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播下村校足球種子
重慶山村小學校長孫曉鳴 以足球助留守女童走出大山

孫曉鳴四年前卸任三河小學校長，去年從縣教育督學的崗位退
休，但他仍然是三河小學的靈魂人物。「我曾經在開會時對老師
們說，我的教學生涯沒有幾年了，但你們中的一些年輕老師有可
能會在這裏任教三十年以上，要教幾輩人，家鄉的孩子們就是在

你們一年一年的奮鬥中一代一代地成長，你們才是未來改變山區
面貌的人。」
距離孫校長說這句話已經過去了十年，令他欣慰的是，現在，三

河小學每個班都有班隊，每年都進行聯賽，表現突出的才能進入校
隊，校隊成立之初只有20人，現在已發展到接近100人。而最初的
那一批留守女足隊員，已經在剛剛過去的暑假，以教練的身份回到
母校，訓練小隊員。考取東華大學的秦芙蓉用一個暑假的時間陪伴
着學妹們訓練，她對學妹們說：「路雖遠，行則將至。事雖難，做
則必成。」

鄉村女足新人輩出
不僅三河小學憑藉足球特長將一批批孩子送出大山，整個石柱縣
的鄉村小學都紛紛學習。據當地體育局負責人介紹，有一次重慶市
38個區縣上百所學校進行足球聯賽，最後打進決賽的是本縣的兩所
小學，被笑稱是「縣級評比」。
9月1日，三河小學舉辦開學典禮，現任校長馬建偉對學生的期

許是「讀好書、踢好球、做好事、成好人」。典禮結束後的綠茵球
場上，不同年級的校隊成員正在訓練。其中個頭最高的是六年級
組，她們剛在八月獲得2023「追風計劃」鄉村校園女足聯賽西南
賽區亞軍，正在備戰全國總決賽。

「張婕考上了北京體育大學；馬靈

巧考上了上海體育學院；向宇馨考上

了寧夏大學；馬詩彤考上了福建師範

大學，這個孩子從小就想和父母在一

起，奈何父母一直在沿海打工，她去福建能離她

父母近一點；冉玉鳳考上了鄭州大學體育學院；

秦芙蓉考上了東華大學，這可是名牌大學……其

實20個孩子本來可以全部考上大學，那一個娃娃

是因為報志願的時候出了點差錯，她成績優異，

今年復讀沒問題的。」說起孩子們的近況，孫曉

鳴自豪極了。

「在城裏，家長們都為自己孩子們教育盡心盡

力，可是山裏娃娃大多是老人照顧、父母遠走打

工。孩子們備考中學、大學，我肯定要負責到底。

這幾年，我們三河小學每年都有十幾名學生到主城

讀書，他們誰在哪所中學、學習成績如何、誰家條

件特別困難需要幫扶，這些我都知道。」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記者採訪過程中，孫曉鳴的微信「鏗鏘玫

瑰群」還不斷有消息提示。他說，「鏗鏘玫瑰群」

裏都是踢足球的女孩，現在已經有五個群了，孩子

們遇到什麼問題，都會聯繫他、請教他。

全校迎送比賽 「玫瑰」不孤單
自從三河小學成為足球名校後，參加了不少省

市級、國家級的比賽，甚至還打過幾場國際賽。

孫曉鳴發現，其他小學生踢球，坐台上都是他們

的父母、親人，三河小學卻只有運動員與教練。

他深知鼓勵對孩子們的重要性，於是每次征戰

前，就在操場上讓全校同學一起舉辦盛大的歡送

儀式；比賽回來，無論成績如何，安排老師、同

學在校門口的馬路上夾道歡迎。「我告訴她們，

她們是鏗鏘玫瑰，要自信、要勇敢、要不怕困

難、不怕失敗、不怕孤單。」

孫曉鳴笑着說，雖然總是對孩子們說要「勇敢、

不怕失敗」，其實自己很緊張。「有一次，我們學

校打進了決賽，我完全不敢坐在旁邊看，就躲在一

個角落裏，閉着眼睛聽觀眾席的歡呼和球場的播報

判斷比分。」孫曉鳴回憶，「那種感覺，就像家長

為孩子查詢高考分數一樣，緊張而期待。」

從重慶主城出發，驅車近300公里就到達了位於武陵山區的石柱

縣三河小學。這是一所坐落在山坡腳下的高山移民小學，過去的八

年裏，這所偏僻的山村小學在各級足球賽事中斬獲無數獎盃，這些

獎盃也成為山裏的女孩們走出莽莽大山、考取大學的通行證。今年

六月，三河小學校長孫曉鳴在朋友圈發布喜訊：「十年前的我在大

山裏的一所小學組建了一支20人的留守女足隊伍，今天19

人圓夢大學。你們是後者的榜樣，祝賀成功！」孫

校長說，這19名孩子大多報考的是師範學院，

四年後大概率也會成為一名老師。「教育就是

這樣，一代又一代傳承下去，山裏的孩子們

才有希望、有盼頭。」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蕊、孟冰重慶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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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三河小學剛剛提出打造女足隊，彼時孩子們只能在水泥地練
球。 資料圖片

◆孫曉鳴（左）在三河小學，陪校園女足隊「冬練三九、夏練三
伏」。 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

◆2015年，三河小學女足隊第一次獲得了全市足球總冠軍，此後成為
一所足球名校。 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

◆今年暑假，已經考取東華大學的秦芙蓉（左）幫學
妹訓練足球。 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

◆去年年底，三河小學有了新的草坪球場。圖為三河小學校隊正在新球場上訓練。 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
▶今年61歲的孫曉鳴已經退休，但仍是三河
小學的靈魂人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 攝

踢
「如果沒有足球，她們中應該已經有人去打工了。山村的女孩想考大學，沒有那

麼容易的。」孫曉鳴自1981年參加工作以來，就一直在鄉村小學任教，在
就任三河小學校長之前，他曾在石柱縣悅崍小學工作了30餘年。2012年，孫曉鳴接
到調任通知，來到三河小學，看到這裏的第一眼，他有些失落，「別說和主城的學
校比，就是和我們縣的其他學校比，當時的三河小學也算非常簡陋的。」
「這裏的孩子們大多是留守兒童，家裏條件不好，學校師資力量也不夠。拚
文化課，她們很難拚得過城裏的孩子；拚音樂、美術的藝術路線也行不通。」
孫曉鳴擔憂着這些留守在鄉村的女孩子們的未來。根據他的經驗，其中許多
孩子或許在九年義務教育後考不上高中，就會和她們父母一樣出去打工，然
後結婚生子，下一代又是留守兒童。

另闢蹊徑 組鄉村女足隊
如何給孩子們更好的機會？思考數日，孫曉鳴在給老師開會時，提出一
個在當時看來異想天開的想法：「組建一支女子足球隊」。面對同事們的
錯愕，他解釋道：「籃球、排球有身高要求，而足球沒有。農村的孩子們
從小就爬坡上坎、吃苦耐勞，不怕流汗。」當時的三河小學，連體育老師
對足球運動都十分陌生，整個學校甚至沒有一個完好的足球。
為了證實這條路行得通，孫曉鳴選了一名田徑出色但沒有足球功底的學生

接受足球集訓。「她叫馬慶林，我記得很清楚，當時她六年級，經過兩個月
集訓就被重慶主城的三十七中足球隊選中，初中和高中免費讀。」從大山小
學進入重慶主城名校，不僅可以免學費讀到高中畢業，更意味着有很大的概
率考上大學，這讓三河小學的老師和家長看到了希望。

風雨無阻 水泥地當球場
2013年，在孫曉鳴的推動下，三河小學組建第一支女子足球隊。來自
四、五年級的20名隊員中，18人是留守兒童，故被稱為留守女足隊。沒有
場地，就把水泥地當足球場。沒有專業教練，孫校長得知縣體育局有兩位
年輕大學生會踢足球，就商請他們每天下班後到學校培訓兩小時，同時協
調鄰近的中學體育老師來指導，最後還倒逼本校體育教師邊學邊教。
「當時我們條件太差了，在水泥地上踢球，孩子們一摔倒，身上就青

一塊、紫一塊，看着心疼。」為了給孩子們更好的條件，孫曉鳴四處奔
走，一年後終於申請到了一塊人造草坪球場。「為不耽誤學習，我們盡
量放學後或周末訓練，風雨無阻；顛球、控球、熟悉球性，一練就是幾
個小時。」

聯賽「黑馬」叩響名校大門
兩年的成果，在2015年校園足球聯賽市級總決賽上得到了驗證。「此前

市級聯賽的冠亞軍幾乎都是主城傳統的體育強校，我們能打進決賽已經出
乎很多人意料了。上半場我們0：2落後，下半場憑借農村孩子們的體力優
勢，我們連進五個球，奪得了全市總冠軍！」孫曉鳴告訴記者，冠軍到手
後，老師和孩子們連慶祝的經驗也沒有，既沒有繞場一周的奔跑，也沒有啦
啦隊歡呼，但那是孩子們第一次證明自己。
此時這些賽場的「黑馬」們即將迎來小學畢業，趁着冠軍東風，孫曉
鳴開始打通孩子們的進城路。「那時很多中學都想發展校園足球，想要
錄取我們的孩子，我提出了幾個條件：第一，錄取的中學必須既有初中
部又有高中部，這樣孩子們初中畢業後不會面臨輟學壓力；第二，最好
是成建制地錄用五名隊員，讓她們進城後彼此照顧。另外我還提出請錄取
學校的教練來三河小學上一次課的要求。」
經過孫校長的努力，三河小學相繼與西南大學附中、巴南中學、重慶市第

37中學達成協議，由對方挑選合適的足球苗子，直接進入學校就讀。此後，
三河小學的競技氛圍更加濃厚，漸漸成為遠近聞名的「足球名校」。
「足球運動不僅強壯她們的體魄，也給出生在山裏的孩子們多了一個人生選

擇。」孫曉鳴如今已經退休，但他的微信每日都是關於孩子們和足球的消息。
接受採訪的前一日，三河小學的現任校長還與他促膝長談三小時，「我們的共
識，就是擦亮我們的足球招牌，讓更多三河鎮的孩子們能夠走出大山。」

「嘮叨老父親」的鼓勵式教育
現在三河小學讀六年級的陸思嬋、陸思玥

是一對雙胞胎姐妹，也是如今校隊的「明星
球員」。妹妹陸思玥位置是邊鋒，姐姐陸思
嬋司職中後衛。「我們進入校隊時，孫校長
已經不是學校的校長了，但是他經常在我們
訓練場邊上鼓勵我們。」 陸思嬋記得，有
一次她中場搶斷球一腳遠射，足球直掛球門
左上角，孫校長興奮地衝過來拍着她說：
「這是世界波啊，這樣的力量太棒了！你可
以做女版梅西！」阿根廷球員梅西（港稱美
斯）正是姐妹倆的偶像。
「沒有孫老師，我不可能走上踢足球這條
路，也考不上這麼好的大學。」正在寧夏大
學體育學院就讀大一的向宇馨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一開始父母十分反對自己踢足球，
覺得耽誤學習、不務正業。孫校長就親自家
訪，許下「一定不會耽誤孩子學習、一定要
考出大山」的承諾。言出必行，十年來，孫
曉鳴像父親一樣一路伴隨着向宇馨的成長，

「小時候不懂事，覺得他比我
爸爸媽媽還嘮叨。高考專業考
試的時候，我突然崴腳了，孫
老師教我媽媽怎麼買繃帶，又
給我打氣、安慰我，最後我負傷
考過了。」教師節到來之際，向
宇馨和其他同學們已經約好在群
裏天南海北地為孫校長祝福，她調
皮地說：「我們決定也嘮叨一下
他，煽煽情，感動一下我們這位
『老父親』。」
去年12月，已經踢出名氣的三河小

學在各方資助下有了新的球場，孩子
們獲得了更好的硬件設施：有防震墊
的塑膠草坪、夜間照明設施、球場頂
棚……孫曉鳴每每提及都倍感欣慰，現
在的校長和老師們終於不用像他當年一
樣，一邊苦口婆心地說服家長、一邊擔心
孩子們訓練受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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