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体育局

多年来，七台河市体育局长期坚持开展短道速滑后备人才培养工作，打

造形成“七台河模式”，涌现出一大批为国争光的优秀教练员和运动员。2023

年，七台河市入选国家队教练员1人，向国家、省输送优秀运动员12名，获得

国家级金牌20枚、省级金牌57枚。

河南省洛阳市青少年体育训练中心

洛阳市青少年体育训练中心开设包括“三大球”在内的24个项目，培养

输送的鲍珊菊、郭裕芳、段静莉、何正阳、梁瑞等运动员在奥运会、亚运会、世

锦赛等大赛上取得优异成绩，连续四个周期被命名为“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

人才基地”，连续五个周期被命名为“国家田径高水平后备人才基地”。

河北省石家庄市游泳业余体育学校中级教练 邓建国

邓建国近30年来在工作岗位上默默耕耘，先后培养输送了郭玮、高学

磊、高唯中、何宇博等多名高水平运动员。其中，高唯中获杭州亚运会女子

1500米自由泳银牌和第一届学青会2金1铜。

吉林省延边体育运动学校国家级教练 方世灿

受中国滑冰协会委托，方世灿执笔编纂《全国青少年短道速滑教学大

纲》；针对延边州冰上竞技运动基础设施薄弱的情况，他多年积极呼吁、建言

献策，推动延边州建成第一座公立冰上短道速滑馆；执教延边冰上项目30余

年，培养输送金京珠、石田宇等大批优秀运动员。

福建省漳州市重点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高级教练 魏如彬

魏如彬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精英教练员”荣誉称号，所培养输送的体

操运动员邱祺缘获得2023年世界体操锦标赛女子高低杠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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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飞镖是我紧张学习过后放

松心情的方式，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

运动项目，在家就可以

练习，好玩、方便且有

意义。”小学生于亦

非说。

“我是住

校生，每天最

期待的就是

篮球时间。

每 当 摸 到

篮球的时

候觉得一

天的学习

压力都得

到 了 释

放，自己

能以更好

的 状 态 迎

接第二天的

学习。”中学

生厉海潮说。

如今，青少

年学业压力很大，

长时间面对书本，

难免会产生烦躁、厌

学情绪，久坐不动还可能

对学生的身心健康产生负

面影响，运动则是最有效的舒

缓压力、放松身心的方式之一。国内

外大量研究证实，参与体育运动，不仅

可以提高免疫力，还能有效缓解学习

压力。

体育锻炼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积

极作用有目共睹。学习压力大是现代

学生，尤其是初高中毕业生需要面对

的共同问题。每年高考前，各地学校

都会不约而同地组织考生参与各类体

育游戏与活动，以这样的方式帮助学

生释放身心压力，让他们以更乐观、更

自信的心态迎接考试。在重庆市田家

炳中学，每年五月校园里都会传出“砰

砰砰”踩爆气球的声音，在此起彼伏的

气球爆破声中，同学们的压力与烦恼

也随之烟消云散。

目前正值冬季，校园体育活动也

少不了冰雪元素。不少学校都会组织

学生利用课间操时间下楼堆雪人、打

雪仗。在河南郑州18中的校园里，期末

复习正在有序进行，一场罕见的大雪

让学生的学习生活紧张而充实，为缓

解学生长期处于紧张状态而造成的压

力，老师带领学生们走出教室，堆雪

人、打雪仗，尽情享受雪后的快乐和浪

漫，用一场酣畅淋漓的玩耍，释放期末

学习压力，操场上洋溢着欢声笑语。该

校一名高三学生说：“虽然天气很冷，

但我们有热情，老师不仅有陪伴，还有

理解，让我们在凛冽寒冬感受到了温

暖。我们一定会化压力为动力，继续努

力学习。”

不仅是初高中毕业生，丰富的校

园体育生活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意义

重大。体育课、大课间、课后延时服务

……在“双减”背景下，如今校园里到

处都活跃着同学们体育运动的身影。

体育课上，积极的体育锻炼可以帮助

学生提高身体素质，增强自信心，还可

以有效缓解学习压力，放松身心，提升

情绪状态，更好地专注学习，提高学习

效率。在溧阳市昆仑小学，下课铃响

后，学生们会在操场上玩

“跳房子”游戏、练习啦啦

操，整个校园洋溢着运动

的欢乐。该校副校长嵇香常常在课间

观察学生的状态，她发现许多课间活

动比较活跃的学生，上课时同样能保

持良好状态，积极参与课堂提问、认真

做笔记。“有效的课间活动不仅有助于

学生缓解上课的疲惫，还能释放压力、

提升下一堂课的听课定力。”嵇香说。

深圳大学心理学院教授邹立业认

为，体育锻炼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科学适度的体育

锻炼可以帮助青少年提高身体素质、

提升免疫力、改善睡眠质量，缓解学业

压力和焦虑情绪，以更好的状态应对

学习、生活中的挑战。更为重要的是，

体育锻炼不仅有助于塑造健康的体

魄，还可以对青少年的情绪调节、自信

心培养、社交互动等方面产生积极影

响。

邹立业表示，体育锻炼对青少

年的情绪调节和心理压力释放具有

显著影响。这种情绪的调节机制是

通过促进身体内多巴胺、血清素等

神经递质的分泌，进而减轻抑郁和

焦虑等负面情绪。另一方面，体育锻

炼还可以帮助青少年培养专注力，

转移负面情绪并增加积极情绪体

验。在竞技性体育活动中，青少年能

够学会接受失败和挫折，养成积极

的心态和勇敢面对困难的品质，提

高逆境应对能力和抗挫折能力。同

时，体育活动还提供了展示个人才

华和能力的机会，能够促进青少年

的社交互动和人际关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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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手握紧向上伸直，左脚后撤呈弓箭步，脊

柱向上向后伸展。保持住，不摇晃，回家也要坚持

做。”在天津逸阳文思学校，天津市青少年运动协

会中级矫正训练师张磊正在对学生们进行运动

干预操教学，让他们通过平时的练习实现体姿改

善，解决骨骼形态轻度发育异常的现象。

三年级学生王一涵学习运动干预操后感觉

整个人舒服了很多。她说：“干预操的动作都很简

单，结束后身体觉得轻松了很多，尤其是背部，有

一种打开了的感觉，我以后每天也要坚持练习，

努力让自己的身体形态更加挺拔。”

目前，青少年身体形态发育状态备受关注，

在天津市青少年运动健康协会支持下，天津多所

学校定期对学生进行体质健康检测，并接受专业

指导和建议。

正确姿势减轻身体损伤

身高体重、心肺功能、脊柱机能、专业仪器

检测身体骨骼形态……活动当天，逸阳文思学

校的学生们不仅学习了运动干预操，还进行了

体质健康检测。逸阳文思教育集团总校长王雅

莉介绍，学校从2019年开始与天津市青少年运

动 健 康

协会合作。

“初步检测筛

查过后，协会会将

结果传送给学校，再由

学校反馈给家长，协会也会定期

指派矫正训练师到学校，有相关需求的孩子可

以在学校进行矫正训练。”

“针对不同情况的学生我们有不同的运动处

方和建议。以脊柱侧弯为例，轻度和中度可以通

过运动训练进行干预，情况严重的我们会建议去

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同时，我们也会

给学生留‘家庭作业’，改善体态问题，纠正姿

势。”张磊说，体态不良不仅会影响孩子的外形外

貌，还会对他们的骨骼系统、神经系统、血液循环

系统等产生影响，因此需要尽早治疗。“小学阶段

进行脊柱弯曲检测，有助于提早发现问题，及时

矫正孩子的不良习惯等，避免对身体发育造成损

伤。”张磊说。

据了解，天津市青少年运动健康协会近年来

针对7岁至14岁青少年身体形态发育异常问题，

适时推出青少年身体形态健康发育检测评估项

目。2019年10月至2021年年底，检测中心共检测

筛查了近5000名1至6年级学生，其中高低肩、翼

状肩胛、脊柱侧弯等问题比较突出。协会用四年

时间初步形成了包含检测筛查评估、组织运动干

预、培训检测师和运动干预训练师、引导健康发

育的青少年进行体能教学训练竞赛在内的系统

工程，关注孩子们身体健康发育的第一关，为孩

子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天津市青少年运动健康协会会长赵春英介

绍，针对轻度发育异常问题，协会制定并推出一

套针对高低肩功能训练、翼状肩胛功能性训练、

脊柱弯曲功能性训练的运动干预操，以及四个专

项运动干预训练方案，主要通过加强肌肉力量和

纠正错误习惯性动作的方式改善身体姿态和问

题。此外，协会还借助“奔跑吧·少年”平台，通过

活动的方式提高青少年体能和综合身体素质，促

进身心健康成长。

创新推出三级检测评估系统

近年来，天津市青少年运动健康协会通过探

索研究，还创新推出了青少年三级链接运动选材

检测评估系统，不仅可以及早发现青少年发育过

程中存在的健康隐患，更为体育后备人才选材提

供了前瞻性数据支撑。

赵春英介绍，该系统依托科学技术，展示出

不同于国内现行的选材模式与标准。依据竞技体

育项目培养后备人才的年龄特点，系统将青少年

分为身体形态和机能基础选材阶段、初级选材阶

段、专项选材阶段三个年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

有特定的目标与标准。她进步一解释：“该系统创

造性地提出了借助科学仪器从青少年身体形态

健康发育入手，以身体健康发育为最基础的选材

阶段，将很多从小培养人才的竞技运动项目的选

材关口前移；初级选材阶段又恰逢青少年身体发

展高峰期，通过对人体机能状况的筛查，可以清

楚地了解到后备人才的身体机能状况，为后续培

养提供了准确可供参考的数据，增加了成材率和

选材的精准度；专项选材阶段则在原有选材基础

上，增加了机能方面的评价内容，可以更加清楚

地看到受试者的机能状况与专项运动的相关关

系，再加上素质和专项运动能力方面的评估，将

会进一步助力选材的可靠性和选择运动项目的

靶向性。”

天津市青少年身体形态、机能健康发育、运

动选材检测评估中心主任宗华敬说：“该系统可

以对青少年进行脊柱弯曲等检测，提早发现问

题，及时矫正孩子的不良习惯等对身体发育造成

的损伤。同时，对于竞技体育而言，基于检测评估

结果，教练员可制定更为科学的训练计划，为我

国的青少年体育选材提供科学依据。”

顾 宁 阎红梅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认真贯彻落实《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

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结合当地

实际印发实施方案，以常规课堂保基

础，进行了一系列实践探索。

当地重点在六个方面进行了实践。

一是信息化支撑让体育变得更“智慧”。

2023年，鄂尔多斯市蒙古族中学试点开

展智慧操场系统改建工作，采用摄像机

远程无感知地采集学生短跑、长跑、立

定跳远、实心球、跳绳、坐位体前屈、仰

卧起坐、引体向上等体育活动数据，并

借助先进的视觉运动算法，进行实时计

算和分析。同时聚焦“勤练”，课后学生

可以通过面部识别系统，自主进行单独

或群体的练习和测试，系统会保存每个

学生的所有测试数据和视频，每次进步

都能及时反馈，形成个人训练过程性档

案，实现“生生有档案”，对提高学生的

训练积极性效果明显，助力学生学会一

项以上的运动技能。该系统还可查看所

有项目其他学生的数据和视频，并可随

时查看排名，激励学生挑战自我。

二是“走班制”让体育变得“灵活”。

鄂尔多斯市不少学校打破原有的行政

班级，以年级为单位，立足学校现有师

资情况，设计体育项目，确保体育教师

在自己专项特长上进行专项化教学。同

时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人自愿，让学生先

对所有项目进行体验，再结合自身的兴

趣爱好选择体育专项课程。

三是动态化干预让体育变得更加

“精准”。作为内蒙古自治区体教融合试

点盟市，鄂尔多斯市出台了实施方案，

并将康巴什区作为体教融合“三精准工

程”———青少年智能体质健康监测试点

旗区。康巴什区通过购买公共服务，依

托第三方，运用专业化的智能设备，精

准采集学生的身体成分数据和《国家学

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要求测

试的项目数据，学生根据系统反馈的运

动方案建议和饮食建议进行个人干预；

体育教师在深入分析班级数据的基础

上，提出干预措施，并在体育课予以实

施改进；学校根据全校学生的数据，制

定干预方案和运动建议，并在体育课、

大课间和训练队训练期间进行干预；体

育行政部门则根据本区域内学生测试

数据，科学精准分析，依托现有师资并

邀请专家进行问诊“把脉”，确保教学建

议、运动建议、训练建议和饮食建议科

学精准。

四是大课间创新让体育变得更加

“精彩”。鄂尔多斯市将大课间活动作为

落实学生阳光体育活动一小时的重要

抓手，作为体育教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当地在场地利用方面因地制宜、高

效合理，特别是一些面积较小的学校，

力求用足用好校园的每个空地，实现小

场地大作为、大乐趣、大成长。在设计大

课间活动内容时，充分尊重学生的成长

发育规律和个体差异性，创新性设计内

容、编排项目，确保学生全参与、爱参

与、乐参与。

五是优质资源共享让体育更加“专

业”。鄂尔多斯市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双

减”政策，将学校场地设施、生源优势和

俱乐部专业教练员师资优势、赛事资源

优势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了俱乐部和学

校协同联动发展、优势互补和资源共

享，提高了学校体育教育教学的专业化

水平，促进了青少年体育技能的普及和

后备人才的培养，1+1>2的效果明显。

六是体育评价改革让育人价值凸

显。鄂尔多斯市持续推进中考体育改

革，充分发挥考试评价的激励和导向作

用，不断丰富中考体育测试内容、方式

和计分办法，科学确定并逐步提高分

值，形成激励学生加强体育锻炼的有效

机制。2005年起，当地将体育学科作为

考试科目，分值为20分，成绩计入中考

成绩总分，此后经过多次改革。从2022

年秋季入学的七年级学生起，到2025年

将实现初中体育与健康评价（包括过程

性评价、体育与健康知识考试和专项运

动技能测试三部分）分值增加到80分。

运动有助青少年释放学习压力

鄂尔多斯六方面入手

探索体教融合实施新路径
天津多所学校定期进行体质健康检测

科学运动促健康育人才

本报记者 顾 宁 冯 蕾

2023年全国体育事业突出贡献奖
集体和个人先进事迹巡礼

张昕摄

新华社供图（资料照片）

编者按：

2023年全国青少年体育战线坚持“健康第一”的理念，坚持

深化体教融合，涌现出了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日前，国家

体育总局授予七台河市体育局等79个集体、乙福军等195名个

人“2023年全国体育事业突出贡献奖”。为激励更多青少年体育

工作者以他们作为榜样，学习他们的先进事迹、优良作风、奉献

精神和高尚品格，本版从即日起推出“2023年全国体育事业突

出贡献奖集体和个人先进事迹巡礼”，对部分集体和个人的先

进事迹进行刊发，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