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曹 彧 王子纯

“26年前，我是体校手球队的一名运动员，毕

业后回到体校任教，我的教练董崇敏老师明年即

将退休，如今我们的工作保障越来越舒心，训练

条件越来越好，体校承载的功能也更全面。”威海

市体校手球队教练姜英英的切身感受跨越身份

变化，对体校的发展，她有更多发言权。

“18年前，我从体育局到体校工作。近年

来，我们积极论证探索顶层设计，加强政策保

障，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基层体校的路越走越

宽。”威海市体校副校长焉泽东不变的坚守也

伴随着时空的变化，“我们这些老体校还不是

最强的，在山东省县级体校中有不少后起之

秀，新建体校的路子迈得更快。”

“12年前，我获得了世界青年锦标赛季军，

作为人才引进到体校。如今我探索出的课外兴

趣班选拔人才方法被广泛认可。在基层，我要

传播的不仅是技战术，还要探索培养人才的方

式。”心路历程伴随着项目的初始与发展，也伴

随着自我格局的跨越，在威海市体校排球教练

赵瑜看来，自己和体校共成长，源于政策红利，

她说自己“要创新的还有很多”。

新时代体校新功能：

倾心关爱 增加安全感

“家长和教练慕名而来。”姜英英说，“现在

体校招生发生了变化，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是

家长没有时间管的孩子被越来越多地送到体

校。这些家长既关心孩子的学习，又密切关注

孩子的安全。”这也是因为山东省全省文化课

统考，过了分数线才能参加省级比赛的规定，

让家长对体校有了更高的期待。对此，体校的

应对很充分———设施是一流的，复合型团队更

具保障。“我的任务就是专心训练，用最好的训

练手段保证不同等级的孩子或走进专业队，或

参加体育单招走进大学。”

体校手球队中专一年级学生邵子怡对手球

的兴趣发自内心。“每天的日子很开心也充满安

全感，我从不会忧虑未来，体校不单单是体育，学

习也很重要。有机会就到高水平运动队，如果不

行就考大学，走单招也可以，只要把人生每个阶

段的目标都完成，对我就是提高。”

“安全感”是记者在采访中教练和队员们

提到最多的感受。对此，威海市体校考虑非常

全面。一是关注心理健康，关爱孩子成长。体校

学生学习差是大众的固有印象，但为什么差？

不是能力差，更多的是习惯和态度问题。家庭

不重视、家长不关心，甚至有的家长有意将孩子

送到寄宿制学校来减轻教育责任。学生离家时

间长，造成很多孩子缺乏来自家庭的关爱和日

常教育，行为习惯养成不好，安全感低，学习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都受到影响。因此，威海市体校

要求班主任与任课教师随时关注学生的各种情

况，尤其是对学生心理问题的关注，班主任每学

期与每位学生至少谈话一次，发现异常情况，要

及时联系专业心理教师进行适宜调整。并随时

保持与教练和家长的沟通，关注孩子成长，降低

家庭、训练或思想情绪等方面的影响。

第二个重要方面是强化基础，夯基固实。

在副校长柳美洁看来，体校的学生很多从小就

开始进行专业训练，一方面学习时长受影响，

更重要的是不定期的集训、比赛等活动造成了

学生学习的连贯性差，这是影响学生学习成效

的重要原因。“补课虽然能够短时弥补，但长此

以往，很多学生就开始由跟不上到放弃跟，逐

渐拉开距离，显现出基础差、成绩差的现象。”

柳美洁说，“在教学方面，重视基础的夯实对体

校的学生来说至关重要。各年龄段尤其是低年

龄段的课堂教学要以基础知识的积累和筑牢

为重点，学生在课堂上学有所长、学有所获，注

重知识的积累，学习成效稳步推进，才能真正

达到对运动员进行持续的文化教学的目的。”

新时代体校新担当：

“双减”赋能“参与度”明责

随着南海水上训练基地的建立，威海市体

校赛艇队、皮艇队于今年先后入驻南海香水河

水上项目基地，运动员文化学习、食宿安排在

南海高中，威海市体育局、体校领导多次到基

地走访调研，解决实际问题，水上项目取得近

20年来最好单项成绩。

同时，体校充分利用“双减”政策，积极和

幼儿园、中小学、体育俱乐部对接，多种模式推

进体教融合，从以前的游泳、乒乓球等小年龄

段进幼儿园活动，到现在派教练员到中小学校

指导训练，以及让学校运动队到体校与体校运

动员共同训练等，全面提高中小学各个项目的

参与度。并通过与俱乐部合作，发挥俱乐部的

场地优势和体校的人才优势等，双方互为补

充，共同促进，协调发展。

结合地域特点和体教融合政策，威海市体校

也进行了很好的探索和磨合。“针对政策，我们增

强了自信心，加强了考前专项训练。”焉泽东告诉

记者，“体校学生升学路子窄，继续走体育训练，

升学渠道只有通过普通高考考取体育专业、体育

单招考试和高

水平运动员招生，

因为普通高考和高水平

招生对学生文化课和专项要

求较高，学生更好的选择是体育单

招考试。针对体育单招考试，学校近几年

组织了专门的老师进行针对性教学，自中专一年

级开始，文化学习的科目就以单招考试的四科为

主。中专一、二年级以基本教学为主，中专三年级

正式开始单招考试的两轮复习，第一学期为第一

轮复习阶段，第二学期（4月底）为第二轮复习阶

段，让运动员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得到最大发挥，

为运动员的升学打好基础。”同时，学校的招生就

业处还积极与其他高职院校联系，及时传送升学

信息，鼓励学生通过春季高考、夏季高考等渠道

转向其他相关专业，继续深造。

新时代体校新方向：

突破瓶颈 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体校如何发展？威海市体校在实践

中答题：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逐步改革，

不能一蹴而就。于是，他们充分发挥市体校龙

头牵引作用，群策群力、整合优势，到各区市调

研，探索田径、橄榄球、网球、足球、篮球项目合

作模式和发展方式。制定实施《市级项目运动

队与学校融合发展的意见》，加强重点项目与

区市、学校合作，推动体教融合一体化发展。

同时，与特色学校组队共建篮球、足球、

排球等项目，提升成绩，突破瓶颈。

并加强了与各区市教体局的沟

通协调，在部分普通中小学

校建立训练点，配备训

练器材，增加运动

员储备。无论是升学还是进入专业队，都要从

长计议。

“现在体育领域给到的政策很好，也期待

越来越好。”赵瑜认为，体教融合潜力很大。“现

在的关键问题是很多家长还不是很懂政策，为

此我们一直在做普及，只有让家长了解读体校

后的升学和发展，才会把孩子放心交给我

们。还有一个问题是，文化课分数上来

了，但一些教育部门主办的体育

赛事，体校尚不被允许参加，

所以这个融合的过程还

有很多可以探讨和

需 要 探 索 的 细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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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江苏省教育厅、江

苏省体育局主办的江苏省首届中

小学体育俱乐部联赛开幕式暨

2023年江苏省中小学体育俱乐部

啦啦操总决赛日前在南京举办。来

自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34支代表

队、500余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开

幕式现场，来自南京市芳草园小

学、齐武路小学、春江小学、第九中

学等13所学校体育俱乐部的同学

们还带来了精彩纷呈的俱乐部项

目展示。

为引导更多中小学生广泛参

与体育活动，促进身心健康全面发

展，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体育局

共同打造了中小学体育俱乐部联

赛这个全新的竞赛平台。普及程度

高、深受学生喜爱的啦啦操、跳绳

被选定为先行项目。截至2023年12

月1日，江苏省已有6704所中小学

校建成体育俱乐部，建成率达

97.3%，涵盖三大球、两小球、啦啦

操、跳绳、武术、射箭、轮滑、游泳等

80多个体育项目，参与学生超过

124万人，基本形成“一校一品”“一

校多品”的学校体育发展新局面。

未来，江苏省各所学校还将充

分利用体育俱乐部，广泛开展形式

多样的体育活动，丰富校园体育文

化生活，培养学生的体育运动兴趣

和终身锻炼习惯，促进全面发展。

（林 剑）

本报记者 刘昕彤文/图

由国家奥体中心主办的2023年“国家奥体杯”青少年游泳冠军赛近日在奥体中心

英东游泳馆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80家俱乐部的1500余名游泳小将在泳池中展开

激烈角逐。

作为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创办的青少年游泳赛事，“国家奥体杯”青少年游泳

冠军赛汇集了众多具有较高竞技水平的7至18岁青少年游泳运动员。在赛制设计上，

本次大赛对11至14岁年龄组个人单项采用了专业的预赛、决赛赛制，同时针对大年龄

组孩子设定了200米、200混、400米等长距离项目，做到赛制与国际接轨，使青少年得

到充分锻炼。同时，赛事还聘请了北京市游泳运动协会的裁判团队，以确保赛事真实

体现运动员竞赛水平，展现出每一位运动员的真正实力。此外，比赛的电动计时设备

也有所更新，与不久前举办的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上所使用计时设备相同，

力求打造更公平公正、更专业化的青少年游泳赛事。

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初二学生、北京市运会游泳比赛冠军孙艺萌此次也前来参

赛，并获得了蝶泳第一名。从小练习游泳的她表示，游泳让她的人生有了全新的目标。“游

泳非常锻炼我的意志品质，让我遇到困难不轻言放弃。读初中后，我也每天往返在学校和

游泳馆之间，坚持训练。今年北京中考新增了游泳项目，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好消息，我会

坚持对游泳的热爱并且将带动身边更多人一起运动。”孙艺萌说。

国家奥体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国家奥体杯”青少年游泳冠军赛是由国家奥林

匹克体育中心创办的高水平、高质量、高规格的体育赛事，旨在为各游泳俱乐部、运动

员、教练员搭建起交流竞赛的平台，更好地服务游泳项目的普及与提高，为体育强国

建设作贡献。

“国家奥体杯”青少年游泳冠军赛举行

1500余名小将泳池竞速

本报讯 首届山东省幼儿体育大会日前在滨州市举办。

本次体育大会分个人项目、团体项目、亲子项目，设有腰旗橄

榄球、手球、足球、篮球、跳绳、亲子迷你“长征路”等比赛，旨在

全面考察幼儿的基本运动能力。大会还举行了高品质幼儿体

育游戏展示与评选活动。来自山东省各市体育局、教育局相

关负责人，省内及其他7个省区市幼儿园园长和展示人员代表

等约2000人参加。

2022年6月，山东省体育局批复滨州市在全省率先开展幼

儿体育试点，遴选首批13所幼儿体育试点园。2023年3月29日，

山东省幼儿体育试点工作启动仪式在滨州市举行，共同探索

幼儿体育教育教学发展新路径，打造幼儿体育试点城市典范。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试点园秉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依靠

配备的30余种400余件幼儿专用体育器材、224节幼儿基本运

动能力培养课程，以及幼儿腰旗橄榄球或手球游戏化课程体

系与体质评价体系，积极开展幼儿体育试点课程，引导广大幼

儿加强体育锻炼，保障了幼儿园每天一小时体育活动，让孩子

在游戏中锻炼，在快乐中成长，真正做到了趣味性、科学性、规

范性、持续性和有效性相结合。

活动相关负责人表示，首届山东省幼儿体育大会的举办

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当地“奔跑吧·少年”活动体系，推进幼儿

体育试点工作，为孩子们提供更好的体育运动服务保障，让孩

子们身心全面健康发展，快乐成长，进一步推动山东省幼儿体

育事业发展，打造全国幼儿体育运动示范名片，为建设体育强

省贡献力量。 （林 剑）

体教融合背景下体校改革发展巡礼之一

编者按：“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广

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

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这是实现体育强国战略目标的关键，也是国家

长盛不衰、民族永续兴旺的关键。国家体育总局高度重视青少年体育工

作，围绕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和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两大任

务，巩固和拓展学校、体校、社会体育俱乐部三大阵地，构建和完善

健康促进、青训、竞赛三大体系。年终岁末，本版将从即日起推

出“这一年我们在基层”专题报道，围绕“体教融合背景下

体校改革发展巡礼”“赛事活动夯基筑台”“体育促进

青少年身心健康”三个系列，通过本报记者实

访，展现基层青少年体育发展变化的新

面貌、新路径、新样态。

威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在守望中前行 在传承中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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