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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顾 宁

运动场上的欢声笑语、奔跑的身影与呐喊

助威的加油声，让校园里涌动着浓烈的体育氛

围，让每一个怀揣体育梦想的孩子的稚嫩脸庞

绽放出大大的笑容。2023年全国青少年体育战

线以体教融合为抓手，积极做好青少年体育工

作，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相协调，

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加强竞技体育

后备人才培养，关注体校创新建设以及“三大

球”青训和赛事体系建设，为青少年搭建高水

平交流平台。

回顾即将过去的2023年，可以看到各地广

泛开展各类儿童青少年赛事活动，富有朝气的

青少年在高水平竞技舞台上奋勇拼搏，体育运

动正在成为青少年成长路上的“健康必修课”，

体育在更深入、更多元地融入青少年日常生

活，带来更丰富、更长久的积极影响。

体教融合

2020年4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体教融

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通过三年多

的实践，体教融合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凝聚

起各方广泛共识，体教融合从口号变成政策，

从愿景变为现实，在立法、学术、改革、实践各

个层面逐渐推广开来，其时代特征、丰富内涵

和重大意义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

三年多来，“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深入人

心，《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修订完善，体育

中高考加快改革步伐，学校每天一节体育课成

为常态。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并相信体育助力青

少年健康成长，越来越多的孩子真正通过体育

收获了快乐与进步。基层创新取得丰硕成果，

全国各地认真贯彻体教融合改革要求，结合地

方实际作出有益探索，推动体教融合改革实践

不断向下延伸、发挥更大作用。

“双减”

2021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

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以下简称“双减”），在“双减”政策背景之下，

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孩子更加重视体育锻炼。

为贯彻落实“双减”政策，全国各地校园出

现了很多变化，青少年学生们进行体育锻炼的

时间更加充沛，放学后孩子们活跃在田径场、

篮球场……运动选择变多了，精神世界也更加

丰富多彩。无论寒暑假还是周末，各体育场馆

及体育训练兴趣班都很“抢手”。

青少年正值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积极

参加锻炼，不仅利于身体健康发育，更有助于

培养坚毅勇敢的性格，增强竞争意识、团结协

作精神，对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大有

益处。

从7月1日曲棍球项

目开赛，到11月15日水

球项目产生冠军，805

个项目、20360名运

动员参赛，学青会

是深化体教融合的

重要标志，推动新时

代青少年和学校体育

改革发展的有益探索，

为青少年提供了更为广

阔的舞台。

2020年，《关于深化体教融

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提

出“完善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并明确提出

“合并全国青年运动会和全国学生运动会，改

称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三年来，体教融合

取得了显著成绩。无论是体育界、教育界，还是

学生、家长和社会，体教融合已成为大家的普

遍共识，深入人心。

学青会赛场上一项项纪录的刷新、一次次

佳绩的创造，都展示了体教融合不断深化的成

果。首届学青会的成功举办，既是深化体教融

合的标志，也是展示体教融合发展成就的平

台，为未来更进一步探索体教融合提供了丰

富借鉴。

国际综合性青少年赛事

第九届中俄青少年运动会、东亚青年运

动会、第31届中日韩青少年运动会、中韩青少

年体育交流活动……2023年举办的多项国际

综合性青少年体育赛事中，运动员们互相切

磋、互相学习，场上场下加深了相互了解和友

谊。

通过参加这些青少年国际赛事，各项目后

备人才队伍得到了锻炼，赛场上表现出了良好

的作风和精神风貌，实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

明双丰收。各项目重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

业务探讨，积极学习对方先进的青训、竞赛、项

目发展经验，交流互鉴、取长补短。

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

学校代表队、体校代表队、职业俱乐部梯队、

社会青训机构……当这么多热爱足球的年轻人

同时出现在一场比赛中时，已经为他们搭建起

了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

从3月开赛到12月落幕，第二届中国青少

年足球联赛设多个年龄段，从小学男女子组U8

开始，到男子U19和女子U18及女

乙联赛，“不设壁垒”的中青

赛正朝着覆盖面最广、

参与人数最多、竞技

水平最高、社会影

响力最大的目标

靠近，打通了体

育界、教育界以

及社会层面参

赛队之间的壁

垒。

全 国 总 决 赛

阶段承办赛区数

量、参赛球队数量

和参赛球员人数分别

较第一届赛事增长94.4%、

19.5%、10%，比第一届在参赛

规模、赛事质量、社会影响力上都有了

明显提高，并推出双回合、主客场赛制。此次中

青赛安排多场比赛在学校内进行，更加贴近青

少年，丰富了校园体育文化生活。

“奔跑吧·少年”

充满竞技挑战的田径公开赛、短道速滑比

赛；适合幼儿参与的趣味运动集市、陆地闯关；

健身科普类的防范溺水公益活动、青少年科普

大讲堂……

2023年全国“奔跑吧·少年”主题健身活动

参与儿童青少年6774万人次。其中“六一”期间

集中组织开展的“奔跑吧·少年”活动周，共有

超过700万名儿童青少年直接参与，实现“年

龄”“群体”“时段”全覆盖，满足孩子们多时段

参加体育活动需求。同时，深入挖掘体育多元

功能，以亲子体育活动为载体，以新兴体育运

动为媒介，以冰雪赛事活动为引领，以传统体

育项目为传承。组织奥运冠军进校园、进社区

等活动，利用各地红色教育资源，加强革命传

统教育，并将赛风赛纪等体育规则融入活动全

程，充分发挥体育的“育人功能”。

增强体质健康

一直以来，青少年体质健康都备受关注。

针对近视、肥胖等健康问题，近年来，国家体育

总局与教育部、团中央、发改委、国务院未保办

等部门深入协作，从政策体系、工作机制、督导

考核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提高体育在综合防控

儿童青少年近视和保护未成年人等工作体系

中的地位与作用。配合“双减”政策实施，统筹

整合资源，支持学校开齐开足上好体育课，高

质量开展体育课后服务，以体育促健康、强意

志。

体育锻炼是增强青少年体质最有效的

手段，同时，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开展体质

健康的体育干预行动，运动干预操、爱眼操

等易学易练易推广，创编更具针对性的健康

干预操成为了青少年健康科学指导普及工作

的“法宝”。同时组织专家团队，创新科普形式，

《儿童青少年身体素质提升指导与实践》等系

列儿童青少年科普图书和科普动画短视频在

各个媒体平台广泛展播，触达超1.58亿人次，专

家直播间超139万人观看，取得广泛的科普效

果和积极影响。

体育支教

“老师，你回去之后还会记得我吗？”“老师，

我最喜欢你上的啦啦操课啦！”“老师，以后我也

要去武汉体院找你，我也要成为一名运动员。”

2023年国家体育总局继续在山西、内蒙

古、江西、湖北、四川、贵州、陕西、甘肃等地开

展体育支教志愿服务。

为助力解决学校体育师

资不足等问题，在偏远地

区推广普及体育运动，

动员35所高校895名

志愿者，赴53个县

（区）374所中小学

校开展服务，覆

盖超过50万名

中小学生。支教

工作包括体育教

学训练、体育明星

校园行、体育竞赛

活动、体育思政教

育、体育物资捐赠和科

学健身普及等六大重点内

容，建立了经费、安全和激励

等方面工作机制，收到了良好成效。

因地制宜开展“三大球”、基础大项和传统

项目教学体育课9万余课时；开展健康干预和

健身普及讲座，学生超3.9万名；开展思政教育

课程1.2万课时；组织65名体育明星进校园指导

学生开展体育训练和体育精神宣讲；提供体育

课后服务，组织业余训练1万余课时；开展校内

校际县级体育赛事893场。系列活动帮助农村

青少年享受体育趣味、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

炼意志，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圆梦工程”

“还有什么好玩的游戏可以教给我们

吗？”随着江西崇义站活动的结束，2023年“圆

梦工程”农村未成年人体育志愿服务落下了

帷幕。

“圆梦工程”农村未成年人体育夏令营以

体育夏令营、体育志愿服务进校园、体育大讲

堂培训等活动为主要形式，面向农村未成年人

普及体育技能，传播中华传统体育文化，并结

合爱国主义教育、体育明星交流等内容，旨在

发挥体育教育功能，加强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提高农村未成年人运动技能和体质健

康水平。

2023年，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继续联合中

央文明办三局共同开展“圆梦工程”———农村

未成年人体育志愿服务工作。在湖南、湖北、陕

西、山西、甘肃、河南、内蒙古、贵州、江西、四川

等省（区）面向国家重点帮扶县、脱贫县等的农

村未成年人开展体育夏令营和体育志愿服务

进校园活动，覆盖近10万人；线上直播开展“圆

梦工程”体育大讲堂，累计近40万人观看，有效

促进了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充分发挥

了体育育人功能，助力乡村振兴。

规范培训行业

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是服务青少年学习

和提升体育技能的重要阵地，不断涌现壮大的

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既有利于体育推广普及，

也日益成为业余训练的一支有生力量。

为规范引导青少年体育培训行业，2023

年，各地体育行政部门研究出台体育类培训机

构设置标准，建立工作机制，逐级压实监管责

任。部分地方在开展指导服务、规范人员资质、

完善监管机制等方面探索形成了一些行之有

效的经验做法。例如，浙江依托“浙里体培”平

台，建立全省培训机构库和从业人员“白名

单”，开展机构信用评价和人员统一培训，落实

常态化监管。北京制定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服

务规范地方标准，发布体育培训机构综合监管

合规手册，建立监管信息库并实施培训机构台

账动态管理。

同时，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整合体育资

源，推动体校和符合条件的俱乐部进校园开展

服务，做好“减法”的同时积极做“加法”。完善

体育师资培训体系，面向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青少年户外体育活动营地、全国体育传统特色

学校举办培训班，进一步提高体育从业

人员的知识水平和综合能力。

培养高水平竞技

体育后备人才，是加

快建设体育强国、促

进竞技体育可持续

发展的基础工程。

2023年，推动国家

高水平体育后备人

才基地认定工作，将

评选对象和范围进一

步扩大到体校、学校和

社会俱乐部，增加评定等

级，分为“基地、高水平基地、

重点基地”三个层级，同时提高梯

队建设、反兴奋剂和德育教育等重点工

作考评权重。经相关程序后，共命名155个“国

家重点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151个“国

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715个“国家体

育后备人才基地”。

同时，提升青训工作指导力度，加强对各

项目青训工作的规划指导，强化对基层训练

工作的指导督导和对基层教练员的系统培

养，组织各项目对训练教学大纲再次进行修

订，指导基层教练员科学训练。不断完善各项

目赛事体系建设，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指导

支持一系列青少年排球、篮球赛事，取得良好

效果。

学青会

后备人才培养

体育运动成为孩子的健康必修课
———2023年青少年体育工作关键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