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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子纯

2022-2023年度黑龙江省玩冰乐雪总动员活动日前在黑龙

江亚布力体育训练基地举行。活动中，来自黑龙江、上海、浙江

等多个省市的260组中小学生家庭将分批次前往亚布力体育训

练基地学习滑雪，同时还将参与雪地球对抗赛、雪橇接力赛、趣

味冰壶组队赛、雪圈接力赛、雪地腰旗橄榄球友谊赛、雪橇板极

限接力赛、雪地足球赛、雪地保龄球赛、大众滑雪趣味赛等多项

亲子冰雪运动。

黑龙江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田野介绍，本次活动是这

个冬季当地首次以雪上运动项目为主题开展的群众性体育活

动，同时也是第九届全国大众冰雪季系列活动之一。“隆冬时

节，在冰天雪地的黑土地上，相关活动让更多人体验到冰情雪

趣、玩冰乐雪，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不仅能寓教于乐，强身健

体，还能助力体育旅游和体育经济的新增长。”

“我这次来主要是为了滑雪，同时也能参加趣味冰雪项目，

很多项目我都很喜欢。”就读于哈尔滨工大附中初二年级的王

天宇说。他的妈妈孙女士也表示：“在学习之余参加体育运动既

能锻炼身体又能培养兴趣爱好。黑龙江有这么好的冰雪自然资

源和冰雪体育文化，青少年们应该多参与其中。”

活动期间，青少年们无惧严寒，在收获健康和友谊的同

时，也培养了勇敢坚强的意志品质。“黑龙江比上海要冷很多，

这里到处都是白雪，像童话世界一样。”13岁的沈乐盈来自上

海，这是她第一次来到黑龙江。在活动中，通过为期3天的单

板滑雪训练，小姑娘已经掌握了基本的滑雪技能。“从雪道上

滑下来的感觉非常爽，也不像开始时那么害怕了，非常开心。”

沈乐盈说，这种滑雪体验她足足等待了三年，这次终于如愿

以偿。

与沈乐盈同行的上海小伙伴还有34名，他们都在这次活动

中感受到了滑雪的魅力。领队沈笑一对本次活动给予了很高的

评价：“活动安全性好、条件设施好、服务也好，正规又专业。孩

子们玩得开心，家长也放心。”

260组中小学生家庭
黑龙江“玩冰乐雪”

深耕二十六载 在“破”与“立”中前行

江苏常州探索快乐体操的推广与普及

常州市少体校供图

“快乐体操”近年来开始频见报

端，但在江苏常州，快乐体操项目已

经开展了26年。26年来，常州市青少

年业余体育学校的教练们走进当地

多家幼儿园和学校，在推广和普及

中让无数孩子受益，选拔出众多优秀

体操苗子，涌现出很多优秀体操教

练员。

本报记者 顾 宁

“自2019年首届内蒙古自治区小篮球联赛开始，内

蒙古自治区小篮球运动参与人数呈现出不断上涨的趋

势，参加小篮球赛事的人数从800余名逐年提升至2500

余名，参与的队伍数量从140多支增加至330多支。”内

蒙古篮球协会主席助理、常务副秘书长孙伟说。

“小篮球，大梦想”是中国篮协自2017年底

推出的中国小篮球联赛的主题，希望能挖掘潜

在的优秀小篮球运动员，为其提供大舞

台，实现大梦想。在孙伟看来，小篮球不仅是连接青

少年儿童和篮球运动的有效桥梁，有助于增强对篮

球运动的全面认知，培养互助团结、奋斗拼搏、永不

言败、持之以恒的意志品质，也为不同年龄段、不同

能力的青少年儿童搭建了展示运动风采的平台，丰

富了他们的运动体验，提高了他们参与篮球运动的兴趣

和热情。

为青少年搭建高水平篮球赛事外，良好的篮球氛

围也是青少年篮球发展不可缺少的大环境。在办赛之

余，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与内蒙古篮球协会、内蒙古农

信女子篮球俱乐部等多方协作，共同组织举办了“筑

梦”篮球公益行活动、“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

健身活动，覆盖了12个盟市和2个单列市（二连浩特市、

满洲里市）30多所学校。旨在通过向各学校捐赠篮球器

材、指导教学，让更多孩子乐在其中，享受篮球，进而为

体教融合的开拓与发展寻找契机，建立平台。“这不仅

为青少年起到了榜样作用，也让小球迷们有了与球星

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孙伟说。

今年该活动走进了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第二

中学。活动中，主办方不仅向学校捐赠了篮球和

运动服，内蒙古农信女篮还亲自对孩子们

进行了篮球技术指导。简单的教学课

程后，女篮队员和同学们举行了

小型的篮球友谊赛。同学

们热情高涨、积极参

与，认真学习篮

球知识和

实战技巧，同时也收获了体育运动带来的放松和愉悦。

孙伟说：“内蒙古农信青年篮球队成立后，我们积

极调动社会各界力量，也争取到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

的支持，多方共同努力，不断拓宽自治区篮球后备人才

培养渠道，完善青少年篮球训练体系，以体育传统项目

学校、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课外体育班、体校走训班等

为主体，推动篮球运动项目在学校的普及。以篮球特色

学校和单项运动学校为骨干，按照《中国青少年运动项

目训练教学大纲》要求，优化运动项目结构，系统开展

训练，选拔培育优秀苗子，打好训练基础。以小学、中等

体育运动学校、竞技体校为重点，落实奥运战略，对重

点学校进行重点投入，力争突破，促使一批重点基地学

校走向全国。”

与此同时，内蒙古还积极恢复区县青少年训练，鼓

励支持社会力量参与青少年训练，拓宽人才培养和选

拔平台。推进青少年篮球运动技能培训和赛事组织市

场化，鼓励引导职业俱乐部建立后备人才培养制度。加

快推进国家及地方综合性运动会和单项体育赛事管理

制度改革，强化体育竞赛对青少年的教育意义和对运

动训练的指导作用。开展以训练营、夏（冬）令营等为依

托的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把青少年身体素质和文化

水平作为常规性测试内容。改革青少年竞赛制度，健全

县、市、自治区、国家四级竞赛体系，完善主体多元、形

式多样和灵活的赛制。

近年来，随着青少年篮球运动的发展，其价值和

教育功能逐渐被社会所认可，自治区参与小篮球、U

系列赛事的人群逐年提高，这对促进青少年身心健

康，补充后备人才起到了关键作用。

孙伟说：“未来，我们将会在完善现有区内青少年

篮球公益活动及赛事的同时，积极引入全国小篮球联

赛、U系列篮球赛事，打造形成完整的小、初、高篮球

联赛竞赛体系，形成区内各盟市横向联动、区外与中

国篮协全国青少年篮球联赛体系竖向贯穿的‘十’字

型篮球培育竞赛模式。”
内蒙古篮球协会供图

小篮球 大梦想

内蒙古搭建竞赛桥梁助力人才发掘

本报记者 顾 宁

冠军摇篮曾陷招生难

常州市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下文简称常

州市少体校）成立至今已有64年，可以说是常

州市竞技体育的发源地。体操一直是常州市的

优势项目，连续三届江苏省省运会，常州市都

位列体操项目金牌榜首位。近年来，这里培养

输送了尹德行、左彤、罗欣悦等优秀运动员，蹦

床奥运冠军陆春龙，跳水世界冠军张玉萍、黄

强，技巧世界冠军王湘麒都是常州市少体校体

操队输送出去的好苗子。

可就是这样的的冠军摇篮，也曾陷入招生

难题。“竞技体操在选材、训练、比赛等方方面

面都十分严苛，要看孩子的身体素质，还要家

长有强烈且不间断的支持意愿。很多孩子来试

训时都开开心心，可一旦进入正式训练就开始

哭，家长们也心软舍不得。”常州市少体校体操

教练唐敏这样告诉记者。那时的困难让她记忆

犹新，“当年少体校的教练员们到基层幼儿园

招生，发出去10份招生宣传单甚至收不回1份。

久而久之，距离太远的基层学校就不被我们纳

入考虑范围之内，那时候交通远不如现在这么

便利，距离一远，家长更不愿意让孩子过来。”

一面是极严苛的招生要求，一面是极低的

报名欲望，专业运动员的出路也越来越窄，一

时间，常州乃至全国的体操项目都遭遇了发展

瓶颈。于是，常州体操人开始反思，总结症结所

在，他们意识到———不破不立，要发展就要先

求变。

改变固有印象

“苦”“累”“不长个”是很多人提起体操时

的第一印象。“直到如今，还有人是这样想的。”

每次听人说起这些体操“刻板印象”，教练员唐

敏和赵翼都很无奈，“这些‘苦和累’早已是老

黄历了，现在的体操，是快乐的，是多姿多彩

的，是有无限可能的。”

在推广和普及快乐体操过程中，他们的话

一步步照进现实。现在，走进常州的各个幼儿

园，你会发现体操不再是我们脑海中的那副

模样：不论何种身体条件，每个孩子都能参与

到训练大军中；训练器械柔软轻便、五颜六

色、形状新奇；教练员也不再是眉头紧皱的模

样，而是带着孩子们一起在地垫上快乐地翻滚

爬行……

在常州市少体校各位教练眼中，体操离普

通大众其实并不遥远。唐敏说：“体操运动被称

为‘运动之父’，是身体最基础的运动，也是一

切灵巧性运动的源头。竞技体操只是体操项目

的一个分支，相当于金字塔塔尖部位，就体操

的广义理解而言，孩子从婴幼儿时期最简单的

爬行、走跑、翻滚、跳跃等开始，就已经进入到

了体操的学习中。”而推广快乐体操，则是希望

让体操运动更深入地走进大众，让大家看到，

体操运动不再只有“苦和累”，“孩子们在其中

能收获的健康、快乐和未来发展空间远比当下

付出的要多得多。”

让体操真正快乐

20余年间，常州体操人一直在摸着石头过

河，直到“快乐体操”的概念一出，他们一下子

顿悟———快乐体操是让孩子快快乐乐地参与

体操运动，从玩耍中获得锻炼，这不就是他们

一直以来在做的事吗？

“我们始终无悔担当着快乐体操项目普及

推广路上的‘栽树人’。”常州市青少年业余体

育学校校长徐文博这样说。

为了推广和普及快乐体操，十多年来，唐

敏、赵翼的工作行程被排得满满当当：周一到

周五上午8至10点，准时到各基层幼儿园对幼

师和幼儿进行快乐体操的指导和培训，风雨无

阻；周一到周五下午和周六、周日，在常州市少

体校带领体操队训练；平时要抽空去其他还没

有开展快乐体操项目的幼儿园做动员工作；偶

尔还被邀请去其他地市的基层学校做推广普

及……十几年如一日，除了教练员的本职工

作，唐敏和赵翼无私无偿肩负着“推广大使”和

“指导教师”的责任，在推进体操项目体教融合

的同时，也总结出一整套科学系统的教学模

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为了让体操真正快乐起来，常州体

操人自己的观念也在转变。“要从‘想我

之所想’转变为‘想大家之所想’”赵翼

说。而这个“大家”，小到家长、孩子、教

师、教练，大到如今的社会发展趋势和

未来体育运动发展的路子。“比如孩子

们希望能在快乐玩耍中掌握各种技

巧；家长和老师希望能让孩子从中收

获健康的体魄、优秀的意志品质和更

广阔的未来发展空间；基层教练员希

望能发掘出更多有潜力的好苗子……

这些都需要考虑。”

徐文博告诉记者，如今快乐体操已不

再仅限于“基本体操”范围，而是细化增加

了跑酷、街舞、花式篮球、体适能等种种小

项，在第二十届江苏省运动会上，快乐体操设

立的项目多达98项。“学习快乐体操的孩子以

后不是只有竞技体操这一条窄而陡的路可以

走，而是有了更宽广的发展空间。简而言之，成

绩固然重要，让孩子从中获得健康的身心、给

他们的未来带来无限可能更为重要。”

让更多人参与

提起江苏体操，不得不提黄旭的名字。这

位江苏籍奥运冠军自退役后，怀揣着建设地方

的理想，放弃了留在国家队执教的机会回到江

苏，在北京体育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之后，进入

江苏省体操队担任领队，并肩挑江苏体操协会

秘书长一职。接手江苏体操运动以来，黄旭始

终致力于推广普及快乐体操，融合体制内外两

种力量，探索体操的市场化道路，“让更多普通

人参与进来”。

唐敏常常回忆起当初那段摸着石头过河

的日子：“那时还没有非常明确的相关政策，我

们经常是在训练结束后坐火车去南京找黄领

队，或是黄领队下班后坐火车来常州，大家捧

着速溶

咖啡，一边

吃着简单的盒

饭，一边探讨寻找推

广快乐体操的新路子。”

数字更能说明问题。2018

年，江苏省参与第十九届江苏省运

动会快乐体操项目的运动员还不足300名，

但到2020年，江苏省的“体操人口”已经破万。

在徐文博看来，“体操人口”快速攀升只是一个

侧面，快乐体操的高速发展离不开省市教育、

体育部门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与帮助。

一路走来，为了推广快乐体操，常州市少

体校在训练器材、教学课程、师资力量和赛事

活动组织等方面都进行了很多尝试与创新。

“经过系统全面训练，孩子们不仅掌握了基本

运动技能，在心智上也获得了飞速成长。”唐

敏、赵翼总结，“现在很多其他项目的基层教练

都特别愿意招收我们的孩子，甚至想把自己新

招的学生先送到我们体操队训练几个月，体操

队如今成了香饽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