整人生和健全人格奠定坚实基础。

清华大学清华大学附小附小 绽放百年荣光绽放百年荣光
喜迎百年校喜迎百年校庆庆 热盼校友回家热盼校友回家

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坐落于清华大学校内，至
今已走过近百年历程。附小由水木之夏、丁香书
苑等十二景观构成，是一所树木繁茂、鸟语花香
的园林式学校。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现有42个班
级，学生1800人。现占地23000平方米，建筑面
积33000平方米，拥有130名教职工。

始于 1915 年的清华附小,“儿童站在学校
正中央”是学校的一贯坚守，并以先进的教育
教学理念始终立于课程改革的潮头。上世纪70
年代是引领全国的“五四学制”改革实验项目
校。本世纪初在人民大会堂宣讲了“为生命奠
基：语文课改的‘三个超越’”的教学理念，
随后提出语文主题教学，指向儿童语文素养和
核心价值观。在此基础上，引发系统地构建了

“1+X 课程”体系，用主题教育夯实基础，整
合课程，创新教育，提出了“为聪慧与高尚的
人生奠基”的办学使命。从学生层面而言，让
所有学生在清华文化的润泽中，在附小六年的
时光里，实现“健康、阳光、乐学”的生命样
态。从教师层面来讲，附小正努力锻造追求卓
越的教师团队，教师“敬业、博爱、儒雅”。
整体课程体系凸显了三大特色：

亲近母语。附小是全国最“宜读”的学校
之一，全体师生坚信“改变，从阅读经典开
始”，“清华大学附属小学主题阅读书目”在全
国产生广泛影响，打破了儿童语文学习单篇碎
片化的困境，改变着广大少年儿童的学习生
态。书香的种子散满附小的每一个角落，已成

为校园的一张名片。
体育健康。基于“有趣、出汗、安全、技

能”的原则，附小提出了“每天体育‘三个
一’，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倡议，既锻炼了儿
童的健康体魄，又传承了马约翰的体育精神。

实践与创新。附小与清华附中、清华大学
血脉相连，秉承共同的文化理念，开发“一条
龙创新人才培养”育人模式的新型课程，关注
有特殊才能潜质的学生，呵护好奇心，培植兴
趣，提升学生的创新素养。

百年的轮回，百年的荣光。“1+X 课程”
的建构与实施，使师生享受在校生活的每一
天，使清华附小成为一所人文家园、书香校
园、儿童乐园，一所有角落、有故事，令人难
忘的、温润的小学。

2015 年 10 月 17 日， 清华大学附属小学
（原清华大学成志学校、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
院附设小学、清华大学附设小学） 将迎来百年
华诞。为此，清华附小正在加紧进行百年校庆
的各项准备工作，母校届时热烈欢迎各地校友
返校共庆佳节。

时间安排：
2015年10月17日，百年校庆庆祝活动
2015年10月18日，清华附小校友返校日
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清华附小校友会：
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校办
电话:010-62784656
http://www.qhfx.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