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日前，2023年北京市民体质促

进民俗趣味运动会在北京市昌平区启动。活

动吸引了辖区400余名居民以亲子家庭的形

式参与其中。

本次运动会共设置吹踩气球、平衡前进、

收腹击地、手卷辘轳、袋鼠快跳、屈体移球等

体质促进项目，以及滚铁环、掷沙包、踢毽子、

拔河等民俗体育项目，并安排有时下流行的

飞盘、飞镖足球等新兴体育项目。丰富多彩的

项目设置，不仅能考验参与者的柔韧性、灵敏

性、反应能力和速度等综合身体素质，还趣味

十足，让参加的亲子家庭感受到体育运动带

来的快乐。为了让更多社区居民在后冬奥时

代，依然能够参与冰雪运动，活动还融入了旱

地冰雪体验，有趣的冰雪项目让大朋友和小

朋友们流连忘返。

家住回龙观街道的小朋友张紫妍开心地

表示：“家门口的运动会让人耳目一新，很有

意思、很好玩儿。”她的父亲张鑫说：“能够在

家门口带着孩子和街坊邻居们聚在一起，体验这么多有

趣的民俗趣味运动真的非常难得，也非常有意思，既增

进了邻里交流，又促进了亲子感情。”

本次活动是2023年北京市民体质促进民俗趣味

运动会全年活动的首站，也是“全民健身我行动·全

国社区运动会”的活动之一。今年该赛事将走进北

京市的6个社区，以群众家门口的社区活动中心、

广场、商圈、公园等为开展地点，传播科学健身

知识，通过以点带面的形式，带动更多社区举

办社区运动会，丰富社区活动形式，打造特

色社区，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参加丰富多

彩的体育锻炼，让体育运动成为一种生活

方式，进一步活跃社区居民特别是亲子

家庭的精神文化生活，助力和谐社区

建设。

本次活动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

理中心、昌平区体育局主办，北京

市社区体育协会等承办。

（顾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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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发挥体育科研优

势，推动体育科技成果转化，更好

地服务群众，大力培养儿童青少

年体适能教练人才，近日，总局科

研所联合冠军之家体育俱乐部分

别在北京、深圳两地，面向儿童青

少年体适能从业人员、健身教练、

体育教师、科研人员、在校大学生，

开 展 儿 童 青 少 年 体 适 能 教 练

（Leve1）培训班及儿童青少年体适

能教练（Leve2）培训班。

本次培训课程涵盖理论和实

操两部分，系统优化整合了国内外

儿童青少年体适能相关理论与实

践知识。授课教师专家云集，包括

运动生理学、体能训练学、运动心

理学、运动损伤学、运动营养学、青

少年教育及卫生等多个领域的专

家学者。内容涵盖了测试与评估、

儿童青少年健康、儿童青少年体能

训练理论与方法、运动损伤康复、

儿童生长发育、教学方法等多方面

内容。课程设置科学合理，形式创

新，内容丰富实用。

培训中，参会人员积极在理论

课堂参与授课讲师的互动，极大地

提高了儿体专业的运动理论基础

知识，在实践课中勇于参与灵敏协

调训练、动作评估与矫正训练，亲

身体验了科学的训练体系，为日后

的教学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使其

能够为我国儿童青少年提供科学、

精准的体适能训练指导与服务。

（林 剑）

本报讯 日前，第五届中国啦啦操文化纪在海南儋

州海花岛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来自全国200多个城市的

2400多名啦啦操代表共襄盛典，欢聚一堂。

中国啦啦操文化纪活动自2018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

了四届，在体教融合大背景下，啦啦操项目始终把弘扬与传

承中国传统文化视为己任，着力培育啦啦操项目的文化内涵，

提出了“凝练体育卓越品质，传承团队奉献精神”的发展理念和

以培养“品德好、学习好、气质好、技术好的精英人才”的发展目

标，为项目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本届中国啦啦操文化纪融合“会、展、论、训、游”五大板块，通过

“全国啦啦操校（局）长交流会”对啦啦操文化进行深入交流研讨；通

过晚会活动将啦啦操项目精神进行充分展示；通过“导师特训班”及

“七彩星级培训班”进一步充实啦啦操人才库，提高啦啦操项目的推广

水平；通过体育旅游进行城市品牌一体化营销，利用海花岛及周边丰富的

游玩配套，全方位打造运动休闲之都，拉动儋州体育经济快速发展，提高儋

州知名度和美誉度。

此次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蹦床与技巧协会主

办，中国蹦床与技巧协会啦啦操分会、儋州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等承

办。 （林 剑）

本报讯 广东省高尔夫球队

日前来到深圳市福田区景莲小学

参加深圳市福田区校园高尔夫学

校联盟成立活动，并为当地学生进

行专项指导。

活动中，中国职业高尔夫球

员、广东省男子高尔夫球队主教练

梁文冲跟现场300余名学生分享了

自己的运动经历和对高尔夫球运

动的认识，勉励学生们坚定人生

目标，努力学习，积极锻炼。随后，

梁文冲及广东省高尔夫球队优秀

运动员代表叶沃诚、仝扬、熊天翼

等为学生们上了一节生动的训练

课，介绍高尔夫球规则和礼仪，展

示挥杆击球动作，普及高尔夫球运

动知识，传授技术要领，让学生进

一步感受到了高尔夫球运动的乐

趣和魅力。

近期，广东省高尔夫球队多次

组织队伍进校园、入社区开展健身

指导服务实践活动，旨在积极发挥

优秀运动队作用，推广和普及高尔

夫球运动，推动竞技体育成果全民

共享，为广东省高尔夫球运动发

展、广东省体育强省建设作出积极

贡献。本次活动由广东省高尔夫球

运动中心、深圳市福田区教育局联

合主办。

（黄心豪 高志明）

推动青少年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青少时讯

总局科研所举办

儿童青少年体适能教练培训班

广东省高尔夫球队走进校园

全国青少年乒乓球精英系列赛收拍

第五届中国啦啦操文化纪聚焦体教融合

本报讯 2023年“端信兖州

杯”全国青少年乒乓球精英系列

赛暨国青集训队女子组选拔赛日

前在济宁市兖州惠民体育馆收

拍。来自全国28个省、市的283名

选手，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圆满

完成比赛任务，选拔出的33名运

动员将跟随国家青年队教练员赴

威海与国家乒乓球队汇合，参加

集训。

本次选拔赛是国内乒乓球后

备人才的一次大检阅，也是全国青

少年乒乓球重点赛事之一。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组别单打前3名和

已入选上期国青队和国少队的适

龄运动员，参加本次比赛。

此次选拔赛是兖州区近年来

承办的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乒乓

盛会，为乒乓球爱好者提供了难得

的观摩、学习机会，让更多孩子通

过比赛了解乒乓球运动，同时培养

孩子坚持体育锻炼的习惯和顽强

拼搏的精神，对宣传兖州、发展兖

州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将对兖州

区体育事业发展起到有力促进。

（林 剑 朱 琳 张美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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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民体质促进民俗趣味运动会走进社区

亲子家庭体验民俗体育

本报记者 顾 宁

第三届中国体校校长高峰论坛近日在湖北举

行。论坛吸引了200余名全国各级各类体校校长、有

关社会组织负责人、体育企业家代表参加，大家围绕

青少年体质健康助力体育强国建设、体校改革发展

巩固体校阵地、体教融合推动青少年体育发展和后

备人才培养的成功之路等四大板块内容展开探讨交

流，分享宝贵经验。

论坛旨在搭建更高层次、更加广泛的学习交

流平台，促进更多体校校长学习、思考和创新实践，

为体校发展摇旗助威，进一步推动青少年体育事

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论

坛在线上同步直播，近1万人在线观看，点赞数超2

万次。

聚焦体校改革 助力体育强国建设

体校改革发展是此次论坛上的热点话题。“东京

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114名获得奖牌的运动员

中，有113名运动员来自各级各类体校或相关训练单

位，占总人数的99.12%。实践证明，各级各类体校仍

是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在增强

我国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助力体育强

国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体育运动学校联

合会理事长韦迪说。

但不可否认，近年来，在新形势下，体校遇到了

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问题。为此，不少省市都做出了

积极尝试，通过改革创新、体教融合等多种方式加

强体校建设。如山东、浙江、安徽、湖南、四川等省已

出台或正在研制县级体校改革发展方案，制定相应

的配套政策，巩固加强区县级体校或探索建设新型

体校。以山东为例，已基本实现“县县有体校的”目

标，全省136个区县行政单位共有142所体校。四川

也提出建设区域三集中体校，逐步恢复区县体校建

制，做强省级体校。一些省市还结合地区实际制定

了专项政策措施，比如四川出台了优秀运动队退役

运动员担任学校体育教练员政策，天津出台了体校

改革与学校体育融合发展文件，江苏出台了少年儿

童体育学校建设指导意见等，这些都体现了体校改

革向纵深推进、持续巩固体校后备人才培养阵地的

作用。

人才培养渠道不畅通和县级体校大规模萎缩仍

是当下各地面临的主要问题。体校应积极转变观念

思想、转变发展方式、主动作为，探索推动构建具有

本地特色的新型人才培养体系，强化体校在各地体

育后备人才培养中的龙头作用。

武汉体育学院教授柳鸣毅认为，体校作为我国

竞技体育事业的基石、青少年体育的核心阵地，在面

对体育事业内外环境变化的背景下，体校发展面临

着机遇与挑战，尤其是深化体教融合给予地方政府

更多促进体校发展的政策空间，体校的办学方式、项

目设置、教练员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理念等工作都

在不断迭代更新。

分享经验做法 搭建高层次交流平台

论坛上，多位地方体育部门负责人、体校校长也

从实际出发，分享了各自的经验做法。“杨扬、王濛、

孙琳琳、范可新等4名短道速滑冬奥会冠军，让很多

人认识了七台河。”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体育局张长红

介绍，七台河经过近四十年的接续奋斗、久久为功，

先后涌现出了多名奥运冠军，是名副其实的“奥运冠

军之城”。她说：“我们立足城市特点，选准运动项目，

发挥自身优势，以建设体育特色校为抓手，深度实施

体教融合，强化资源条件保障，建立科学育才选才荐

才体系，形成辐射全省、面向全国、人才辈出的可持

续发展态势，以体育发展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七台

河模式’。”

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竞技体育学校近年来培养

了不少优秀运动员。校长徐磊表示，这与体校始终坚

持“立德、培智、健体”三位一体的办学定位，开拓体

教融合、双轮驱动的发展路径分不开。他说：“守‘体

育育人’的本真之正，创‘大体育’的格局之新，才能

打造出区域青少年体育特色品牌。”

武汉市体育运动学校校长袁庆明也以《政策融

通 体教融合———探索体校改革新路径》为题，进行

了交流发言。他说：“我们常说‘入口旺’‘出口畅’，近

几年我们坚持深化体教融合，以校园社团活动为切

入点，与中小学联合培养体育后备人才。生源方面，

我们从三个方面选材，武汉市体育局在13个区建有

业余体校，这是我们的第一大来源。此外，我们建有

77个训练基地，还建有187所传统学校和特色学校，

加上与俱乐部、中小学进行联合培养，多途径招生和

培养，扩大了体育人口。”

此外，在文化教学方面，武汉市体育运动学校坚

持“读训并重、分层教学”“训练不停、教学不停”，优

化课程设置推行特色教学，组建多学科、全方位、复

合型育人团队。袁庆明说：“学校根据文化成绩、运动

员等级水平、毕业去向等因素，分层、分班开展针对

性教学与分类指导，并实施动态管理，尽可能为运动

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和氛围，为国家培养更多输送

更多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