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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百味

“我家孩子最棒”

新岗位缓解体育师资不足难题

后冬奥时代冰雪运动发展行稳致远

赵 萌

《体育总局 中央编办 教育部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关于在学校设置教练员岗位的实

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日前发布，这

是深化体教融合的重要举措。《实施意见》指

出，学校可根据工作实际，设立专（兼）职教练

员岗位。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当积极

引导企业和社会机构用人单位将校园体育教

育的就业机会加大，更好地适应体育事业的

发展需求。

笔者曾经采访过一位国家级运动员，他

退役之后去了北京一所小学找工作，由于当

时没有编制和职称待遇，学校只能给他安排

一个临时工的岗位。他的办公室就在体育器

材室旁边的一间小屋子，就这样当了很长时

间的编外教师。

《实施意见》提出，有条件的地区可通过

购买服务方式，与相关专业机构等社会力量

合作向学校提供体育教育教学服务，缓解体

育师资不足问题。确有必要设立专职教练员

岗位的学校，在核定的编制和专业技术岗位

总量及结构比例内设置，专岗专用，纳入专业

技术岗位进行管理。

在学校设置教练员岗位，是深化体教

融合的重要举措，可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力

量，有效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

《实施意见》的出台在体育界和教育行业引

发了较大反响。文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专门给优秀人才设立编制，解决人才引进

的问题，既解决优秀体育人退役后的生活

问题、就业问题，又解决了学校中缺乏优秀

体育教师的问题。以前很多退役运动员因

为没有编制不能进入学校工作，如今理顺

了体制机制，优秀退役运动员可以进入学

校当老师，解决了体育人未来会遇到的尴

尬，在提高了学校的体育教育水平的同时

也保证了优秀体育人才的流入和留下。

《实施意见》提出，学校教练员职称层

级、岗位等级和评价标准按照体育专业人

员职称制度有关规定执行。此举打破了两

大痼疾：一是通过评定职称，体育人可以在

工资收入上有明显的提高，职称高，工资收

入也高。原来作为临时工的体育教师没有

工资的上升阶梯，这样可能会影响他们的

工作积极性和热情。职称评定打破了体育

人在学校的上升晋级通道；二是学校教练

员执教期间，学生体质和运动能力提升情

况、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情况、学校体育赛事

活动组织情况、学校体育社团管理情况等，

均可作为其职称评审有效业绩。这样打破

了体育人才在学校体系内的岗位编制问

题。

据悉，学校设置教练员岗位，旨在加强

教练员队伍建设，提高人才水平，提升体育

课程质量，更好地发挥教练员作用，推动学

生健康成长。体育总局、中央编办、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这一举措，为学校体

育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有助于

提升学校教练员队伍质量，更好地提高学

生的健康体质，培养出更多热爱体育、有才

能的学生，最大程度深化体教融合，促进学

校体育工作发展，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

育全面发展。

王 灿

一年前，北京2022年冬奥会给人们留下

了难忘的印象；一年后，为庆祝北京2022年冬

奥会成功举办一周年，弘扬奥林匹克精神、

传承奥运遗产，北京市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

动，带人们重温北京冬奥会的难忘记忆。

在一系列活动中，群众性体育活动最为

吸引大众。8项群众赛事活动贯穿2月至3月，

让京城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体验不一样的冰

雪活动，感受后冬奥时代北京群众冰雪运动

的快速发展。这些活动中，既有青少年冰球

挑战赛、冰壶体验赛、大众滑雪比赛、首届滑

雪公开赛等赛事；也有冰上嘉年华、雪上嘉

年华等趣味活动；还有针对“跑友”“骑友”等

户外运动爱好者，在北京冬奥公园等地开

展的冬季健康跑和冬季骑行……通过丰富

多样的赛事活动，让更多人积极参与冰雪

运动。

“双奥之城”北京，在后冬奥时代大力推

动冰雪运动普及发展，促进冬奥场馆赛后利

用，持续提升双奥文化影响力，取得了良好成

效。同时，坚持积极开展群众性冰雪运动，推

动冬奥文化传承。后冬奥时代，北京积极响

应群众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持续举办北京

市民快乐冰雪季、大众冰雪北京公开赛等，进

一步丰富群众冰雪赛事活动内容。依托冬奥

场馆设施，有效扩大青少年冰雪运动覆盖面。

积极发挥冰雪运动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冰雪

产业及各业态融合发展。加强竞技项目人才

培养，力争更多国际重点赛事落户北京，助力

冬奥场馆持续利用、永久利用。

今年，北京什刹海冰场在冬季营业的40

余天中，共接待游客24万余人，到什刹海滑冰

不仅是老北京人冬季的乐事，如今也成为来

京旅客们的热门“打卡”项目。不仅如此，北

京百姓身边的冰雪运动场地越来越多地修建

起来。据统计，北京现有82座冰场、97块冰面、

32所雪场，为百姓参与冰雪运动提供了坚实

的场地基础。

后冬奥时代，我国冰雪运动及产业发展

潜力十足，根据近日发布的《北京2022年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赛后遗产报告》显示，到2025年

我国的冰雪产业预计将达到万亿元，巨大的

市场为冰雪运动及产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

空间。

后冬奥时代，用好冬奥遗产是发展冰雪

运动的关键，场地设施、人才、品牌赛事等都

是北京冬奥会的重要遗产。以庆祝北京2022

年冬奥会成功举办一周年系列活动为例，不

少赛事活动的举办地就是在冬奥会场馆及

相关场地。还有些活动，如冬季健康跑邀请

的配速员全部是服务保障北京冬奥会的工

作人员；首届北京滑雪公开赛聘请了曾执裁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裁判团队，

确保比赛安全、公平、公正。这些都是对冬奥

会遗产的有效利用，也是以实际行动弘扬奥

林匹克精神、传承北京冬奥精神、助力“双奥

之城”发展。

后冬奥时代，促进冰雪运动发展行稳致

远，各地应进一步加强冰雪运动的发展规划、

政策制定，从本地区实际情况出发，通过政策

引领，实现冰雪运动持续高质量发展。同时，

各地应进一步加强省、市、区（县）多级联动，

建立健全冰雪运动组织及服务体系。通过群

众身边的冰雪运动组织，带动更多人参与冰

雪运动，让百姓更有获得感与满足感。还要

做好已有场地的运营，进一步探索多样化、综

合化冰雪运动场地建设，特别是适合冬夏转

换的综合性场地，为冰雪运动发展提供场地

保障。

后冬奥时代，持续发展冰雪运动，要谋

定而后动，更要接续奋进、深耕细作。唯有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才能使我国冰雪运动发展

更上一层楼，取得更新的成绩，创造更大的

辉煌。

本报记者 顾 宁

每到周末、假期总能看到各种运动场地外

有很多在等候的父母，孩子上课多久，他们就会

陪伴多久，在篮球场边上看着孩子打球，在武术

馆外跟着孩子练习一招一式，在游泳馆外看着

屏幕上孩子的泳姿……

寒假时，在北京陶然亭公园的冰场上，有

教练在教孩子滑冰，孩子在平整的冰面上跟

着老师学习滑冰动作，有些家长在冰场外等

待孩子下课，有的在场地陪孩子一起上课。有

一次我看到有一位家长时不时地拿手机拍摄

场上一位身穿淡紫色衣服的女孩，还会说上

几句鼓励的话。于是，我和那位家长简单聊了

几句，她说，自己家住附近，前几天来公园玩

时孩子喜欢上了滑冰，看到有教练正在教学，

就报名上课了。聊到女儿，这位妈妈脸上掩不

住的自豪：“我女儿特别喜欢运动，春节前我

们去了崇礼滑雪，那也是她第一次上雪，找了

一位专业教练教她，孩子掌握得特别快。教练

带着她上初级道的时候我会慢慢和她一起滑

下来，后来上中级道的时候我就在下面等她，

把她一次次滑行的瞬间记录下来。”

在这位妈妈看来，孩子的成长转瞬即逝，

能够陪伴她的时间是有限的。在聊天中她开

心地给我看手机里孩子滑雪的视频，一边播

放一边说，“这是刚学三天的，是不是有模有

样的？”当问到开学后还会这样陪孩子一起上

课吗？她说：“会的，虽然平时我们要上班，周

末还要带着她上课，美术、科技、篮球、轮滑，

很辛苦。但是当看到她一次次进步，得到老师

的鼓励和肯定后脸上洋溢的笑容时就觉得一

切都是值得的。”

在采访时，经常可以看到无论是体育培训

还是活动比赛，很多孩子身边都有家长陪伴的

身影，有时是孩子在失败后的一个拥抱和安慰，

有时是孩子在迷茫时的一个肯定的眼神，有时

是孩子在成功后的一个鼓励，在每一位家长的

眼中都可以看出对孩子的认可———“我的孩子

是最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