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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顾 宁

传球、挡拆、跑位、投篮……所有

动作一气呵成，8月15日，在四川省都

江堰市飞龙体育馆内，一群热血的篮

球少年正在场地中央激战。交战双方

比分紧咬，不分上下。最终，随着主裁

判一声哨响，成都双流中学获得了第

一届中国城市青少年篮球联赛U16组

别的冠军。

丰富赛事内容形式

发挥“体育+”作用

本次赛事历时六天，设U8、U10、

U12、U14、U16五个组别，共有来自全

国各地体校、学校、俱乐部等的数百余

名青少年篮球爱好者参赛。

全国体育运动学校联合会副秘书

长高扬介绍，这次比赛相对于其他篮球

赛事更加注重深化体教融合，不仅丰富

了赛事的内容形式，更注重发挥“体育

+”的作用。“我们打破了参赛壁垒，比

赛不仅有来自体校和学校的队伍，还有

大量的社会俱乐部组队参赛。赛中和赛

后我们穿插了篮球名将、名家参与的公

益讲座和互动活动，发挥榜样力量。与

此同时，也希望通过本次赛事，以体育

+文化、体育+教育、体育+旅游的形式，

让它们融合到这个城市的各个领域，带

动城市经济发展。”

前国家男篮前锋、全国体校联合

会青少儿篮球运动技能等级标准推广

大使马健表示，随着各地青少年体育

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对整个中国篮

球的未来将起到决定性作用。“少年

强则中国强，有了国家政策的支持，有

了各地体教融合的推进，我相信篮球

这项体育运动的发展将取得长足进

步。”而谈到此次赛事举办地都江堰，

马健认为，当地具有良好的青少年体

育教育基础。“我觉得都江堰非常具有

赛事名城特质，在赛事之余每个人都

值得来这里享受一下充满烟火气的城

市生活。”

赛事举办期间，组委会还特邀北京

体育大学教授范民运和前国家男篮队

员黄云龙为参赛队伍的教练员们传授

临场指挥所需的综合战术、时间管理、

防守和进攻策略等经验和做法，以及如

何通过观察、分析和沟通，在赛时及时

做出调整和指导，以提高球队的竞技水

平和比赛胜率。所有教练员均表示受益

匪浅。

提供交流展示平台

助力地区发展

第一届中国城市青少年篮球联

赛旨在为更多热爱篮球运动的青少

年提供展示自己才华和实现篮球梦

想的平台。经过六天紧张而激烈的比

赛，小运动员们大显身手，奋勇拼搏。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挑战自我、超越自

我。

延安星火篮球俱乐部教练呼晓

文说：“这次比赛为小球员们提供了

优质的比赛平台，让孩子们能与更多

全国青少年篮球爱好者交手。更多的

比赛机会也可以调动教练员们的积

极性，提升执教能力。希望明年还有

机会参加。”作为教练员，呼晓文看

到了篮球运动为青少年带来的巨大

改变。“俱乐部的小球员们体质变好

了，性格也更加开朗，韧劲更强，参与

篮球运动还增强了小球员的自信心、

协作能力和交际能力，更能锻炼他们

的受挫能力、抗压能力和团队协作能

力。”

不仅如此，赛事也为青少年篮球

运动在都江堰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有力

的支持和推动，激励了年轻的篮球爱

好者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篮球活动

中，提高技术水平，培养兴趣，同时也

为他们提供了与全国各地优秀队伍交

流学习的机会。很多参赛队伍都表示，

通过这样的比赛，青少年可以学习到

团队合作、竞争意识和坚持不懈的精

神，这些都是他们未来发展的宝贵财

富。

许 珂 杨 然

“好球！”在云南省丽江市体育发展中心，2023

年“奔跑吧·少年”云南省青少年排球锦标赛在孩子

们的欢呼声中拉开序幕。同样的激情也在云南省16

个州市陆续点燃。

这个暑期，云南省体育局在国家体育总局青

少司的指导下，积极推动“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

年主题健身活动开展。活动与云南省青少年锦标

赛相结合，带动全省各州市开展多项青少年体育

赛事活动。从环环相扣的射击，到银球飞舞的乒

乓，再到刚劲有力的中华武术等，众多青少年踊跃

投身运动，感受体育之美。截至目前，“奔跑吧·少

年”云南省青少年各项目锦标赛分别在昆明、玉

溪、丽江、蒙自、开远、禄丰等地打响，无数儿童青

少年在这一场场比赛中释放青春的激情，追逐自

己的梦想。

在竞赛中展现勇毅

8月9日，为期5天的“奔跑吧·少年”2023年云南

省青少年射击锦标赛在云南省北教场体育训练基

地落幕。举枪、瞄准、射击……300多名青少年“神枪

手”在“砰砰”的枪响中展开了激烈角逐。

射击是一场自己与自己的博弈，需要在凝神

闭气、摒除杂念中打好每一枪。代表昆明市体校出

战的业羽彤，斩获女子10米步枪甲组第一名。对于

自己在比赛中的表现，她表示一开始有些紧张，但

是很快就稳住了心态。“我现在的水平还有待提高，

未来会继续努力学习射击，争取获得更好成绩。”业

羽彤说。

8月6日至12日，“奔跑吧·少年”云南省青少年武

术套路锦标赛在开远市体育中心举行。来自全省各

州市26家俱乐部、武术馆校的近400名武术少儿精

英，共同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精彩绝伦的比拼。

比赛过程中，选手们行云流水的动作、挥洒自如

的招式引得观众们拍手叫好。来自昆明市第八中学

的16岁少年徐侦程以9.070分的成绩拿下男子甲组自

选南拳第一名。他表示：“希望以后能兼顾文化课与

武术训练，做到文体两开花。未来我想去成都训练基

地继续深造，让自己的能力稳步提升。”

净化青少年竞赛环境

为提高普及赛风赛纪相关知识，让青少年运动

员们了解近现代体育赛事的发展及赛风赛纪监督的

必要性，自8月起，云南省青少年体育训练中心在各

州市积极开展云南省青少年体育赛风赛纪和反兴奋

剂培训，让儿童青少年从小培养远离和拒绝兴奋剂

的意识，树立正确的竞赛观。

“希望这些青少年运动员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做‘四有’青年，拿‘道德的金牌、风格的金牌、

干净的金牌’，做到知行合一、学有所用。”培训讲师、

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教授王钧说。

下一步，“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

动将进一步加强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宣传教育，加

强督促检查，确保赛事有序、稳定、文明开展，为云

南省青少年比赛营造干净、和谐的竞赛环境。

为了让更多的儿童青少年在暑期参与

到体育活动中，“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

主题健身活动还将在“青春昆明”小程序、

微信、微博等多渠道发起暑期运动“打

卡”活动，将“打卡”作为促进“奔跑吧·

少年”活动常态化开展的有效手段，引

导青少年在暑期积极参与体育锻炼、

科学健身。

通过丰富的线上、线下体育赛事

活动供给，活动进一步推动了云南

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促进儿童青

少年广泛参与，让更多的“云端少

年”在运动中享受快乐、收获健

康，在体育中增强体魄、磨砺意

志，为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

助力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

贡献青春力量。

第一届中国城市青少年篮球联赛激战都江堰

讲述不一样的篮球故事“ ”

图片报道

体育赛事活动让云南学生暑期生活更精彩

本报讯 日前，第四届“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杯”中国城市少儿足球联

赛总决赛在云南省开远市举办。首轮比赛在开远市体育中心和开远市足球

基地同时打响。赛场上，足球小将们技术娴熟、配合默契，每一次进攻和防守

都展现了出色的足球技巧。

本届联赛总决赛采用赛会制，从预赛阶段14个赛区、751支队伍中脱颖

而出的40支优胜队伍获得总决赛资格，总决赛参赛规模近600人。总决赛设

五个组别，U8、U9男女混合组为五人制比赛，U10、U11、U12男子组为八人

制比赛。各组别经过五天的角逐，于8月16日产生总冠军。

中国城市少儿足球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中国足球协会指导，中

国足球发展基金会支持，全国体育运动学校联合会主办，是国内最高水平、

最高规格的少儿足球比赛之一，旨在为儿童青少年搭建互相交流切磋的平

台，丰富与完善全国少儿足球竞赛体系，培养足球后备人才，促进中国足球

健康发展。本届联赛今年5月开赛，全国14个赛区的751支队伍在3个月的时

间里进行了近6000场比赛，参赛规模近万人。 （顾 宁）

中国城市少儿足球联赛总决赛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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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活动常态化开展

陈小丽———

持之以恒 传递武术精神
本报记者 冯 蕾

主办方供图

育体 +

健身人物

本报讯 日前，“发挥运动员

独特价值 促进青少年体育教育”

主题研讨暨冠军基金第9期儿童运

动指导师培训班在北京启动。20位

来自体育教育相关领域的专家学

者、创业者、冠军基金运动员导师，

与来自全国各地的40位运动员学

员进行了有关体教融合、运动员转

型方面的主题分享交流。

在主题研讨中，大家围绕“发

挥运动员独特价值 促进学校体育

发展”“新时期运动员在体培领域

创业的新机遇、新方向”两个主题

进行交流。大家建议，运动员从职

业运动员转型到学校体育老师的

过程中，思想观念上要从关注自身

的竞技能力转向关注儿童的身心

发育和成长特点。鼓励运动员在转

型中突破困难和瓶颈，将自身的专

业技能和学校教育深度结合，发挥

专业优势助力学校体育课程改革。

另外，作为创业者的运动员既要具

备洞察趋势、看到市场未来的能

力，同时还要具备顺应市场需求、

及时调整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要具

备持续学习的能力，不断地完善自

己的认知地图。

启动仪式上，国家第一代女子

体操运动员孙孝贞作为导师代表，

分享了自己的青春奋斗史和奥林

匹克终生实践经验。她鼓励运动员

们不忘初心、志存高远、勇于创新，

做最好的自己。

学员代表、前田径运动员游欢

欢说：“运动员的身份既是荣誉同

时也是压力，当我们转型离开赛场

开启全新的人生阶段之时，最重要

的是坚持学习，让运动员的光环持

续发光发热，用体育点亮未来，成

就终身冠军。”

本次培训为期七天，冠军基金

为运动员学员安排了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的体育教学课程、体育行业

创新创业分享、奥林匹克教育实践

课程、体育公益参访等丰富内容。

“帮助运动员转型是冠军基金始终

不渝的使命，期望运动员抓住历史

机遇，俯下身，沉下心，融入情，用

体育点亮孩子们的未来。”冠军基

金秘书长孙小峰说，自2017年面向

全国运动员发起职业技能公益培

训以来，冠军基金旨在帮助运动员

将多年来积累的专业运动技能，通

过培训转化为社会和市场需要的

儿童运动指导能力，从而助力解决

运动员就业和儿童体育教育人才

匮乏问题。

（王子纯）

发挥运动员独特价值
为青少年体育助力

“人一定要有目标，持之以恒，为梦想努力奋斗。在我看来，武术

精神就是坚持不懈、奋勇向前、发扬传承。”在刚刚结束的成都大运会

上，陈小丽获得武术套路项目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双料冠军。

9岁时，陈小丽便在浙江温州苍南县飞林文武学校开启了她的武

术生涯，2007年被输送到温州市武术队，2010年进入浙江省武术队，2013

年获得亚洲青年武术锦标赛冠军，现就读于浙江大学，是国家级运动健

将、中国武术六段。从县队、市队、省队再到国家队，陈小丽一步步实现了

自己的武术梦。

成功登顶大运会最高领奖台后，陈小丽便赶往她的母校苍南县飞林文

武学校，参与太极拳展演活动和科学指导互动活动。她说：“作为校友回到母

校，希望能够影响带动更多人科学习武，在师弟师妹们心中种下一颗种子、一

个世界冠军梦，期望他们能够利用好学校为他们创造和提供的优越条件，用刻

苦的训练和加倍的努力回报学校，坚定心中的梦想，突破重围，为校争光，为国

争光。”

在交流过程中，陈小丽告诫师弟、师妹们一定不能懈怠。“习武之路无疑是辛

苦的，汗水、泪水挥洒不尽，需要在一次次跌倒中爬起，再跌跌撞撞向着心中目标前

进。但正是在这样起起伏伏的过程中，能培养出自律、自强的宝贵品质。”她说，“社会

发展速度飞快，作为新时代青少年，自身素质一定要过硬，才能在繁杂的社会中活出

精彩。”

“以文为主、以武为特色”是苍南县飞林文武学校的办学方针。“武术不仅是一种强

身健体的方式，更是一种全面提升个人素质的教育，对青少年健康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

影响。”学校总教练黄龙表示，练习武术能有效提高身体和心理素质，有助于培养青少年

坚韧不拔的意志。同时，武术有助于疏解压力，稳定情绪，形成良好的性格和社会价值观，

建立自信心。“每一次成功的招式、每一次在赛场上的胜利，都是对青少年自信心的极大提

升。这种自信将伴随青少年成长，鼓励他们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和不同领域追求卓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