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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走出去

提升青少年身体素质从体育老师抓起

读者点题采访

编辑同志：看到贵报刊发了斯诺克世界公开赛在江西玉山开幕

的消息，想了解一下丁俊晖的情况，望能满足。谢谢！

北京石景山 林若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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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5“维德杯”中国江西上饶玉山斯诺克世界公开赛的

赛场上，笔者见到了丁俊晖的父亲丁文钧，开门见山向他求证

了一个疑惑：丁俊晖是否较长一段时间处于事业低谷期，近来

是否又开始崛起？

这个问题多少有点直白，但丁文钧礼貌地笑了笑，心平气

和地说：“我知道这个问题是丁俊晖的很多‘粉丝’和球迷关心

的，我可以实事求是地告诉大家，他还是原来的丁俊晖。”

“我非常理解球迷对丁俊晖状况的关注，但大家知道，世

界台球的顶级赛事，一般每次是120人左右的规模，而冠军只

有一个，谁都想拿，所以竞争的激烈与残酷程度不难想象，尤

其是小晖所在的世界第一军团。体育运动的规律又决定了每

名运动员不可能永远处在巅峰，不可能次次拿冠军，成绩总会

有起伏。如果说丁俊晖成绩下滑是因为他不上心了、不努力

了、贪玩了，那么大家怎么批评他、指责他都可以。但事实不是

这样，他一直没有放弃台球梦想，一直在努力同伤病及各种各样的困难抗

争。奥利沙文曾说过，所有对手，他都不怵，但最难对付的就是丁俊晖。我同

他基本是五五开。”丁文钧顿了顿又补充道，“所以我是相信小晖的，希望广

大球迷朋友也相信他，你们的相信对他就是最大的鼓励，相信他不会放弃，

相信他还会有更新更好的成绩奉献给大家。毕竟前不久在南京他又拿到一

个冠军，总数达到了15个，毕竟他手握7个147（杆）”。

丁文钧话锋一转，中国运动员同西方运动员相比，是有很大差别的。西

方运动员基本上是考虑怎么为自己打好球，而中国运动员身上还有责任感，

就是为中国台球事业作贡献。“我跟丁俊晖说过，你虽然还年轻，但同后起之

秀比，你算是前辈了，是个表率，要像老大哥那样带头，发挥好传帮带的作

用。”丁文钧表示，“小晖16岁后我们就不管他了。我对他说，你是有身份证的

人了，要学会自己长大。所以对小晖在社会公益方面作出的大大小小贡献，

是我们内心深处感到欣慰的地方。”丁文钧有点动情。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丁俊晖今年38岁，而中国知名台球品牌星牌也是38

岁，巧合之外，两者还有着某种深刻联系。丁文钧说，丁俊晖是星牌首批签

约球员，多年来，他们之间可以说如果没有星牌对丁俊晖从精神到经济上的

宝贵支持，他很难取得优异成绩，所以丁俊晖与星牌老总甘连舫、甘连童早

已成为忘年交。

说点轻松话题，笔者问丁文钧，除了台球，丁俊晖业余时间最喜欢的体

育项目是什么？“乒乓球、篮球……他最喜欢看的是足球和赛车。在英国基

地训练时，足球还是他锻炼体能的一种辅助方式。”丁文钧答道。笔者又问：

丁俊晖的台球生涯能够到什么年龄？他笑答，最起码50岁没问题。

“丁俊晖也是这么想的吗？”

丁文钧坚定地点点头。

顾 宁

教育部日前印发的《关于加强新

时代中小学体育教师队伍建设若干举

措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一

系列政策，对加强中小学体育教师队

伍建设，推动青少年体育发展具有深

远意义。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

望，其体质健康水平不仅与个人成长

息息相关，还关系整个民族的健康素

质根基。强化中小学体育教师队伍建

设，是提升青少年身体素质的关键一

环。过去，体育教育在部分地区和学校

被边缘化，体育教师数量不足、专业水

平参差不齐，导致学生无法接受系统

且优质的体育教育。如今，《通知》的印

发，释放出强烈信号，要将体育教育推

向教育舞台的中央，让体育教育工作

者成为舞台上的主角。他们不是教育

体系中的边缘角色，而是肩负着培养

青少年强健体魄与健全人格的重任。

近年来，各地陆续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措施，积极响应教育改革的需求。

比如在招聘中重点考察专项运动技能

水平，拿出一定数量的岗位面向优秀

退役运动员。培养方面，增加体育教师

培训经费、分层培训、建立培训基地，

激励更多体育教师投身教育事业。

《通知》作为首个专门针对体育教

师队伍建设的文件，精准抓住了学校

体育发展的关键。从政策内容看，限定

班师比，按小学 5比1、初中6比1、高中

阶段8比1的比例配备体育专任教师，

并特别提出配足足球、篮球、排球等专

项教师，这就从源头保障了体育教学

的师资数量，让每个学生能得到专业

体育教师的指导。设立教练员岗位，规

定体育教师须是体育专业或具有相应

等级证书，更对体育教师专业素养严

格把关，确保体育教学质量。同时，要

求考核评价中体育教师享受与其他学

科教师同等待遇，这一举措打破传统

观念中对体育教师的偏见，最大限度

地提升了体育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和积

极性。

最近，有一些现象耐人寻味，爱生

病的体育老师少了、莫名消失的体育

课回来了，其背后离不开各地在加强

体育教师队伍建设上多管齐下，而《通

知》的印发犹如强有力的助推器，将学

校体育发展推向了新高度。体育老师

作为学校体育的核心力量，未来不仅

在人员数量和专业化水平上会不断提

高，还将通过自身教学直接影响学生

的综合素质，继而构成双向驱动的良

好发展格局。这既有助于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也有利于营造重视体育、热爱运

动的良好氛围和校园文化。

王 灿

随着“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

新年的社会实践”入选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今年的春节成为首个“非遗版”春

节。国内的百姓感受到更浓的年味儿，

国外大众也通过春节这一窗口，领略

了中国独特的文化魅力，见识了更加

开放包容的中国。

根据相关报道，春节前夕，首都体

育学院选派由师生组成的艺术团前往

法国、意大利，开展“华夏风 功夫情”

武术海外巡演。艺术团以武源、武舞、

武战、武灵、武韵、武极、武艺、武魂为

主线，将武术的历史与中华文化的发

展史贯穿于表演中，表现了独具特色

的中国气韵与中国精神。巡演所到之

处，不仅受到当地华人华侨的欢迎，还

吸引了外国友人前来观看。为了弘扬

中华武术，让各界人士更好地了解武

术，首都体育学院的师生们还进行了

现场互动教学，让更多的外国人学习

中华武术、了解中华文化。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出

海”，是让世界读懂中国，传播中华文

化，加强文明互鉴的重要方式。首都体

育学院开展的武术海外巡演，是擦亮北

京对外传播中华传统文化金字招牌，助

力北京打造国际交往中心的具体举措，

更是向法国、意大利各界展现中华武术

独特魅力，激发两国民众，尤其是青少

年群体对中华文化的强烈兴趣，增进他

们对中国了解与认知的具体方式。

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登上国际

舞台，既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悠久文

明之美、传统文化之美，又为世界文明

注入活力，增添亮丽色彩。近年来，随

着太极拳等传统体育运动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以

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

派，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

影响力。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在国

际上备受青睐。像太极拳等能为人们

带来健康与精神享受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更是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

体育运动深受各国和地区人们的

喜爱，无论是北京奥运会，还是北京冬

奥会，抑或哈尔滨亚冬会，各国和地区

的体育健儿来到中国参与体育赛事，

体验了中国的风土人情，更重要的是

通过体育赛事搭建起一座交流之桥，

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让世界看

到真实的中国。

与此同时，体育运动具有深厚的群

众基础，在促进人文交流方面具有独特

优势。不论是中华体育精神，还是奥林

匹克精神，为人们提供了强大的正能

量，促进了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推动全

球团结合作，有助于发挥体育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中的独特价值。因此，未

来要更加积极发挥“体育+”作用，通过

国际体育赛事、传统节日等，将我国的

传统体育项目融入其中，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体育文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武术、太极拳、龙舟等中国传统体

育项目，如今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

区的人们喜爱，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体

育文化“出海”时，要更加注重使用先进

技术，通过AR、VR、AI等打造中国传统

体育沉浸式体验，让国际大众身临其境

感受中国传统体育的魅力，在全球体育

文化交流中彰显文化自信。

当前，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的

影响力在全世界范围得到进一步提

升。人们通过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

了解并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而

领略到一个开放自信的中国，增强了

国际社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

与认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注入力量，让各国和地区在文明交流

互鉴中续写新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