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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2024年全国青

少年脊柱与视力健康大会在浙江

省宁波市召开。国家体育总局青少

司、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宁波市

体育局、宁波市教育局及全国体育

与卫生健康、科研科普、运动康复

领域的专家代表400余人参加。

当前国内青少年的脊柱与视

力健康问题较为严峻。大会数据

显示，2022年青少年近视率达到

51.9%，小学生达到36.7%，初中生达

到71.4%，高中生达到81.2%。肥胖率

6岁以下达到10%，6至17岁近20%。

目前全国约有500万名青少年出现

不同程度的脊柱与视力健康问题，

且每年还在递增。

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所长、党

委书记张霞介绍，2024年在总局青

少司的支持和指导下，运医所继续

大力投入科研团队和研究成果，在

厉彦虎等专家团队的带领下，通过

一系列讲座、筛查、科普和积极干

预行动，推广“六位一体”的青少年

脊柱健康管理理念，开展全国青少

年脊柱与视力健康促进专项公益

推广活动，带领全国百万青少年练

习脊柱与视力健康操，为青少年健

康成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一年，工作组深刻剖析了

青少年脊柱与视力健康所面临的

挑战，积极探索了一系列有效的干

预措施。2024年专项活动在北京、

黑龙江、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

四川等12个省区市开展筛查和干

预。媒体推广覆盖全国各个省区

市，受众超亿人，深度推广触达1.5

亿人次。我们希望通过密集的普及

活动，不断提高公众的认识，引起

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和多方积极参

与支持。”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

研究所副所长厉彦虎说。

总局青少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总局将进一步扩大科普宣传

范围，丰富宣传渠道和平台，广泛

推广科学知识，在新媒体领域进行

深入拓展，以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

推广模式，让更多青少年受益。同

时，将面向全国各地，建立政府主

导、多部门联动的机制，动员社会

力量积极参与，共同致力于维护青

少年脊柱和视力健康。体育部门将

强化“奔跑吧·少年”等示范活动引

领作用，激发青少年走出教室、奔

向阳光、涌向操场，让他们愉悦地

奔跑、跳跃、活动，帮助他们在运动

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

锤炼意志。

会上，北京协和医院医学科学

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志宏、清华大学

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中心主

任王贵怀等19位在各自领域内享有

盛誉的专家，还围绕“科学运动促进

青少年健康成长”主题，探讨和分享

了关于青少年脊柱健康及视力保护

的最新研究成果和临床经验。通过

各位专家的深入讲解和交流，为青

少年的脊柱健康和视力保护提供了

更多的科学指导和实践建议。

本届大会由总局运动医学研

究所主办。大会发布2025年行动计

划，全国青少年脊柱与视力健康促

进专项工作将在新一年新增10个

城市，进一步扩大参与面。

（刘昕彤）

全国青少年脊柱与视力
健康大会宁波召开

本报讯 “奔跑吧·少年”

2024年北京市青少年科学健身

指导普及暨青少年体质促进趣

味运动会最后一场活动日前在

北京市第三实验小学举行。

本次活动共设置体质测

试、青少年新兴体育项目展演、

青少年体适能跑酷比赛、爱眼护

眼知识讲座等环节。现场，来自北

京市第三实验小学的学生还带来

了舞狮和武术表演等。

本次活动的举办也标志着本

年度“奔跑吧·少年”北京市青少年

科学健身指导普及暨青少年体质促

进趣味运动会正式落下帷幕。作为

北京市青少年体育品牌活动，该活动

今年共举办了7场，分别走进街道、社

区、商圈、学校，不仅吸引了北京的孩

子参与，还辐射河北、天津等地，累计

参与人数超过5000人次。

北京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

年的活动以“奔跑吧·少年”为主题，旨在

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

重要作用，积极深化体教融合，激发青少

年体育发展动力和活力，努力提高青少

年健康水平。希望通过活动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让更多孩子跑起来、跳起来、动

起来。活动聚焦“小胖墩”“小眼镜”“脊柱

侧弯”等青少年健康问题，广泛开展青少

年科学健身普及和健康干预工作，让青

少年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

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同时，活动还进一

步丰富了青少年的课余文体生活，有效

带动广大青少年及其家庭积极参与体育

锻炼，为全民健身注入新的活力。伴随着

活动中跑酷、街舞、小轮车等青少年新兴

体育项目展演与培训的开展，活动也有

力促进了新兴项目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普

及与发展，提高了北京市青少年体育锻

炼能力和健康水平。

本次活动由北京市体育局主办。

（顾 宁）

新华社记者 王恒志 邓华宁

每天放学后，10岁的汪思远都会来到江苏省

五台山体育中心参加游泳训练。说到训练，小朋

友觉得有点苦，但又特别开心。加入游泳队两年

来，他还参加了几次比赛，“最好只拿过接力第二

名，下次想更进一步”。

如今，像汪思远这样每周都来五台山体育中

心训练的孩子有很多，今年以来，该体育中心开

展青少年低收费培训约10万人次，项目也丰富多

彩，包括游泳、网球、羽毛球、体适能等。五台山体

育中心主任张晃新说，依托场馆、教练资源，中心

近年来积极探索体育中心如何参与青少年体育

事业，走出一条体教融合的新路径。

与五台山体育中心一路之隔，是南京市拉萨

路小学。身处市中心老城区，这所小学面临体育

场地不足的问题。张晃新说，孩子们的上课时间，

恰好是体育场馆相对空闲的时间段，校外体育课

就成了双赢选择。如今，双方在二、三年级开设网

球课；四年级开设羽毛球课；五年级开设游泳课；

六年级开设足球课，基本形成了覆盖全年级的校

外体育课程体系。

有了校外体育课的成功经验，五台山体育中

心进一步探索打造“体育场馆+学校”体教结合

工作样板。校本课程、阳光体育课堂、学校运动

会、学生社团及体育俱乐部、青少年体育赛事、体

育传统特色学校打造、青少年体质监测与体育运

动水平评测……五台山体育中心“体育场馆+学

校”模式的“清单”越来越长，合作的学校也多了

起来。不少孩子由此接触到自己喜欢的项目，从

“上体育课”变成了“上兴趣班”。

张晃新认为，五台山体育中心的优势在于全

面，并始终把公益惠民放在第一位，青少年培训

也是如此。

“我们有一支含运动处方师、运动康复师、体

能训练师等在内的专业队伍，近年来结合青少年

生理特点，构建了以健康风险排查、运动处方开

具、体适能运动指导和健康饮食建议、阶段性运

动效果评估为闭环的服务路径。通过阶段性

循环和调整，达到提高青少年健康水平的目

标。”张晃新说。

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不止要科学锻

炼。五台山体育中心一方面依托中国男篮

职业联赛（CBA）、中国足球协会甲级联赛

等职业联赛的主场赛事，邀请职业运动员

与青少年互动，让校园足球队在中场休息

时进行对抗表演赛；一方面联合社会体

育组织举办各类青少年特色赛事，给孩

子们挑战自我、感受体育精神的机会。

作为2023年全国公共体育场馆开放

使用第一批典型案例，已经建成开放71

年的五台山体育中心始终紧跟时代发

展，探索助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新路。

张晃新说：“体育让生活更美好，

我们希望能利用自身资源助力体教

融合，让孩子们都能掌握一两项体育

技能，养成终身运动的良好习惯。”

北京市青少年体质促进趣味运动会落幕

让更多孩子动起来

体育场馆“老先进”的“孩子经”

主办方供图

本报记者 顾 宁文/图

“叮铃铃……”清脆的下课铃声响起，仿佛开启

了贵州省织金县思源实验学校学生们欢乐与活力的

阀门，同学们迫不及待地奔向操场，拳击、竹竿舞、扔

沙包、跳格子……原本安静的操场瞬间热闹了起来，

各式各样的文体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把课间15分

钟装点得格外精彩。

别看只是延长了5分钟，给孩子们带来的欢乐却

是成倍的。“以前课间只有10分钟，很多活动都来不

及开展。延长到15分钟后，课间的选择多了很多。比

如我最喜欢和同学们一起扔沙包，15分钟完全可以

玩一局。”八年级学生曾洁说。扔沙包是思源实验学

校课间15分钟的热门项目之一。游戏时，大家分成两

个阵营，沙包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弧线，朝着对方的阵

营飞去。一旦有同学成功接住了沙包，周围便会爆发

出热烈的欢呼声。“扔沙包是我最喜欢的课间活动，

从小学一直玩到现在‘百玩不腻’，虽然玩法很简单，

但是要时刻注意来球，需要有灵活的身姿和不错的

体力，才能成功躲避‘攻击’，投掷的时候又需要有很

好的准头，以及与队友精准配合。”

织金县思源实验学校校长陈绍华介绍，出于“学

就学个踏实、玩就玩个痛快”的理念，学校从2024年

秋季学期开始实行课间15分钟。为此，思源实验学校

给学生安排了丰富的课间活动，设置了抽陀螺、踢毽

子、跳格子、竹竿舞、呼啦圈、篮球、足球、羽毛球等体

育活动，希望让学生课间能有更多放松时间，在课间

绽放更多笑脸。

陈绍华表示，这也是因为学校经过调察研究，发

现现有的课间10分钟一定程度上无法满足学生真正

课间活动需求。“学生从教室走到操场或者喝水、去

卫生间都需要时间，多了5分钟，看似延长的时间不

长，但学生就有时间可以到操场上多玩一会儿，学校

安排的活动也很丰富。我们鼓励所有学生都走出教

室，也尽量创造条件让所有学生都走出教室。”不仅

如此，在思源实验学校，所有的课间活动都是学生自

发组织的。“通过对全校师生进行问卷调研和会议研

判，确定活动内容。学校提供器材、做好安全教育，老

师课间也会根据自己的爱好，自发地和学生玩在一

起。”陈绍华说。

在湖北省枝江市团结路小学，课间15分钟的积极

效应也在显现。如今的课间，学生不仅有更充裕的休

息时间，还能够更加痛快地投入每一次奔跑和跳跃。

不仅如此，课间延长到15分钟后，学校还将跳皮筋、踢

毽子、跳长绳、滚铁环等传统体育游戏搬进校园，这些

简单易行、趣味性强的运动项目，吸引着学生热情参

与，在运动中增进友谊、共同成长。枝江市教育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课间15分钟效应’正逐渐显现在‘生动

课堂’建设上，它倒逼老师改进优化教学方式，提高课

堂效率，做到‘铃响下课’。学生经过课间充分休息调

整后，课堂学习更加专注、更加主动。”

今年秋季学期以来，全国多地宣布延长课间时

间，义务教育阶段开始推行课间15分钟。在江苏无锡

市新吴区，义务教育学校全面实行课间15分钟、每天

1节体育课，充分保障学生每天校内体育锻炼时间不

少于100分钟；北京市义务教育学校对课间安排做出

整体统筹优化，原则上落实15分钟课间时长，提供更

加从容的课间时间……课间10分钟调整至15分钟，

增加的5分钟看似短暂，却有着诸多不可忽视的好

处，可以让孩子的学习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且富

有成效，也有助于引导师生走出教室、走向户外、走

进阳光，享受更加健康活力的校园生活，促进学生身

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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