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昕彤

意气风发的《少年郎》、萌趣可爱

的《晚安喵》、凝聚深厚文化传统的

《三字经》、用手语传递温暖的《与爱

同在》……伴随着动感的音乐，特教

学生们翩翩起舞，虽然排舞各种脚步、

方向和队形的变化对于他们来说是个

巨大的挑战，但是他们毫不退缩，每一

次跳跃、旋转、配合都在诠释“超越自

我，顽强不息”的精神，也给大家带来

了一场精彩的排舞表演。12月3日，正

值第32个国际残疾人日，在中华全国

体育基金会、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

心支持下，第六届全国特殊教育学校

排舞公开赛在重庆市残疾人体育馆举

行。本次大赛共设立了智力残疾组、听

力残疾组两大组别，吸引了来自全国

各地的近300位特教学生参加。

全国特殊教育学校排舞公开赛始

办于2016年，至今已举办了六届，参赛

学校和省份逐年增加。赛事旨在为特教

学生们提供展示和交流的舞台，为同学

们增强体质、康复身心、参与社会、全面

发展提供有效途径。比赛裁判长朱冬喜

说：“越来越多的特教学生通过比赛感

受到运动的快乐，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

和荣誉感，这便是排舞公开赛对于促

进特教群体体育事业发展、关注特殊

孩子身心发展最显著成效。”

“本次大赛是展示特教学生才华

和魅力的舞台，也是传递爱与希望的

平台。”杭州市钱塘区启智学校特聘

教练、杭州学军中学高级教师章敏表

示，“比赛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宝贵经

历，不仅让学生们体验到了体育竞技

的激情和团队合作的力量，更通过排

舞比赛增强了自信心，提高了综合素

质。我们希望能有更多人看到特教学

生的努力和成果，让他们得到更多的

关注和支持。”

现场的家长们也纷纷表示，看着

孩子们用身体感受律动，展现对生活

的热爱，非常感动。“排舞让我们看到

了孩子不同的一面，也希望借这样的

机会，让更多的人了解特殊教育，关注

特教学生的成长和发展。”

据了解，2017年中华全国体育基

金会、中国体操协会、中国蹦床与技巧

协会排舞分会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

基金会舞动中国排舞公益基金”，作为

全国首发、且级别最高的排舞公益基

金，已累计在全国9个省区市14个地市

开展了194场公益活动。不仅推广了健

康快乐的生活理念，给予了特教学生

更多展示机会，帮助其身心健康发展，

更好地融入社会，同时也倡导了社会

关注特殊教育群体，关爱残障儿童。

为了鼓励更多的特教学校开展

排舞运动，本次赛事期间还邀请了重

庆市各个特殊教育学校的43位老师

来到赛场进行观摩学习，希望进一步

提升特教排舞项目的编排水平、教学

水平，让盲、聋、培智三类残疾学生都

参与到排舞运动中来。重庆市残疾

人联合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残疾人

体育已成为全民健身的重要组成部

分。重庆市残疾人联合会致力于推

动残疾人康复体育、健身体育和竞

技体育的协调统一发展，希望通过

举办各种形式的运动会和活动，提

升残疾人体育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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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

深化，全国各地中小学通过

“一校一品”“一校多品”等

举措将各类体育运动项目

引入学校体育锻炼，有力地

促进学生增强体质、学习运

动技能。但同时，许多集体

项目也会出现到了初中阶

段大部分队员不再坚持体

育训练、青少年体育人才断

崖式下跌等局面。

对此，华熙银河俱乐部

负责人冯飞用“12岁体育”

来形容这种现象。“现在中

国冰球青训碰到的问题是，

孩子12岁上初中后，传统教

育体制让这些孩子没办法

再把大量时间投入到冰球

训练。但青少年冰球人才的

培养一定是要伴随所有教

育阶段的，持之以恒的训练

和比赛才能培养出后备人

才。希望能够探索出一条更

深层次的体教融合道路，给

家庭和孩子另一个渠道。”

近日，在华熙银河俱乐

部、北京博雅明悦学校和克

里夫国际教育的三方合作

下，基础教育阶段体教融合

冰球特色班在北京成立，以

期推动我国冰球青训由兴

趣培养转向持续性、科学化

的训练与教育，是体教融合

模式的新实践。

“冰球特色班采用15人

制的小班教学，学生们既是

学生也是队员，俱乐部提供

场地和教练支持，可以更好

平衡训练与学习。”博雅明

悦学校负责人王立勇说，

“他们会有更多机会交流，

更多机会发言，更多机会互

动。”他认为，此次成立的冰

球特色班，具有明确的人才

培养路径，可以帮助有冰球

梦想的孩子，在具有一定学

术水平的条件下，拥有更多

元的发展机会。

据悉，华熙冰雪除可以

为特色班的孩子们提供奥

运标准的硬件设施外，还可

以提供与国际接轨的培训

资源。“由学校负责文化学

习培养，俱乐部提供专业训

练，能让孩子更加全面发

展。”冯飞说。

本报讯 日前，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组织全区

各级各类体校开展冬训大练兵活动，掀起冬训练兵

热潮，为即将到来的各项赛事蓄力赋能。

本次冬训大练兵自2023年11月开始，一直持续

到2024年2月29日结束，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

段训练以基础体能和身体机能恢复提高为主，通过

体能训练提高心肺功能及有氧运动能力，利用器械

和负重训练增强专项力量，为下一阶段训练提供充

足的体能储备；从第二阶段起，各队伍将根据自身

特点进行差异化训练；第三阶段为专项转换期，主

要是以赛前准备训练为主，训练内容主要包括耐

力、力量、速度、柔韧性和协调性，旨在让运动员充

分掌握运动项目的特点、制胜规律、竞赛规则等，全

面提升运动员训练水平、技术、战术运用能力和实

践能力。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冬训大

练兵活动不仅是对青少年运动员技能和体能的锻

炼，更是对意志和团队协作精神的培养和磨炼。活

动深化了同学们对冬训的认识，明确了冬训的目标

和任务，也鼓舞了运动员士气，严肃冬训纪律，为同

学们再创佳绩奠定了坚实基础。

（顾 宁）

本报记者 冯 蕾文/图

今年7月，在美国奥斯汀举行的航天模型世界锦标赛上，

来自杭州模型无线电运动基地（以下简称“杭模基地”）的胡

航景、徐迎皓代表中国队参赛。他们在与来自美国、英国、加

拿大、西班牙等数十个国家的高水平运动员角逐中脱颖而

出，夺得3枚金牌。

胡航景、徐迎皓两名运动员由于酷爱航空模型运动，从

小学阶段就开始了航空模型项目练习，三年级加入学校航

空模型社团，通过刻苦的训练，一路代表校队、区队参加了

校赛、区赛等各类航空模型赛事活动。初一时，他们被市队

教练选中进入杭模基地，开始系统进行航空模型训练。

杭模基地教练洪伟说：“航模运动不仅能让青少年了解

和掌握航空知识和技术，更能在实践中培养团队协作能力

和创新意识。通过亲手制作和操控航模，青少年们能够将理

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操作，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

其竞技性也极大地激发了竞争意识和团队协作精神。”

杭模基地是全国唯一的地市级专业科技体育运动基地，

主要负责组织开展青少年航空航海模型、无线电侧向等运动

项目的训练、培训和比赛。为了不耽误运动员的正常学习，

该基地不断探索体教融合的育人模式，采用“走训”的形式，

利用放学后及周末、假期开展日常训练。在这样的训练模式

下，两名运动员不仅运动成绩突出，学习也相当优秀，现分别

就读于杭州市排名前列的高中。

“航模运动是科技体育运动中的一项，虽然属于非奥项

目，运动员可能无缘亚运会、奥运会这样的舞台，但随着国家

对全民健身的重视及大众参与体育的热情不断提高，航模运

动已越来越受重视。”杭模基地主任王晓春表示，继2017年第

十三届全运会后，航模项目在2025年又重返全运会舞台，近

年来各级各类航模赛事更是琳琅满目。“作为体育人、航模

人，我们更应该抓住这个大好时机，立足本项、努力奋斗、只

争朝夕、不负韶华，努力培养出更多的优秀运动员。”

全国特殊教育学校排舞公开赛举办

搭建赛事平台 传递爱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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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

各级各类体校冬训大练兵

无人机竞速比赛正在国

内掀起一股热潮，特别是在青

少年群体中，无人机竞速以其

独特的魅力，正在成为培养孩

子们科技素养和综合素质的

有力推手。日前，由国家体育

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

理中心、中国航空运动协会主

办的2023年中国无人机竞速公

开赛（象山影视城站）在浙江宁

波开赛，吸引了来自全国23个

省区市的152名优秀飞手。

无人机竞速运动，也被称

为“空中F1”。不同于传统的体

育竞技比赛，无人机竞速主要通

过图像传输，让飞手通过VR眼

镜以第一视角方式驾驶无人机，

穿越不同障碍赛道，用时最少者

胜出。同时，现场收看直播的观

众也能同步看到飞手VR眼镜中

的画面。

比赛现场，一群热情洋溢的

青少年操纵着无人机在跑道上疾

驰尤为引人注目。他们手中的操

控器如同魔法棒，指挥着无人机

在跑道上划过一道道漂亮的弧

线。石林是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

院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的一名大

二学生，他向记者展示了他用于参

赛的无人机，其中的机架、电机、飞

行控制模块、镜头等零件都是他自

行采购、组装的。他说：“无人机竞

速的魅力，在于自主组装飞机，再

以竞赛检验成果，

这个过程不仅锻炼动手动脑能力，还

能激发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无人机竞速也吸引着越来越多

的青少年选手。“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无人机比赛，很刺激。”来自江西鹰潭

的李明逸说。李明逸今年5岁，是本届

比赛最小的飞手。他的父亲李游告

诉记者，自己是从今年开始接触无

人机竞速运动的，在他的带动下，家

里的一双儿女也对这项运动产生了

浓厚兴趣。“这次我带着姐弟俩一起

参赛，为的是带他们增长见识、结交

朋友。”

总局航管中心运动三部相关负

责人介绍：“无人机竞速比赛有助于

培养青少年的科技能力、动手能力、

创新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心理素质

等。通过参与这样的比赛，青少年可

以获得更全面的发展，为未来的成长

打下坚实基础。”

北京体育大学无人机项目老师王

浩表示：“将无人机引入教育领域是一

种创新的教育方式，不仅能够让学生

们更好地理解航空科技体育知识，还

能培养他们的团队协作能力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对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具有积极作用。”王浩坦言，随着时代

的发展，无人机竞速运动已经成为青

少年成长的新伙伴。它不仅为孩子们

提供了一个充满乐趣的学习平台，

还通过科技与教育的结合，培养了

他们的综合素质和团队合作精神。

“随着无人机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

有理由相信，无人机竞速将在未来为

青少年的成长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通过体教融合共同探索创新教育方

式和方法，为培养未来的科技人才作

出更大贡献。”

体教融合锻造航模“双星”

科技体育 快乐体验

日前，在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龙井仡佬族侗族乡民族小学的运动会上，学生们表演“非遗”蹦蹦鼓。 新华社记者 李 凡摄

一场乡村学生运动会上，“非遗”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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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参加2023年中国无人机竞速公开赛（象山影视城站）。

在航天模型世界锦标赛上，胡航景、徐迎皓夺得3枚金牌。

北京冰球破题“12岁体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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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教育方式 推动体教融合

无人机竞速助力青少年成长

特教学生参与全国特殊教育学校排舞公开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