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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这几天，杭州天气还处在低温模式，水

面上寒风刺骨。杭州惠兴中学赛艇队的队员们却铆

足了劲，在湘湖开始了高强度的冬季训练。

三年前，惠兴中学刚把赛艇运动引入学校课堂

时，学生对此还非常陌生，报名的寥寥无几，三年后，

赛艇已成为学校长期进行的拓展课程，个别学生还

因此进了专业运动队。

越来越多的学生
开始接受赛艇训练

“一开始只有 9 个学生报名。”杭州市惠兴中学

副校长洪熙介绍，尽管学校和专业的赛艇俱乐部开

展合作，并配套打造了专用教室，但看起来高大上的

赛艇运动一开始在校内并不吃香，“一些家长顾虑会

不会影响孩子学习”。

随着赛艇运动的普及，这学期，惠兴中学已经有

18名学生报名参加赛艇队。

惠兴中学的赛艇课分为室内和室外进行，每周

一在学校的专用教室开展测功仪，也就是陆上划船

器的训练，周日则在杭州胜兰赛艇俱乐部的湘湖基

地进行水上练习。“因为在学校里就可以进行一部分

的训练，不少学生和家长都认为很方便，另外，学校

后期还专门组建了校赛艇队，在报名参赛和训练费

用上都比较有优势。”她说。

杭州胜兰赛艇俱乐部主理人万筠告诉记者，

2022 年之前，杭州只有两所中学建立了校赛艇队，

现在起码十所中学有赛艇队。

训练数月后
有学生入选市队

施熠城是惠兴中学赛艇队中的一员，最近，初三

的他被选入杭州市赛艇队。他说，练赛艇后，自己变

得更自信了。

施熠城的爸爸施一告诉记者，儿子初二下学期

加入校赛艇队。“没想训练大半年后，杭州市赛艇队

来挑人，孩子和另一个同学被看中了。”

施爸爸说，尽管有时看到孩子的双手因为训练

被磨破而心疼，但也欣喜于赛艇给孩子带来的性格

变化，“赛艇运动更注重队员的耐力和刻苦，原来儿

子的性格很内向，现在性格慢慢坚毅起来。”

在万筠看来，划赛艇的好处有很多。

“同是有氧运动，比起跑步和游泳，赛艇运动不

会损伤膝盖脚踝的关节，效果还更好，比如惠兴中学

第一批报名的 9 个学生，长跑成绩都提高不少。它

是个团队协作的运动，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它还是

和国外顶尖学府学生交流的桥梁，惠兴中学队员今

年就和剑桥、哈佛等大学赛艇队进行过交流。”

不过，场地、教练、费用制约了赛艇运动在校园

中的发展。“赛艇运动对场地的要求高；想在青少年

中推广，还需要大量的专业赛艇人才。”万筠说，“另

外，赛艇售价从几万到上百万元不等，五年需要换

新，这增加了训练成本。”尽管如此，万筠仍看好赛艇

运动在校园的未来发展。 本报记者 陈颖

水面很冷，他们很热

初中生冬练赛艇
把湘湖当课堂

辞旧迎新之际，杭州市富阳区场口中学举办的联欢晚会上，有人在台上跳起“科目三”。台下师

生们手上荧光棒摇个不停，阵阵欢呼，现场氛围嗨到爆。

表演这个节目的可不是什么文艺工作者，而是场口中学的保安孙江丰，46岁的他，这已经是第

二次上台表演舞蹈了。

“学生们喜欢他，平时下课老去传达室围着他，要看他跳舞。”场口中学德育副校长何华彬说，学

校因此特意邀请了孙江丰参加元旦汇演。

保安大叔跳“科目三”燃爆全场
校医“怪”他：学生为了你的节目把嗓子都喊痛了

本报记者 徐婷 通讯员 陈先飞本报记者 徐婷 通讯员 陈先飞

孙江丰在演出中孙江丰在演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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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争着和孙江丰学生争着和孙江丰（（左左））合影合影

惠兴中学运动员在湘湖训练惠兴中学运动员在湘湖训练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为了这个节目，孙江丰准备了两年。

他设计好出场、串联，原本打算以《路灯下

的小妹妹》结尾，最近因为“科目三”爆火，又临

时改了节目编排内容。

第一次排练时，孙江丰很紧张，原本灵活的

四肢一到台上就变得僵硬。他乘没人时又到台

上练了好几天，在正式演出时终于有了精彩的

表现。

“气氛太爆了！”孙江丰上台表演时，台下欢

呼声震耳欲聋。节目结束后，有人找他合影，有

人求他签名。他很不好意思，“合影可以，签名

就算了，我字写得不好，也不是啥明星。”

校医碰到他时还说起，好几个学生去医务

室检查喉咙，“都是为了你的节目把喉咙喊痛

了！”

辛苦训练得到认可，孙江丰兴奋得晚上睡不

着。他在社交账号上说：“现场氛围太震撼，太热

烈，无法用语言表达！感谢同学们喜爱支持。”

孙江丰第一次参加学校文艺表演，还是

2019年，他刚学舞蹈一年。

“那个时候真不敢上，怕自己跳得不好。”在

老师们的力邀下，他还是硬着头皮上了，“跳不

好也没关系吧，反正就是学校里。”

他练了几年后，有了底气，一直想再上台表

演一次。前几年学校没有演出，他一直在默默

练习、编排。终于，这次有了“用武之地”。

这几天“走红”后，他也很低调，“我不想火

不火的事，主要还是自己喜欢。”

有学生为他喝彩喊到喉咙痛
还有人求合影求签名

2018年，孙江丰看到一个朋友发了段舞蹈

视频，他跟着练，发现自己也可以。于是，每天

晚上跳半小时舞，成了他的运动方式。

跳舞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快乐。每学会

一个新动作，他就很有成就感，“没想到自己能

跳得这么好。”

学校保安岗位三班倒，孙江丰利用休息时

间练舞、拍视频，并把视频发布在社交媒体上，

目前已有7000多位粉丝，获得16万个点赞。

在孙江丰社交平台的三条置顶视频中，一

条是舞蹈，其余两条是展示警棍盾牌操、俯卧撑

体能训练等。

孙江丰的个人社交账号，还是一个“家校互

联平台”，经常有家长和学生留言或是私信求

助：东西好像落在学校某个角落了，能不能帮忙

找一下；寝室里的包不见了，能不能帮忙看看监

控⋯⋯他就满校园转悠着，给大家解决问题。

是的，舞蹈仅是孙江丰的业余爱好，工作中

他是一个靠谱的保安。

他有一堆获奖证书：曾被富阳区教育局等

评为优秀教育保安员，被富阳区总工会聘为区

第十三批职业技能带头人，曾在富阳区首届保

安员职业技能竞赛中荣获技防操作项目第一

名，今年通过消防设施操作员职业技能中级考

试⋯⋯

副校长何华彬说，孙江丰平时工作很负责，

还曾担任校保安队队长。“我们有这样一位保安

叔叔，很多外校的学生都很羡慕。”

跳舞只是业余爱好
他更是个靠谱的保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