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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顾 宁

随着指令响起，选手们挥动手臂双脚跳跃，彩绳上下

翻飞令人眼花缭乱，在速度与时间的较量下，赛场上激烈

的比拼交替上演。跳跃、滞空，一个个灵活的身影在赛场

上跳跃，一根根炫目的彩绳上下飞舞，彰显出了阳光少年

活泼、健康、昂扬向上的新时代风貌。

日前，第二届“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家庭健康跳

绳大赛总决赛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成功举办，吸引了

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家庭跳绳爱好者同场竞技。

本次大赛分为线上赛和线下赛两个阶段，线上预选

赛于5月至9月举办，吸引了全国各省区市青少年和家庭

参赛，参与人数超133万人次。最终，线上预选赛的440余

名优秀选手入围深圳总决赛。总决赛设速度赛、花样赛、

亲子赛、团队赛四个大项、八个组别，年龄覆盖6岁至18

岁。比赛中，选手们不仅要比拼跳绳的速度和耐力，还要

完成与跳绳相关的花样挑战，这不仅考验了他们的身体

协调性，也锻炼了他们的团队合作能力。

带队前来参赛的甘肃省青少年体育联合会跳绳教练

程莉告诉记者，接到比赛任务以后，甘肃积极组织队伍参

加总决赛。“队伍经过2000多公里的跋涉来到了美丽的深

圳，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希望以后还能在更多的大赛上

展现甘肃队伍的风采。”

中国香港圣嘉禄学校的选手胡永悦也说：“非常高兴

能够到深圳市南山区参加这次比赛，特别是有这么多来

自全国不同地方的队伍一起参赛，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

学习和交流机会。希望以后会有更多的机会参与这样的

全国比赛，开阔眼界。”

最终，经过两天的激烈比

拼，各组分别决出一、二、三等奖。值得一提的

是，通过本次总决赛选拔出的20名优秀选手，将组成“腾

讯成长守护队”进行集训并参加第八届上海国际交互绳

大奖赛。

本次大赛由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年体育司指导，全国

青少年体育联合会、腾讯成长守护中心主办。大赛不仅为

青少年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跳绳技能的舞台，更是一次推

广健康生活方式、增进家庭亲子关系的有益尝试。为增强

赛事的参与感和互动性，主办方还在线上平台实时进行

比赛直播、并发起互动投票。

全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

打造这样全国性的跳绳赛事，发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青

少年体育事业，为青少年搭建展示自我、勇于拼搏的平

台，促进跳绳运动在

青少年群体中的普及和发展。同

时，引领广大青少年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

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未来，全国青少年体育联

合会还将联合腾讯成长守护中心及其他关心支持青少年

体育发展的各界朋友，为青少年打造更多优质赛事平台。

本次比赛积极响应“赛事三进”号召，把赛场设在文

体中心广场，通过赛事创新、场景创新、模式创新，积极推

动文体商旅的深度融合，让远道而来的选手们在比赛之

余领略深圳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张博宸

10月末的湖北咸宁嘉鱼县，洋

溢着青春活力。在为期三天的“奔

跑吧·少年”2024年武术进校园试

点学校交流赛中，全国15个省区市

的试点单位受邀进行武术进校园

的工作汇报与成果展演。

武术进校园试点是国家体育

总局青少年体育司、武术运动管理

中心深化体教融、引领学校体育改

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在去年首批7

家试点单位（370所中小学）的基础

上，总局武管中心在今年加大力

度，又开展了第二批8家试点单位

（1707所学校）的试点工作，到目前

为止已超额完成“力争2023至2025

年，创建1000所武术试点学校”的

目标要求。

活动期间举行了2024年武术

进校园试点单位研讨会，15个试点

单位依次对2024年武术进校园的

开展情况进行介绍。总局武管中心

副主任李永强说：“学校开展武术

教学有助于学生身体素质的全面

提升、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健康防身

意识、有助于提升学生的道德修

养、有助于塑造学生的健全人格、

有助于民族精神的传承，要充分发

挥武术教育的功能。”对于在武术

进校园工作中形成的重要数据、后

备人才的梯队搭建、师资队伍的培

养等，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副司长

姜庆国表示，要充分认识武术进校

园工作的重要意义，不断提高政治

站位，强化政治担当，进一步加大

试点力度，创新试点方式。

集体项目比赛于开幕式后进

行，31支队伍以团体形式依次展示

了南拳、长拳、少林拳等传统武术

套路和地方特色拳种。活动现场，

青少年们的优秀表现引得掌声此

起彼伏，也展现出武术进校园的蓬

勃成果。河南省平顶山市武术协会

副主席彭启蛟同时还兼任着平顶

山四中的武术队教练，在专业帮扶

下，如今武术在校园中的开展情况

非常可喜。“今年社团里，高三有16

个二级运动员，高一高二合计有

160人，学校省赛拿冠军的次数多

了，去年全国中学生的比赛拿了三

块金牌。”作为教练，彭启蛟不只关

注竞赛成绩，更希望通过练武帮助

学生“开窍”。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老师

罗振旺是第一次带领孩子们来到

全国赛的赛场，六年来他一直义务

带领学生利用课前清晨、课后服务

和寒暑假开展相关活动，多次带队

获得市赛、省赛冠军。罗振旺说：

“集体展演的过程要求大家团结合

作，对孩子们的运动能力、健康行

为、体育品德都有促进作用，大家

相互学习、受益匪浅。少年强则国

强，武术练好以后，身体好了才能

肩负起更大的责任使命。”

展演项目比赛中，河南队的

《中原武术荟萃》、湖北1队的《山中

问答》、云南1队的《红军颂》等富含

精湛武术技巧且兼具民族文化底

蕴的节目让现场观众感受到浓厚

的家国情怀。重庆市武术运动管

理中心副主任张海鹰说：“在武术

进校园过程中融入地方拳种的推

广和普及，值得借鉴学习。借助武

术进校园的东风，未来我们要进一

步挖掘、传承、弘扬武术文化，不断

增强武术文化的校园影响力。”

未来，总局武管中心计划在每

个试点单位都进行师资培训，在赛

事活动方面，增加东南西北四个分

区赛，进一步扩大武术进校园的影

响力和工作成效。在试点单位的教

学水平和教学成果达到一定程度

后，还将把相关单位纳入全国青少

年武术俱乐部联赛中进行统一管

理，为试点学校提供更多的人才培

养渠道和优质的赛事服务平台。

本报讯 近日，首都高等学校第九届暨京津冀

高校首届激光跑（跑射联项）锦标赛在北京工业大学

耿丹学院举办。赛事共吸引了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河北工业大学等40所京津冀高校的338名学生运

动员参加，其中田径高水平运动员26名。

经过一天角逐，清华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北京林业大学分获首都高校大校组前三名。河

北师范大学、河北大学、天津理工大学分获津冀组前

三名。中国农业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天津科技大学

等14所高校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

赛前还举行了京津冀高校体育工作协同联席会

第一次会议。京津冀三地40所高校代表就高校体育

工作中如何科学、扎实推进体育课程思政，如何搭建

京津冀高校学生体育赛事一体化交流平台及促进三

地高校间的体育交流合作等重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

讨与交流。会后，与会代表还体验了激光跑比赛设

备。大家纷纷表示，这是一项集国防、体育、科技于一

体的运动项目，尤其适合在学校开展，无论是对学生

国防意识和军事素养的提升，还是对学生身体素质

和科技意识的提升都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届比赛由北京市教委指导，北京市大学生体

育协会主办，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承办。比赛旨在

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推进京津冀三

地高校协同贯彻落实《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

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和《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

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精神，为区域体育事业发展

提供及时有力的支撑，同时也促进了三地高校学校

体育工作的全面合作开展、搭建了京津冀高校体育

赛事一体化交流平台。

（刘昕彤）

本报讯 “奔跑吧·少年”儿童

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安徽省亳州

市青少年武术散打锦标赛日前举

办。比赛旨在弘扬中国传统武术文

化，推动武术散打项目普及和推

广，发掘和培养武术散打后备人

才，营造浓厚全民健身氛围，助推

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加

快推进体育强市建设。

比赛中，来自亳州市各县区的

百余位运动员身姿矫健、招式飒

爽，充分展现了高水平的武术

技能和专业素

养，以及亳州市青少年积极向上、

拼搏进取的良好风貌。

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

比赛为项目的普及发展起到了积

极作用。未来，亳州将继续加强青

少年竞技体育工作，通过建立长效

的竞赛机制，形成“以赛代训、以赛

促学”的训练竞赛体系，丰富亳州

市武术散打文化，营造良好的氛

围，吸引更多青少年加入到武术散

打运动的行列中来，推动亳州市武

术散打运动高质量发展。

比赛由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

局、亳州市教育局主办，亳州市青

少年武术散打基地协办。

（顾 宁）

京津冀高校首届激光跑（跑射联项）锦标赛举办

安徽亳州举办青少年武术散打锦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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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青少年家庭健康跳绳大赛总决赛举行

同场竞技 各显“绳”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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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战术训练、呼应配合、突破防守……在内蒙古呼

和浩特国家北方足球基地训练场上，内蒙古男足队、男

篮队、女排队正在积极进行赛前集训，备战11月底在湖

南举办的第一届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

能够站上第一届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的赛场，

球员们都很兴奋。虽然训练辛苦，但大家一刻都不敢放

松。“现阶段的队内实战训练中，队员们在挡拆掩护、进

攻推进等方面暴露出一些问题。大家会在休息的时候一

起讨论解决方法，设计战术并进行实践练习，感觉每个

人都憋着一股劲，想为内蒙古在运动会上拿下好成绩。”

内蒙古男篮队队员王潇斌说。

开赛在即，以包头市第一中学女排为班底的内蒙古

女子排球队也进入到最后的冲刺备战。发球、垫球、助

跑、扣球……姑娘们的动作流畅连贯，浑然一体，大家正

分为两组展开实战演练，3名教练则在场边注视着每个

队员的表现。“目前，队员们已经进行了半个多月的集

训，每个队员都已经进入到比赛的节奏中。最后阶段，我

们会把训练重点放在配合上，力求让队员在场上串联更

流畅。如果想赢球，我们可能更多地需要依靠发球，所以

在训练中，我们也会格外关注队员的接发球质量。”包头

一中女排主教练蔡茂鑫说。

在上海东方绿舟体育训练基地，备战的场面同样火

热。走进场馆，就能听到不断从排球场上传来的呼喊声

和扣球声。上海排球运动中心主任陈皓峰介绍，面对预

赛时暴露出的问题，队伍在备战期进行了一些有针对性

的训练和强化。“现阶段主要是做专项训练，加强战术阵

容磨合。‘训科医一体化’也为我们提供了有力保障，让

运动员的训练更加科学化，可以健康地提升自己的技术

能力水平和体能，同时强化营养补充，保障他们的训练

和比赛安全。”在陈皓峰看来，本届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

跟以往的专项比赛有很大不同，是一个综合性运动会，

影响力和规格都比较高。“第一届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

动会的举办能够让更多青少年投身到三大球运动中，对

提升三大球竞技实力、夯实三大球发展基础很有帮助，

期待为中国培养更多优秀的三大球后备人才。”

从上海一路向北，北京队也在进行着最后的冲刺训

练。下午四点的清华附中篮球场上，正在进行着一周三

次的集中训练，每个队员都非常积极认真，希望能在两

个小时的训练时间内提升自己的专项水平，与队友配合

得更加默契。北京篮球协会秘书长薛正武说：“举办本次

运动会是贯彻落实努力振兴三大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

的具体实践，进一步提升了各省区市体育行政部门和相

关部门对三大球运动的重视，对推动加强青少年篮球后

备人才体系建设，以及属地青少年篮球发展等，都将起

到非常好的引领和指导作用。”

北京女篮队员董一诺是一名高三生，备战和比赛期

间兼顾学习和训练，压力在所难免。她说：“对于现在的

我而言，就是‘在正确的时间里做正确的事情’。在学习

时间，我会认真投入文化学习中，在训练场上，就要全身

心地投入到训练当中。高效率地利用自己的时间，让其

发挥出最大的价值，这点很重要。”

薛正武告诉记者，此次北京出征第一届全国青少年

三大球运动会的队伍是一支“学生军”。“北京的篮球资

源以传统项目学校为主，这次我们分别从清华附中、三

十五中、密云二中等7所学校选拔出优秀队员组建了北

京市代表队。在备战过程中克服了一些困难，比如协调

队员学习、训练和比赛时间的冲突等，集中时间进行训

练备战。希望能以此次三大球运动会为契机，加强体教

融合，整合篮球传统校的资源，推动北京市后备人才和

体系的发展建设。”

逐梦第一届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

运动员训练场上摩拳擦掌

内蒙古体育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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