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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语文文老老师师也也能能玩玩转转足足球球
神奇教练李波边学边教，给孩子们一个“足球梦”

去济南交校路小学采访
之前，就听过一些与他们有
关的足球故事。有人说，他们
的足球历史很耐听；有人说，
他们的战绩很辉煌；有人说，
他们的教练很“厉害”……

这所有的故事串在一起
就是：教语文的老师李波，在
转行当体育老师之后，只用
了一年的时间就带领着学校
的足球队夺得了2011年首届
山东省中小学生体育联赛足
球比赛(小学男子组)冠军。

这其实不只是故事。如
今，李波老师还在带领着他
的队员们，朝着新的足球梦
发起冲击。

机缘巧合

教语文的改行教体育

说起济南交校路小学，很多
人还有些陌生。这所学校在2009
年1月，由原来的济南市堤口回
民小学和济南市八里桥小学合
并而成。但如果说起这里的足球
教练李波，不少人都还记得。

去学校的路上，借买饮料的
机会，记者向学校附近的一家商
店老板打听是否知道李波，他沉
思了一会儿说：“就是那个戴眼
镜的老师吧，原来教语文的，后
来改行当了体育老师，还带着学
校的足球队获得过足球比赛的
冠军。”

在交校路那一带，李波算是
“名人”。当年率队夺得冠军之
后，省内不少媒体都采访过他。
交校路小学副校长孙浩介绍说：

“当年有一位记者，在学校跟踪
采访了李老师一周才成稿。稿子
见报，图文并茂，快一个整版了。
那报纸我至今还留着。”

早在好几年之前，济南就已
经陆续推广校园足球。当年苦于
师资力量受限，很多学校没有专
职的足球教练。交校路小学刚合
并时，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在
这种背景下，之前教语文的老师
李波，在2010年主动提出了转行
教体育，而且还接下了带领学校
足球队训练的重任。

边学边教，带队一年就夺冠

一个戴着眼镜，看起来文
质彬彬的语文老师，怎么就想
起转行当体育老师了呢？“一是
因为学校缺体育老师，二是因
为我确实喜欢体育。”李波说，
当时转行当体育老师自己觉得
没问题，但让他带足球队训练，
就有点犯难了。

“我喜欢体育，但很少踢足
球，可以说就不会踢。但既然已
经接下了这个担子，我也不能
退缩。没办法，我就一边学，一
边教。”李波说，为了了解更多
的足球动作技能，他碰上足球
比赛就看，一边看还一边记笔

记。当然，教育系统组织的足球
教练培训，他也都参加，“每一
次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就这样，他和学生们一起
训练，一起成长。据李波介绍，
刚开始带队的时候，他的想法
很简单：“没有什么功利性，心
想反正孩子们喜欢踢足球，那
就带着他们玩呗。”虽说是玩，
但李波对训练内容的要求却非
常严格，如果谁动作做得不到
位，他会一遍遍纠正。

让李波高兴的是，孩子们
都非常配合他的工作。他所谓
的“配合”就是孩子们很能吃

苦，不管训练多苦多累，没有一
个孩子放弃训练。

交校路小学是一所外来务
工试点学校，外来务工家庭子女
占学生总数的50%，其余大部分
是城中村住户的子女。不怕吃
苦，是这帮孩子们共同的特点。

就这样，带队训练一年，
李波就和孩子们走上了冠军
领奖台。李波至今还记得当年
在潍坊参加决赛时，对手都是
坐着私家车或者是豪华大巴
去潍坊，而李波的队伍则是坐
着绿皮火车去的，“8月份啊，
那天气多热啊……”

再接再厉，让孩子们体验“快乐足球”

作为一名体育老师，除去
足球训练，李波每周还要上16
节正常的体育课。“刚接手体育
的时候，有激情，好像就不知道
累一样。现在年龄大了，回家还
要照顾两个孩子，感觉精力不
大够用了……”但即便是这样，
李波也没有放弃学校的足球
队。如今，他们每周都要训练四
次，每次一个多小时。

“那次能夺得冠军，是我们
努力的结果，但也有各种机缘
巧合。现在，还有人问我，能不
能再带队拿一次冠军？我觉得
拿不拿冠军并不重要，重要的

是要让孩子们从踢球中找到快
乐。”李波说，现在国家大力扶持
校园足球，他和孩子们最大的愿
望就是能在平整的草坪上踢球，

“在塑胶场地上踢球一不小心就
会受伤，能有块草坪就好了，哪
怕是块人工草坪也行啊。”

他的学生们也都这样认为，
六年级学生杨紫宇告诉记者：

“踢球是最能让我感到快乐的事
情，只要能踢球，我不在乎场地
怎么样，也不在乎是刮风还是下
雨。当然，要是场地能更好一点
儿，我们玩起来会更舒服。”

让李波高兴的是，现在校园

足球的推广和普及，划归到了教
育部门，“之前属于体育部门在
推动，很多政策与我们学校不接
轨，现在好了，以后校园足球的
推广能更顺畅一些了。”

“像我们之前即便是拿个
冠军，也就体育部门给发个证
书奖励之类的，但这些证书到
了教育系统没有用武之地。评
职称的时候，我们即便是有成
绩，也没法加分。如今，不知
道这种情况会不会好转。把这
些东西都理顺了，每个学校足
球教练的积极性都会被调动
起来。”

如果你
有什么样的
足球故事，
足球梦想，
欢迎与我们
一起分享。
扫 描 二 维

码，关注微信公众号“齐鲁爱运动”，
留下联系方式，就会有人上门倾听
你的梦想和故事；你也可以将联系
方式，或者你成稿的故事发到我们
的工作邮箱zwqlwbty@163.com，同样
会有人联系你。说出你的梦想故事，
让更多人为你筑梦。

▲李波希望能让孩子们感
受到足球的快乐。

本报记者 胡建明 摄

本报记者 胡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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