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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24“遵义杯”全国青少

年校园足球邀请赛近日在贵州省遵义

市奥体中心体育场开幕。

本届比赛参赛人次、规模及场次

均创新高，吸引了来自上海、重庆、珠

海、昆明等22个城市的2200余名运动

员和教练员参赛。比赛中，来自各城市

的校园足球代表队、国内职业足球俱

乐部梯队与青训机构队同场竞技，逐

梦绿茵场。

本次比赛包含11人制、8人制

和5人制，其中U7至U11组的比赛按

小组单循环赛、交叉淘汰赛与排位赛

三种赛制进行，决赛阶段采用交叉淘

汰赛制；U12采取双循坏赛加排位赛

制进行；U13比赛按小组单循环赛、交

叉淘汰赛制进行。

邀请赛期间，组委会还安排了红

色研学、名宿指导、公益交流赛与趣味

挑战赛等活动，为参赛运动员、教练员

打造了一场交流切磋的足球盛宴。

揭幕战由南昌队（U13）对阵遵义

队（U13），双方球员在比赛中果敢过

人、停球、射门，交叉换位、长传突破、

密集防守，精湛的球技令观众们叹为

观止，大呼过瘾。“霸气头槌”“稳稳单

刀”“丝滑配合”“一条龙破门”等精彩

表现引人入胜。最终经过激烈角逐，

遵义队以1比0取胜。

近年来，遵义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校园足球发展，积极创建体教

融合示范市和校园足球特色市，实

施“1+N”特色体育学校创建工程，

为足球运动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普

及和推广奠定了坚实基础。

（顾 宁）

日前，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和

强师工程办公室联合组建“强师筑梦振乡

村，足球播种川西行”暑期社会实践项目，赴

四川省凉山州越西县开展系列校园足球教育

帮扶实践活动。

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教授郎健

和北京师范大学高水平女子足球队主教练毕

妍的足球理论讲座和技能培训为此次暑期社

会实践活动拉开序幕。郎健以“我国校园足球发

展相关问题的思考”为题，进行了特邀报告。报

告中他提到校园足球代表队的建设问题，并从区

分足球教学课与足球训练课切入，希望在场师生

要有效衔接足球教学的理论内容和实战教学，不

断提升体育教师在足球专项教学上的组织能力，

促进校园特色体育文化建设发

展。毕妍通过现场的趣味游戏互

动，组织大家进行足球技能培

训，让各位同学充分感受到足球

运动魅力，培养足球运动爱好，助

力偏远地区校园足球发展，在孩

子们的心中播下了足球的种子。

为期六天的暑期社会实践活

动，涵盖两场足球领域专家特邀报

告、一场“大手拉小手 共筑足球梦”

慰问留守儿童活动、三场足球技能培

训、一场“强师 筑梦”足球友谊赛。希

望通过专家讲座与互动交流、素拓参

与、集中慰问和家访、技能传授等方

式，激励西部偏远山区的孩子们种下以足球为梦想的希望

火种，同时激发实践队队员热情昂扬的斗志，激励他们锤炼

自我、勇担重任。

期间，32名实践队队员和3位带队教师还前往越西县周

边开展了以“肩负教育使命，助力脱贫攻坚”为主题的乡土

文化研学活动。通过实地学习，参观红军长征纪念馆、红军

洞、文昌故里、水观音、陶家营、普雄、书古、西昌卫星发射基

地等，深入了解越西县整体的历史人文底蕴与乡村风土人

情，实地感受越西县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的丰硕成果，为将

来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

献青春力量。

北京师范大学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社会实践活动让

实践队队员们亲眼目睹了四川凉山州脱贫攻坚伟大成就，

学习和弘扬了伟大的脱贫攻坚精神，他期待全体实践队队

员能够超越自己，不负青春，不负时代，为川西校园足球事

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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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步冲拳、弓步撩掌、虚步上架、推掌弹踢……

伴随着清晰响亮的口令声，安徽省阜南县王家坝

镇中心校的学生们在操场排开队伍，在体育老师

的带领下，进行初级长拳练习。一招一式动作干

脆利落、精神饱满振奋。自去年9月，阜南县教育

局在全县中小学校全面推行武术教学以来，这样

的场景就成为王家坝镇中心校和全县各中小学

校体育课的日常。

王家坝镇中心校只是阜南县推动武术进校

园的一个缩影。“武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

有代表性的载体形式，在发挥铸魂育人功能的同

时，又能够帮助学生增强体质、增进健康。”阜南

县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局长唐洪斌表示，在国家

推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背景下，武术作为

培育民族精神、增强学生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

的有效手段，在学校体育工作中特别受到重视。

但现实中面临着学校体育课开展武术教学的普

及率不高、教材选用缺少依据、武术师资短缺等

难题。为了在阜南校园发展武术项目，当地通过

招才引智，与高校建立横向合作，引进武术专业

技术支持，有效解决了武术教学实施过程中的各

种问题，形成了独到的学校武术教学普及模式。

为了更好地开展学校武术普及，2022年，阜

南县教育局与阜阳师范大学体育学院订立了“武

术进校园”横向合作。阜阳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武

术八段刘勇是该项目的设计者。他说：“实施学校

武术普及教学的第一步，是要厘清武术文化传承

和学校武术教育的联系与区别，要立足学校教育

的育人宗旨，选择能够体现中华民族风格的武术

套路项目，加以合理转化并系统融入到体育课程

教材当中，来开展普及教学。而丰富多样的地方

特色传统拳种，则可以通过地方课程、校本课程

等形式，由各地各校自主选择开设。”

通过深入调研，项目组确定了以基本功、少

年拳、初级长拳和24式太极拳为内容的小、初、高

各学段武术教材，并结合学情研制了各学段武术

教材的大单元教学计划。根据教材教学需要，由

阜南县教育局组织各校选派体育教师，参加由阜

阳师范大学专家任教的武术技能专项培训。“将

社会武术技术资源制度化地引入学校教育体系，

是解决武术师资缺乏问题的有效路径。”刘勇说。

截至2023年上半年，培训班共举办了4期，有800

余人次的体育教师参训并通过考核，从而使全县

各校都拥有了能够胜任武术教学任务的体育师

资力量。2023年9月，阜南县教育局又发布了《全

面推进阜南县中小学开展武术教学的实施方

案》，武术教学在全县所有中小学的体育与健康

课程中得以全面展开。

不仅是让武术项目走进校园，为了激发学生

主动习练武术的兴趣，体验武术运动的魅力与精

神，阜南县还设计实施了自然校-中心校-全县三

级武术联赛，来强化学生学练武术技能的内在驱

动力。不久前，阜南县中小学生武术套路比赛顺

利开赛，这也是该赛事举办的第二个年头。与一

般武术比赛不同的是，这次比赛以学校为单位，

设立集体项目，全县共有57所中小学校组队，吸

引了2340名学生参加。“通过比赛情况看，我们让

全县每名学生都会打一套拳的目标，一定能够实

现。”唐洪斌说。

“武术联赛的一大特色就是要求班级整体参

赛，重在普及和培养学生的集体精神。”阜南县体

育教研员卢培报介绍，“我们本轮的武术普及教

学行动真正落实了课程标准‘教会、勤练、常赛’

的理念，体现了集体学练与个人学练有机结合

的教学方式改革，特别是通过习练武术引导学

生认同中华文化、培育民族精神，达到了享受

乐趣、增强体质、锤炼意志、健全人格的育人

目标。”

如今，阜南县学校武术普及教学已经形成

可复制可推广的实施模式：教育主管部门切

实执行相关政策，通过体教融合取得社会武

术资源的技术支持，对学校武术教学进行主

动规划、统筹和调控，重点解决教材选用、培

训师资等教学要素问题，并通过举办竞赛、

教学质量监测、学业水平考试等措施，不断

加以促进。各学校积极落实体育课武术教

学的规划任务，做好师资、课时安排，提供

训练、比赛等各方面的条件支持。体育教

师熟练掌握教材武术技能，有效完成各

项教学任务。从而形成多方协同参与的

治理体系，使学校武术教学得以普及实

施并持续高质量开展。

目前，武术教学已经在阜南县的

全部中小学校“落地开花”，一批又一

批的学生接受着武术这一优秀中华

传统体育项目的熏陶，在强身健体

的同时，更有效培育了中华民族认

同感、增强了文化自信。

“遵义杯”全国青少年
校园足球邀请赛开幕

在川西校园播撒下足球的种子

安徽阜南推动武术进校园普及开展

多措并举 让习武成为孩子日常

本报记者 顾 宁

“我是陪女儿来参赛的，她练习羽毛球三年了，这是第一次参加市级比赛，总体

来看表现不错，打出了应有的水平。”在场外一边拍照一边为女儿加油的韩钊说。

“我自己也是羽毛球爱好者，今年因为准备不足，所以没有报名，但得知今年的比赛

增设了青少年组，就第一时间为女儿报名了，我计划明年和女儿一同参赛。”

7月13日至15日，第二十届北京羽毛球公开赛举办。本届比赛由北京市社会体育

管理中心、北京市通州区体育局主办，设置了单位系统组、社会公开组和青少年组，分

为大团体、小团体、单项赛等，还单独设立了接龙比赛和七乘七比赛，增加了趣味性和

挑战性。

相比以往，本届赛事最大的亮点是增设了青少年组，细分为U11、U13、U15三个组

别，让广大青少年羽毛球爱好者能够在公开赛的平台上以球会友、相互交流、共同进步。

比赛现场，小选手们在赛场上尽情挥洒汗水，每一次击球、每一次奔跑，都展现了羽

毛球运动的魅力和顽强拼搏、永不放弃的体育精神。小选手们纷纷拿出看家本领。有的选

手一出手就知其功力深厚，极具专业水准；有的小选手间则实力相当、棋逢对手。赛场上，

小小的羽毛球隔网飞来飞去，成为别样风景。

已经练习羽毛球近5年的田田，在这次青少年组的比赛中顺利战胜对手。赛后，她开心

地表示，羽毛球运动可以锻炼人的思维，培养参与者的勇气。她说：“练习羽毛球不仅让我体

魄强健，更让我拥有了强大的内心。在平时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会把比赛态度贯穿始终，用

沉着冷静的态度去面对。平时父母也很支持我，在我遇到困难时会鼓励我、支持我。未来我会

一直参与羽毛球运动，让这项运动伴随一生。”

据了解，北京羽毛球公开赛前身为北京市民羽毛球挑战赛，经历2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北

京地区规模最大的群众性羽毛球比赛。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比赛

设置的青少年组，不仅为广大青少年参与羽毛球运动搭建了平台，同时也让步入20岁的北京

羽毛球公开赛更具青春活力。“比赛中小选手们尽展风采，有些选手更是举家参赛———父母参

加社会公开组，孩子参加青少年组，大家彼此加油，共同提高，通过一场羽毛球比赛，促进了亲

子关系，带动了大家积极参与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共同收获健康与快乐。”

北京市羽毛球运动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羽毛球运动是一项全身性运动，可以锻炼人的反

应力、爆发力、耐力和协调能力。比赛中，运动员需要在短时间内做出快速判断和反应，迅速移动

脚步，准确击球。同时，羽毛球运动对于技术的要求也很高，包括发球、击球、吊球、扣杀等多种技

巧，非常适合广大青少年参与。“本届赛事之所以增设青少年组，正是希望通过赛事号召更多青少

年参与到羽毛球运动中，走出家门动起来。”

除紧张激烈的比赛，公开赛现场还设置了羽毛球嘉年华活动，运动员在比赛之余可以参加“百

步穿杨”“落球无悔”“球动保龄”等挑战，精彩的比赛和丰富的活动，引得广大羽毛球爱好者积极参

与，乐享羽毛球运动。

北京羽毛球公开赛洋溢青春活力

本报记者 顾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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