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为丰富青少年暑期生

活，推动青少年体育锻炼与文化学

习相融合，2023年“奔跑吧·少年”

少年冒险家挑战计划夏令营日前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开营。来自

内蒙古、江苏和浙江三地的52名青

少年参与了本次夏令营。

本次夏令营为期一周，内容包

括文化体验、沙漠游玩、卡丁车体

验、参观博物馆、营地篝火晚会等，

旨在通过丰富多彩的研学活动让青

少年在寓教于乐的氛围中增强个人

身体素质，了解草原历史，感受草原文

化。 （顾 宁）

近日，福建省福州市第

二届中小学生雏鹰翱翔航空

运动会在福州市第八中学举

行，吸引了当地70余所学校的

近300名中小学生参加。本次

竞赛执行《2023福建省雏鹰翱

翔青少年航空运动会竞赛规

则》及相关补充规定，从技能、

文化两大赛道入手，设置了模拟

飞行民航类、无人机室内飞行

类，以及航空解说口才、航空器

彩绘等航空文化类科目，共计四

个大项的竞赛。

中小学生雏鹰翱翔航空运动

会是由福建省体育局、福建省教育

厅等十一家单位联合发布的《福建

省航空运动产业规划（2020-2030

年）》的重点项目，是航空运动进校

园“雏鹰展翅”计划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福州市加快推进建设教育强

市、提升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

立大中小一体贯通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长效机制的有力实践。福建省航空

运动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小学生

雏鹰翱翔航空运动会以加快推进中小

学生航空启蒙教育为手段，基础在中小

学校，面向航空类高等院校和军民航的

航空飞行人才需求，旨在激发青少年对

航空运动的兴趣，扩大航空飞行人口，为

国家航空人才选拔构建一个全新的发展

模式和发展路径，形成人才培养阶梯，实

现精准导流，服务国家航空强国强军战

略，对于提升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

力、贡献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本次竞赛由福州市体育局、福州市教

育局主办，福州第八中学承办，福建省航空

运动协会支持。开幕式上，福州第八中

学、福州市马尾实验小学等学校被授

予“雏鹰翱翔校园基地”，福建三明机

场有限公司、福州市乐博乐博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等单位被授予“福建省航

空飞行人才培养基地”。

福州第八中学作为福建省首批

“智慧校园试点校”“全国航天特色

校”，积极参加各级各类科创活动，高

度重视学生科技创新和实践能力的培

养。近年来，在青少年科技创新活动、

师生信息素养提升实践活动等科技类

活动中均获得优秀成绩。

本次比赛福州第八中学共有17名

同学参加模拟飞行、无人机、航空解说

口才等初中组和高中组全部竞赛项目

的角逐。

福州第八中学校长陈晨表示：“我

校积极响应《福建省航空运动产业规

划》关于航空运动进校园“雏鹰展翅”

计划的精神，成功创建了福建省首批

雏鹰翱翔航空运动校园基地，同时福

建省首家航空飞行人才训练基地也将

落地我校。基地的落地，不仅开拓了学

生的视野、增长了知识、陶冶了情操，

更激发了青少年学生对航空运动的热

情，树立了航空报国的远大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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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2023小小科普员营养与运动

全能素养展示活动启动会在北体大国家冰雪运

动训练科研基地室内滑雪馆举行。启动会邀请了

来自北京各中小学校的60余位中小学生及家长

参加。

活动旨在引导儿童青少年从小养成健康科

学的生活习惯，提高他们对营养与运动知识的正

确理解，并将围绕“营养与运动 健康在行动”这

一主题，号召全国中小学生、教师和家长参与，用

实际行动践行“教育孩子，辐射家庭、影响社会”

的健康生活方式创新特色价值观。活动将于8至

12月在全国重点城市展开，将以大型题库科普知

识普及为切入点，学、练、赛一体化、全方位渗透

营养与运动全能素养知识。

本次活动由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指

导，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运动与营养分会

和体医融合学生健康分会联合举办。

（轧学超）

林 剑 杨伟伟 董润强

为引导学生在大思政课中受教育、长本领、作贡献，鲁东大

学体育学院以暑期社会实践为载体，组织青年学生走进山东东

营各县区，开展“体育携手黄河”民族传统体育推广系列活动，

取得了良好效果。

走进社区 优化沿黄地区全民健身指导

实践第一天，清晨6时，利津黄河外滩便被前来学习传统体

育的居民的欢笑声所笼罩，如此高昂的学习热情，使实践团队

备受感动。实践团队向当地居民介绍了健身气功的内容和习练

方法，讲解深入浅出，示范动作规范到位。经过习练，居民们筋

骨舒展，心情舒畅，切身体会到了健身气功这一传统体育项目

的魅力。集体教学结束后，团队与健身气功爱好者还进行了现

场展演，吸引了大批晨练居民驻足观看。

本次活动涵盖东营利津县津苑社区、文昌社区、津城社区

等近10个社区，将对推广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弘扬传统体育文

化、优化沿黄地区全民健身指导起到积极作用。

走进学校 传统文化与年轻一代“双向奔赴”

实践团队先后走进东营汀罗二中、汀罗一中等乡村学校，

为学生们展示并教授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八段锦、五禽戏和易

筋经的功法招式。“双手托天理三焦，左右开工似射雕，调理脾

胃须单举……”在汀罗一中，实践团队重点为学生教授了八段

锦，随着音乐声响起，一招一式激发了孩子们强烈的好奇心，帮

助他们在学习中体味和感受传统体育的魅力，领略中华文化的

博大精深，实现传统文化与年轻一代的“双向奔赴”。

授课内容结束后，鲁东大学体育学院还与两所中学举行了

“民族传统体育推广实践基地”授牌仪式，并就后期基地建设、

资源共享等工作进行深入交流，期望实现联合育人。

走进农村 奏响乡村振兴“文化强音”

实践团队来到东营盐窝镇南嶺子村，开展八段锦教学，吸

引了100多名村民参与。队员们一边向村民讲解八段锦口诀，一

边从不同角度示范动作要领，并积极与村民交流，纠正错误动

作，改进动作细节。村民们纷纷表示，八段锦动作简单，容易学

习。“练完后身体放松了许多，以后锻炼又多了一个新选择”。在

乡亲们热情的掌声和信任的目光中，同学们更坚定了发挥专业

所学、助力乡村振兴、建功新时代的信心和决心。

追溯足迹 为推进“第二个结合”贡献青春力量

实践团队来到广饶刘集《共产党宣言》纪念馆，这里珍藏着

全国最早的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在《共产党宣言》纪念碑

前，实践团队成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在这里，同学们也再

次深刻认识到，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应发挥专业优势，让体育专业资源走出高校，走进社区，

走进学校，走进田间地头。

边走边看边记 让主题教育更接地气

在推广项目的同时，同学们边走边看边记，深入开展主题调

研，进一步了解国情、增长才干。活动中，同学们发放调研问卷、

和居民交流，调研社区居民身体素质和体育锻炼情况；实地观

摩，同当地政府相关同志交流，深刻感受党和政府在确保黄河安

澜上作出的巨大努力和改善环境、发展民生上取得的巨大成就；

同中小学师生互动，了解乡村学校文化传承和体育课程开展情

况；行走“老街长巷非遗文化街”，和村民们攀谈，探寻非遗痕迹，

感受黄河文化之美；在黄河三角洲监测中心、黄河三角洲自然保

护区、黄河入海口码头，“沉浸”式感受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重大

国家战略的重要意义和丰富内涵；在广饶刘集，再次被革命先辈

们坚守信念、不怕牺牲的精神所震撼……

同学们走的不仅是乡路，更是中国乡村的致富路；看的不

仅是典型，更是中国乡村的新发展；记的不仅是经验，更是一路

所见所闻、心灵震撼、时代巨变。

体能是运动员竞技能力的重要组

成。武汉体育学院教授柳鸣毅认为，在

体校，运动员正处于启蒙和专项提高训

练阶段，体能训练对于运动员打好训练

基础、提高竞技能力至关重要。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运动员

开始重视体能，如何科学开展体能训

练？柳鸣毅说:“首先要遵循青少年

成长规律开展体能训练。要注意

青少年柔韧、协调、灵敏等素

质训练，同时速度、力量

和耐力训练要符合

训练年限和

生长发育情况，逐步加大训练量和训

练强度。其次，要注重处理好运动强度

和恢复之间的关系。要通过多样化训

练方法和手段，尤其是控制训练时间、

间歇、强度等指标，提高体能训练的质

量。绝不能仅以力量训练中杠铃重量、

跑步中的距离等唯一指标来衡量，要

通过积极方式和调整训练课负荷来保

证运动员的恢复效果。此外，要注重体

能训练与专项相结合。要在体能训练

方法和手段中，按照有利于体校运动

员基本功、一般身体素质发展的

训练方法和手段，逐步提高

难度，逐步与专项化趋

同发展。”

本报记者 顾 宁文/图

“在2020年‘贡嘎杯’资中队与成都队的一场比

赛中，上半场我们还是3比0领先，下半场就因为体能

不足被追至3比3平。点球大战中，也因为体力不支，

把球踢飞了，最终输掉了比赛。”四川省资中县青少

年体育运动学校女足教练廖峻锋回忆起这场比赛仍

感慨、遗憾颇多。对于在四川省内比赛中鲜有败绩的

资中女足而言，这场失利让她们真切感受到了体能

的重要性。

“比赛回来后，我们请了体校田径队带队教练员周

幼君对队员进行针对性体能训练。”廖峻锋说，“我们根

据各个年龄段和不同位置的特点，制定了个性化的训

练计划，来满足队员在比赛期间的体能需求。”

体能教练从田径队到足球队，足球队员从专项

训练到增加体能训练，无论是教练还是队员都有诸

多不适。回忆起工作之初，周幼君笑言，没想到自己

工作的展开不是在训练场上也不是在器械旁，而是

在办公桌前。“先做思想工作，再开始体能训练。”周

幼君说：“一开始队员的抵触情绪很大，因为体能训

练很苦、很累、很枯燥，所以队员们就抱团‘抵抗’，觉

得影响了她们专项训练的时间和精力，对成绩的提

高也不会有很大帮助。但众所周知，足球作为一项集

体运动，队伍中每个人的状态都可能影响最终的比

赛结果。作为教练员，我们深知体能的重要性，所以

采取了做思想工作、停训停赛等方式，希望让队员尽

快接受和适应体能训练。”

“当你们力不从心的时候就知道体

能的重要性了。”这是廖峻锋常说的话，

没想到一语成谶，2020年“贡嘎杯”与成

都队的比赛就是最好的例子。

队员江梦萱说：“在场上体力不足

的时候，真的有一种脑子想得很美好，

但现实却给你‘致命一击’的感觉，脚

下的传球和步伐完全不听指挥，很无力

很无助。”

和成都队的这场比赛，给女足队员

们敲响了警钟，她们开始慢慢接受体能

训练。思想上转变后训练效果一下子就显

著起来。特别是后续比赛中队员们发现确实

不会“力不从心”了，于是开始正视体能训练。

“我之前是守门员，转到其他位置后发现体能

确实差一点，所以在进行专项训练前先恶补了体能。

教练和队友告诉我，没有充沛的体能是不可能踢满

全场的。特别是在比赛的最后阶段，如果对方已经移

动没有那么灵活了，我们依旧可以坚定清晰地执行

教练制定的技战术，就会比他们有更多机会形成有

效进攻和射门，我们的‘脚一定要跟得上脑子’。”队

员王晨西说。

每年冬训也是练习体能的最佳时机。廖峻锋说：

“今年冬天我们去了曲靖冬训，在半高原的环境中，

队员们进行了大体能训练，效果非常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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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飞行助力“雏鹰翱翔”

小小科普员营养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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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携手黄河”推广民族传统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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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科学开展体能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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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女足进行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