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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艳 柳鸣毅（武汉体育学院中国体教融

合与青少年体育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强化儿童青少年体育顶层设计

完善体育健身活动保障体系

为破解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活动供给主体单

一、政策支持力度不足、专业性人力资源短缺、活动

精准化设计模糊等问题。一方面，各级政府部门应通

过制定政策、法律、法规及拨付资金等方式，规范与

引导青少年俱乐部等社会力量开展多样化的体育健

身活动。并支持鼓励体校与普通学校在师资、场地、

器材、课程等方面实现互通共享、补齐短板。

另一方面，各地方青少处（群体处）应通过转变

部门工作思路，对标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活动对场

地、内容、师资、组织等需求，精细化设计与群众体育

活动有所区别的活动实施方案。

夯实儿童青少年体育组织阵地

推进体育健身活动多元化开展

为有效解决当前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活动

存在的社会力量引入不足等问题。一方面，应聚焦各

阵地开展体育健身活动的场地、人员、物资等需求，

出台支持学校、体校、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三者之间实

现资源共享的核心政策。同时，应研制师资共享、场

地互通等方面的管理办法及标准，实现各阵地间规

范、有序、科学开展体育健身活动。

另一方面，各级各类体校及学校应完善教学管

理和体育社会组织准入机制，且学校应通过购买服

务等方式与俱乐部建立合作，为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体校常态化开展体育健身活动营造良好环境。

做实儿童青少年体育三大体系

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全面发展

为聚焦儿童青少年适龄化、科学化、系统化的活

动内容需求。一方面，应打通学校、体校及青少年体

育俱乐部之间协同合作及资源整合的实践壁垒和政

策阻滞，利用课后、放学后、节假日等时段，围绕近

视、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方面，开展普适性高、覆盖

面广、形式多样的活动内容。

另一方面，各地方体育部门应鼓励学校、体校及

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完善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机制，并

以多维互动的方式实现各阵地在教练、文化课教师、

体育场地器材等互通共享，形成“普及-兴趣-业余-

精英”的阶梯式体育活动体系。

打造特色化健身活动内容

提升儿童青少年体育参与热情

为全流程、全方位、全领域地激发儿童青少年多

样化的体育参与热情。一方面，各级政府部门应鼓励

各级各类承办机构通过丰富活动内容及提升服务质

量等方式，结合各地区实际情况，将民族特色、地域

文化等元素融入活动，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特色化

体育活动。另一方面，各省、市、区可基于现有活动工

作框架和内容体系，聚焦多元工作机制、体育育人功

能、科学健身指导普及等内容，打造红色教育、亲子

体育、冰雪运动、科技助力、体旅融合等主题突出、主

体多元、覆盖全员的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活动案例，

形成品牌化发展路径。

搭建青少年体育数字平台

保障体育健身活动智能化运行

为了便捷化、实时化、高效化地参与、追踪、收集

活动相关信息。一方面，各级政府部门应以政社合作

的方式构建区域一体化的体育数字服务平台，设计

涵盖报名、参加、评估、反馈于一体，适用于参与者与

管理者的信息化平台，实现数据收集、评估反馈、数

据储存、典型案例推广等一体化管理。

另一方面，各活动主办方、承办方应提供可穿戴

智能设备，通过数据检测、VR等信息技术，为儿童青

少年提供居家健身、场地健身等不同场域的体育锻

炼指导，并对健身活动过程中的运动负荷进行实时

监控、诊断与反馈。

本报记者 冯 蕾

电子制作赛事被称为“芯片工程师的摇篮”。随着

移动通信、云计算、大数据和AI等普及，推动我国芯片

行业发展已成为我国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的重

中之重。近日，2023年全国青少年电子制作公开赛

（浙江嘉兴站）举办。来自全国29个参赛单位的500多

名电子制作精英各施其能，展现“最强大脑”，上演精

妙绝伦的智力大比拼。

在比赛现场，不同组别的运动员们全身心投入到

比赛之中。为了把器材调试至最好效果，运动员们可

谓绞尽脑汁，通过不断思考、计算、尝试、调整，将科学

的神奇与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赛场上只听得到焊

接、拼装和调试的细碎声音，也将观众带入到专注、投

入的比赛氛围中。

全国青少年电子制作公开赛是一项面向全国不

同年龄层青少年的科技创新实践活动。本站赛事由国

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无线

电和定向运动协会主办，共设模拟机器人、足球机器

人、太空探测器、智能寻轨器、遥控编码探雷器五个项

目。参赛运动员组别纵跨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

国家体育总局航管中心项目负责人表示，要解决芯片技术“卡脖子”问

题，关键在于不断培养高质量的科技创新人才。中心希望以科技体育电子制

作赛事为平台，普及创“芯”科技，并依据青少年时期思维发展特点，倡导孩

子们主动参与，勤于动手，乐于探究，锻炼青少年的主动性、独立性、创造性，

提高其知识储备水平等综合能力，为国家科技体育事业发展、为芯片行业发

展提供强有力的后备人才支持。

自2017年起，嘉兴已连续7次承办全国青少年电子制作系列竞赛，形成

了良好的电子科技受众基础和热烈的比赛氛围。嘉兴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这项赛事在嘉兴的落地生根，极大地推动了我市科技体育运动的蓬

勃发展。接下来，嘉兴将继续创造良好的科技体育竞技条件，全力打造优质

赛事，让嘉禾大地刮起‘智力旋风’。”

嘉兴作为一个将“红船精神”融入血脉肌理的城市，也希望通过赛事让

选手们沐浴在红色教育之中。各方期待这群具有“未来科学家”精神的孩子

们在嘉兴这片红色圣地，不断突破自我、砥砺奋进，成为传承红色文化、开创

科技体育未来的种子。“这场赛事把红色教育和电子制作、把传统文化和科

技创新结合起来，既激发了孩子们的个性和活力，也让他们吸收到了很多新

的知识和价值理念，让他们对自己、对未来甚至是对国家都充满信心。”安昌

中心小学的带队老师余锋说，“我们的选手在日常学习和练习中，通过对‘芯

片’基础技术，如定时往返、光耦识别等的一次次探究和协作，不断突破，慢

慢地建立对科学技术的浓厚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持

孩子们对探索的兴趣，引导并培养他们的科学精神。”

本报记者 刘昕彤

“真是太有意思了，刚才我打了枪。真过瘾。”日前，在安徽亳州

市体育运动学校激光射击馆，来自亳州市第一小学五（4）班的杨诺

琪刚从场上走下来，就激动地和同学们讨论起来。

“来来来，头再低一点，瞄准前方，射击！”课堂上，教练员程文

君穿梭在学生们中间，发现动作不规范的及时纠正，学生们学得津

津有味，收获很大。

以往，孩子们上体育课都是在学校操场上，课程也都是传统的

体育运动项目。从今年开始，亳州市体校主动与学校对接，邀请学

生到体校的专业场馆上课，通过为学生提供专业项目的训练体验，

提升孩子们对竞技体育项目的认知度，丰富孩子们的体育课内容。

“嘿！哈！嗨！”激光射击馆的旁边是击剑馆，亳州市第一小学

另一个班的同学们正体验着击剑运动的快乐。赛场上，体验的小学

员们身着击剑服，用剑尖刺击对手，时而进攻，时而防守；赛场下，

其他学生一边观战，一边呐喊助威，教练员不时喊停，对学生击剑

方法进行指导。“大家在场上对打，一边打一边学技巧，这样学得

更快。下次我还想再来体验。”学生们说。

亳州市体校训练部部长黄强介绍，亳州市第一小学与市

体校只有一墙之隔，“把大门打开”，让邻近的学生到专业训

练馆上体育课，一方面为学生的体育课增添了新色彩，一

方面也有利于体校从中选拔好苗子。

亳州市第一小学副校长修峰告诉记者，现在每天

学校都会组织2到4个班级的学生到体校上体育课，

丰富又新颖的体育课形式，大大激发了孩子们对

体育运动的热爱。

除了“请进来”，还有“走出去”。对于一些

离体校较远的学校，体校采取教练员走出

去、上门服务的方法，帮助孩子们体验体育

项目的专业化训练。据了解，目前亳州市

体校已有10位教练员陆续走进市区多

所中小学校，上门为孩子们提供专业

化的训练服务。

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

长张焱表示，希望借助这样的

方式，让孩子们更加喜爱体育

运动，让好苗子在训练时被

发掘出来，从而实现群众

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双向

发力、双向奔赴。

滑行、压弯、冲刺……伴随着春日

暖阳，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丰

台区体育局主办的“奔跑吧·少年”系列

活动之第二届北京儿童滑步车公开赛日

前在北京市丰台区举行。比赛中，100余名参

赛小选手用他们精彩的表现，展现出新时代

青少年勇敢向前、积极拼搏的时代风貌。

比赛设滑步车泵道赛、小轮车泵道赛、小轮车

自由式积分赛等三个组别，每组又细分为不同年龄

组。参赛选手年龄最大的9岁，最小的只有2岁。

今年3岁的天天参加了滑步车泵道赛，第一次参赛

的他丝毫不显紧张。“妈妈和我说只要使劲冲就行，爸爸

在场边给我加油，我感觉很有力量。”天天的母亲韩紫颜

说：“孩子去年开始练习滑步车，今年看到有比赛我们就报

名了，想让他感受一下比赛的氛围，锻炼一下勇气。同时，也能

通过比赛培养孩子参与体育运动的兴趣。”

与常见的平衡车平地竞速赛不同，泵道赛是穿行在一种由环

形起伏和弯墙构成的赛道中，完成特定路线的竞速运动。泵道赛选

手依靠身体重心的上下起伏行进，更需要压抬和过弯等骑行技巧，也

更考验小选手的腿部力量和控制身体重心的能力。本次赛事的泵道赛

针对不同组别设置了不同赛段，小选手在全场观众的注视下于赛道上尽

情挥洒汗水，拼尽全力，即使面对复杂的障碍，依然表现出自信和决心。而

小轮车自由式比赛，则需要选手们骑着小轮车翻转在U型场地之间，他们纵

身跃起，完成各种飞起、下落、旋转、跳跃和转体动作，展示出良好的身体素质

和精湛的控车技巧。

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滑步车是一项适合儿童参与的户

外运动，能提高其协调能力、肌肉力量和心肺功能，有助于儿童健康成长。而比赛场

地的多样性、复杂性和趣味性，可以让低龄儿童更

易接纳，更快适应小轮车运动。赛事旨在进一步补

充北京市低龄儿童比赛较少的现状，鼓励儿童青

少年积极参与体育运动，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和毅力，让孩子们通过运动增

强体质，提高技能，享受健康与快乐。“我们希望

通过进一步完善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构建更高

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全民健身高

质量发展，让广大青少年享受体育乐趣，助力健康

成长。”

图片报道

常态化开展儿童青少年
体育健身活动的策略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体育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广泛

动员儿童青少年积极参与体育健身

活动，国家体育总局相继组织开展了

冬夏令营、亲子体育、“奔跑吧·少年”

等体育健身活动，吸引数以千万的儿

童青少年参与，在有效满足儿童青少

年参与体育锻炼需求的同时，已形成

规范化、科学化、常态化的运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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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体育 快乐体验

北京儿童滑步车公开赛举行

出来的健康与快乐

在专业训练馆上体育课

滑

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供图

体育总局航管中心供图

本报记者 顾 宁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