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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云流水、刚柔并济的套路演练，近战快打、攻防兼备

的实战对抗，科技含量满满的电子木人桩……12月13日至

15日，2024年国际咏春拳大赛在广东省佛山市开打。三天的

比赛时间里，来自全球近30个国家和地区2600多名咏春拳

参赛者在套路、黐手、功力（加设电子木人桩）、实战（咏春拳

对抗）及个人全能五大项中展开激烈比拼。

规模提升 超2600名选手共享武林盛宴

国际咏春拳大赛是国际武术联合会七大官方赛事之

一，是咏春拳中级别最高的比赛。2018年国际武联在佛山举

办首届赛事，今年是第二次举办。时隔六年再次开战，赛事

规模得到大幅提升。相较于首届的1000多人参赛，今年仅运

动员就有2600余人，整体赛事规模达到3300多人。“这主要

得益于咏春拳在国际上的良好普及和推广。”国家体育总

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社会活动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十分期待这场赛事，希望能拿出最好表现。”印尼选

手迈克尔说。能在佛山与众多武林高手切磋交流，迈克尔非

常兴奋，希望能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拳术水平。

“参赛选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不管是成人还是孩子

水平都非常高。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孩子一起练咏春

拳。”加拿大选手科里感叹。科里从1995年开始练习咏春拳，

到中国参赛还是第一次。

不仅是国外选手，国内咏春拳好手们也跃跃欲试。29岁

的夏瑞来自安徽省合肥市，习练武术已经有18年了。“我11

岁开始参加比赛，但国际赛还是第一次。选手们水平很高，

甚至能看到不少师傅级别的选手。”除

了自己参赛，这次夏瑞还带着拳馆里的几十个孩子一起来。

“平时很难有这样的机会，希望让他们感受一下武术文化，

也在国际赛上开开眼界。”

科技赋能 首次加设电子木人桩

使用电子木人桩进行功力比赛是本次大赛的一大亮点

和创新———传统木人桩安装上摄像头和智能芯片。运动员

击打桩上的不同目标点位，芯片智能感应系统会计算出相

应功力和速度，最后折算成分数，在电子显示屏上实时展

示。

总局武术中心社会活动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打木人桩

是咏春拳的一大特色，但如何让它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并

进行量化是大家一直都在思索的问题。“引入电子木人桩，

可以根据每个人的击打频率、准确度、力度等数值来评定水

平。同时还会根据不同的击打数值，产生不同的声光效果，

以此来提升项目的趣味性。”

大赛仲裁委员陈耀佳也表示，传统比赛评分大多使用

“好、中、差”这样的模糊概念。但武术想要跟奥运会接轨，

需要从定性走向定量。“希望能够找到一条让大家‘看得见、

摸得着’的路，让我们的功法得到更多人认可。”陈耀佳认

为，量化后的分数是一种客观评价，“比如我80分，你75分，

那说明我的功法比你好。”

佛山选手张俊这次“就是冲着电子木人桩项目来的”。

“跟传统木人桩相比，电子木人桩更新颖更现代化，数据马

上就可以出来，很清晰直观，可以给我们打拳提供参考。”张

俊说。

此次国际咏春拳大赛是电子木人桩项目的“首次亮

相”。据了解，下一步总局武术中心还会对器材进行完善，

并将进一步提升系统稳定性和芯片精准度，赛制方面也会

持续完善。

创新赛制 比赛成绩与武术段位挂钩

大赛的另一亮点是创新办赛模式，比赛成绩可作为《中

国武术段位制》段位和段级的依据。按规定，凡年满11周岁，

获得套路1项拳术成绩7.0分以上，经所属地段位制办公室

审核合格者，可申请授予相关段位。总局武术中心社会活

动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此举是为了打通赛制和大众运动等

级贯通的渠道，也是为了响应总局群体司打通竞技与业余

运动员等级认定壁垒的号召。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小朋友参赛较多的实际情况，大赛

还对儿童青少年群体进行了特别设置，规定学龄前及学龄

儿童，凡能接受武德教育、遵守武术礼仪，在本次比赛中获

得套路1项拳术成绩6.0分以上，经所属地段位制办公室审

核合格者，可申请授予相关段级。如达到九级，满半年后符

合条件的可申请一段。

今年三年级的欧阳嘉练习咏春拳已经4年了。这次参

赛她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希望可以顺利拿到8.0分

以上，成功达级。“我很热爱咏春拳，它让我强身健体，比

以前更坚强。我会继续认真学，希望以后能当咏春拳

武术老师。”

本报讯 12月15日，2024年成都市乡村运

动会暨“世运进乡村”系列活动在洛带古镇五凤

楼广场举行。本次活动由成都市体育局、成都

市农业农村局、成都市体育总会主办，成都市

龙泉驿区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成都市龙泉

驿区洛带古镇人民政府承办。

活动设置“体育助力乡村振兴、2025年成都

世运会、创建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三大主题，

同时配套了世运文化推广、世运项目打卡体

验、乡村趣味运动会、乡村特色市集等活动，上

百组亲子家庭参与乡村趣味运动会，超千名景

区游客体验打卡世运项目，大家相聚洛带遇见

世运，参与世运。

成都市体育局还开展了“送体下乡”，为洛

带镇赠送了多功能健身凳、哑铃、哑铃架、篮球、

足球等一批体育器材。“世运进乡村”系列活动

将持续走进新都区清流镇水梨村、东部新区石

板凳街道桐子坳社区、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安公

社区、简阳市杨家镇互助村等世运赛区，并开展

广场舞、太极拳、拔河等乡村体育赛事活动。

2024年成都市乡村运动会暨“世运进乡村”

系列活动是世运会推广与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相

结合的一次生动实践，进一步扩大了世运会的

影响力，激发乡村居民共享世运，推动了“体

育＋乡村”的融合发展。

（付政浩）

本报记者 林 剑

2024年成渝社会体育指导员健身技能

展示大赛日前在四川成都龙泉驿区综合文

化活动中心举行。来自成渝两地的社会体

育指导员及体育工作者代表近300人齐聚

一堂，展示技能、互相交流，为推动成渝两

地社会体育指导工作高水平发展赋能。

随着成都全力创建全国全民运动健身

模范市，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不断扩大，截

至目前，成渝两地社会体育指导员总规模

超15万人，4年来新增3万余人。

唱好“双城记”，建好“经济圈”。为推动

成渝两地体育高水平发展，2020年9月，重

庆市体育局和成都市体育局签署《双城联

动共推体育融合发展合作协议》，协议内容

包括两地体育公共服务设施共享、竞技人

才培养、职业体育发展、赛事活动合作、体

育协会学习交流、产业高地共建等方方面

面。

2021年，首届成渝社会体育指导员健

身技能展示大赛应运而生，如今已逐步发

展成为成渝特色的全民健身品牌赛事，既

是一场竞技的较量，也是成渝两地社会体

育指导员交流经验、增进友谊的桥梁。

“以赛会友”“以赛促学”。在技能展示

大赛上，成渝两地社会体育指导员纷纷拿

出看家绝活。健身操舞活力四射，队员们整

齐划一的动作、饱满的精神风貌，彰显着健

身的魅力与青春的活力；太极拳表演刚柔

并济，一招一式尽显中华传统武术的博大

精深，选手们以沉稳的姿态演绎出太极的

神韵与内涵；柔力球运动员灵活的身姿和

瞬息万变的球路让人叹为观止，每一次的

击球和接球，都是一次完美的力量与技巧

的展示。参赛队伍纷纷表示，参加技能展示

大赛，有助于成渝两地社会体育指导工作

互助互学、提升水平。

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技能展示大

赛连续四届成功举办，为推动川渝两地社

会体育指导工作协同发展、互融互通、共建共享搭建了桥

梁。通过相互切磋、观摩学习，参赛选手将带回新的理念与

方法，进一步推动两地社会体育事业的发展，让更多群众在

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引领下，踏上健康生活的新征程，携手共

筑成渝地区全民健身美好未来。

近年来，成渝两地社会体育指导工作飞速发展，社会体

育指导员队伍不断扩大，高水平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不断

增加，有力推动成渝全民健身服务半径和水平提升。

社会体育指导员是全民健身的宣传者、科学健身的指

导者、群众健身活动的组织者、体育场地设施的维护者、健

康生活方式的引领者。今年，也是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

实施30周年。根据2024年成都市民生实事工作目标，今年成

都要完成培训社会体育指导员6000名。

本次比赛由成都市体育局、重庆市体育局主办，成都市

全民健身中心、成都市水上运动中心、重庆市社会体育指导

中心、成都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重庆市社会体育指导员

协会承办。

张博宸

日前，来自国家体育总局相关直属

单位、全国性体育社会组织、150余所高

校的专家学者齐聚济南，共同见证中国

体育科学学会体育文化分会的成立、

《运动项目文化建设工程计划》的发布

和《体育文化标志项目评价指南》编撰

的启动。

体育文化分会成立仪式前，作为体

育文化宣传大使的奥运冠军魏秋月、齐

广璞通过视频送上祝贺并表示将继续

发挥冠军榜样作用，弘扬体育精神。山

东体育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毛莉虹表

示：“体育文化感召力、影响力、凝聚力

不断提高，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丰厚滋养和内生动力。”

随后，《运动项目文化建设工程计

划》发布，该项目以象棋为开篇，中国体

育博物馆在现场还打造了以“体育六

艺”为核心的中华体育文化展，宋代铜

制中国象棋棋子、清代中国象棋棋谱

《韬略元机》等珍贵馆藏悉数展出。国家

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象棋部副

主任陈浩说：“两个中心首次在体育文

化建设上合作，计划将制作年度文字棋

具捐赠给博物馆、群众文化中心、乡村

小学等，每年安排相关比赛使用该棋

具，在文创设计和赛事平台曝光。”

《体育文化标志项目评价指南》编

撰启动后，记者了解到，作为首个在名

称中体现体育文化的标准，工作人员

前期实地调研了云南“中国第一块红

土网球场地”、福建马约翰故居、鄂伦

春射箭等案例以满足评价体系建设的

基础性要求。作为项目负责人，西安建

筑科技大学体育学院院长由文华说：

“《体育文化标志项目评价指南》关联

着有传承历史的体育文化事件或人

物，侧重于物质形态的体育文化载体，

体现传统体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

展中心党委书记、主任黄金表示，该标

准的制定和实施将填补我国体育文化

项目行业标准的空白，适用于我国体

育文化标志项目的多维度评价，对保

护、传承优秀传统体育文化具有积极

推动作用。

与会学者还围绕体育文化与体育

强国战略、红色体育文化与中华民族共

同体、传统体育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

产、体育文化与思政育人、体育文化与

青少年培养等主题在山东体育学院进

行专题报告。黄冈师范学院民族传统体

育专业教师何飞虎表示，中国传统体育

文化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

过程中，既有悠久的历史背景又具备重

要的时代价值，未来会在教学实践和科

研工作中做好中国体育文化的传授、传

承、传播工作。

本报讯 日前，2024中国·苏

州街舞公开赛在江苏苏州运河体

育公园举办。百余名选手参加了本

次比赛，他们之中既有经验丰富的

资深舞者，也不乏崭露头角的新生

代力量。

比赛现场人声鼎沸、气氛热

烈。当富有节奏的音乐声响起，选

手们纷纷登台，为现场观众带来了

精湛的舞技、独特的创意和无限的

热情。对于苏州市民而言，这场比

赛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还是一次

近距离感受街舞潮流的绝佳机会。

许多市民携家带口，占据最佳观赛

位置。他们被舞台上选手们的精彩

表现深深吸引，不时爆发出热烈的

掌声和欢呼声。

本次比赛为街舞爱好者提供

了一个展示自我、挑战极限的舞

台，促进了街舞爱好者之间的交流

与切磋。

本次比赛由中国体育舞蹈联

合会指导，苏州市体育局、苏州市

体育总会主办，苏州市运河公园管

理处、苏州市体育舞蹈运动协会支

持。 （轧学超）

本报讯 日前，2024中国时尚

体育季（珠海站）在广东珠海金湾

区开幕，近千名国内外体育爱好者

参与活动。

中国时尚体育季为国家体育

总局社体中心首个融合多个时尚

运动项目的综合性赛事活动。飞

盘及腰旗橄榄球比赛率先拉开战

幕，来自北京、山东、湖南、广东等

地的优秀选手踊跃参与，他们带着

各自独特的体育风采和对时尚体

育的热忱加入这场盛会之中。值得

一提的是，外籍参赛选手的加入让

本次活动更具国际化，来自美国、

加拿大等多个国家的选手齐聚珠

海金湾，共同感受时尚体育的独特

魅力。

随着更多粤港澳大湾区体育

爱好者前来体验赛事，金湾区“以

赛会友”“以赛促旅”的氛围愈发浓

厚，均衡全面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

正在成形。金湾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未来，将会有更多新潮流行的

体育活动走进金湾，共同擦亮珠海

“活力之城、创新之城、美丽之城、

共富之城”的城市名片，以体育精

神塑造活力城市气质，打造粤港澳

大湾区西翼文体大舞台，引领时尚

体育新风尚。

（轧学超）

高手齐聚佛山 共享武林盛宴

2024年国际咏春拳大赛开赛

健身快车

百名街舞高手“潮”动苏州

中国时尚体育季（珠海站）开幕

创新体育文化传播 助力体育强国建设

成都市乡村运动会进世运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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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选手在团体比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