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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广告

记者百味

从“那个粉丝”变成“这位老师”

打造更火热的假日体育

当运动会变成一堂大课……
孙婧秋

前不久，各地中小学运动会的发令枪声一次又一

次响起，流连之余，感觉如今的校运会正悄然发生着改

变。

记得小时候，运动会往往是体育成绩突出的学生

的展示舞台，他们大多身兼数项，一次次英姿飒爽地站

上赛场。相比之下，其他学生则拿着零食聊着天，享受

着难得的不用坐在教室里的时光。学霸们还不忘在喧

闹的看台上打开练习册，生怕耽误宝贵的学习时间。

当前，全员运动会已在各地校园流行：学生、教师，

甚至家长也参与进来，活动从单一的竞技比赛变得更

加丰富多元。运动会不仅是速度与力量的较量，更成

为融合科技与创新、连接家校与社会、深化育人理念的

综合实践大课堂。

多学科融合为运动会带来新气象。深圳一所学校

将体育与物理结合，开展“马德堡半球”拔河比赛、克服

重力做功比赛、巧用大气压强做功比赛等；宁波某校运

动会上，小学生自制载人探月车，模拟运输、计算、采集

过程，将数学与科学知识学以致用；北京一所小学将传

统武术结合名著故事排成舞台剧，让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展示贯穿运动会始终。体育与多学科融合不是生搬

硬套的炫技，而是让运动生活、运动体验真正成为激发

学习兴趣的途径和吸引学生亲身参与实践的桥梁。

现在的运动会还把学校的“围墙”打开，之前参与

感不强的家长纷纷施展所长———医生开设运动损伤防

护微课堂，工程师指导孩子们设计纸质桥梁进行承重

比赛……还有一些学校邀请父母同场竞技，参与亲子

游戏。这样的运动会既激励学生的运动热情，又能促

进家庭形成运动氛围，成为家庭与学校间的纽带，助力

构建家校协同育人新模式。

更重要的是，过去运动会中“胜者为王”的竞技逻

辑正在同“助力成长”的价值导向融合，育人理念深化

使运动会承载起更丰富的教育内涵。武汉某小学鼓励

学生设计比赛项目，并制定评价标准；苏州一学生用力

转动轮椅参加田径比赛，赢得师生的热烈掌声和欢呼；

河南一学校将师生重新组队，通过一系列团队配合的

趣味游戏增进师生情感……运动会成为人格培养的重

要场域，孩子们通过参与逐渐养成创新、协作、平等、公

正等品格，这在很大程度上比单纯的体育技能培养更

为珍贵。

在运动会这堂生动的大课上，孩子们学到的不仅

是体育技能，还有如何找寻并发挥自身优势、如何与同

伴合作、如何理解健康生活的意义，等等。当孩子们在

欢声笑语中经历失败与成功，在团队协作中理解责任

与担当，在科技互动中培养创新思维，他们将因这样的

运动会而长久受益。

从更宏阔的视角审视，运动会模式的创新折射出

尊重个体差异、强化社会联结、追求全面发展等理念。

让每个孩子能在运动中健康成长，这应该是学校体育

最朴素、最本质的追求。

张博宸

从一个关注青少年篮球赛

事的爱好者，到一名报道青少年

体育工作的记者，过去10个月，

我心怀热爱、边学边做，力求在

青少年体育相关报道中，捕捉情

绪，让体育精神更具体、更生动，

用报道展现深度与价值，保持专

业，让文章可感、可读。

在中国高中篮球联赛的赛

场旁，我从“那个粉丝”变成“这

位老师”。篮球名校的底蕴、精英

选手的表现固然引人关注，但总

有来不及或不能被聚光灯笼罩

的人吸引了我的目光。当我与学

体联的项目负责人、学校球队联

系人聊起“败者们的感人故事”

“首次登场的背后”“职业学业如

何两全”等话题，获得了“190分

的分差难阻垣曲中学篮球梦”

“首支代表青海省踏上耐高赛场

的全藏族队伍”“国青后卫兼顾

学习、联赛、职业”等生动故事。

在与篮球少年和他们的教练、家

人交流中，我听到了“要是有室

内场馆训练，成绩可能会更好”

的感慨、“篮球改变我的命运且

决不放弃”的坚定、“上好大学、

打好职业难两全”的抉择……赛

场外的心绪，远比胜或负的结

果、高或低的分数、强或弱的呈

现更加丰富多彩。

在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我

跟随羽毛球奥运冠军赵芸蕾和

世界冠军洪炜进入该县实验学

校，与洪炜的多个交流片段让我

印象深刻。在以青少年体育的话

题初步拉近彼此距离后，我决定

以“找新经历—聊热话题—谈老

本行”的顺序依次打开洪炜的话

匣子———从首次参与群众体育

相关活动火炬传递的感受聊起，

到讨论近年来国家队青训梯队

搭建与我国青少年运动员在国

际赛场的发挥，再到作为国家队

老大哥和青训工作教练员的他，

如何看待体育偶像的各方面影

响，最后自然地落回深入基层的

体验与感触。这次愉快的采访让

我收获颇多。

接下来是对U15世界中学

生夏季运动会的关注，中国少年

燃动赛场，捷报频传。多名首次

代表国家出战的年轻运动员摘

金揽银，首金获得者闵文珺成绩

优异且艺术体育两开花；三人

篮球教练邢洋压力满满，他在

男女篮均夺冠后纵情呐喊……

少年们得益于体育的成长与进

步，教练们对项目发展的责任

与担当，让我感到欣喜和感

慨。作为报道青少年体育的年

轻记者，我阶段性回顾这些采

访过程、采访素材，一方面，依

然会为听到年轻运动员对体育

的热爱与纯粹而感到开心；另

一方面，也为体教融合对家校

双方、学生本人产生的影响有

了更大兴趣，并为接下来做好

相关报道激发了更大动力。

未来，我将用更敏锐的视角

捕捉青少年在赛事活动中的珍

贵故事，用更生动的笔触展现青

少年体育的魅力，让更多人关注

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见证青少

年运动员在体育赛道上的拼搏

与成长。

王 灿

刚结束的“五一”假期大家都做了什么？答案肯定

五花八门：是一次计划已久的旅行，是忙碌之后的静心

阅读，或是亲友之间的小聚……安心舒适的假期生活

既是对过去一段时间努力工作的奖励，也是在为后续

的更好状态蓄力。

得益于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引领，假日群众体育赛

事活动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以体育的方式度过假

期，既能增强体质，又能丰富假日生活，相较吃喝玩乐

的传统方式，更具时代与进步意义。

今年“五一”期间，北京市品牌活动北京极限运动汇

暨北京市第十五届全民健身体育节拉开帷幕。已经举

办多年的全民健身体育节，利用“比赛日经济”和“假日

经济”双重优势，充分发挥体育链接作用，促进体商文旅

融合发展，打造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兼备的全民健身精

品赛事活动。根据相关报道，随着体育节开启，“五一”期

间共举办跑酷、冰球、国防体育、体能等!项赛事，吸引

"###多名选手参赛。同时，活动还联合知名运动品牌和

特色商户，在现场设置体育展示区、手工非遗区、餐饮服

务区等，实现“参赛、观赛、购物、美食”一站式服务，拉动

体育消费增长。近年来，北京市以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

设为契机，在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赛事体系，优化“一

环、四区、$场景”赛事空间布局的同时，积极构建更高

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更好满足群众运动健身

需求，全面激发“体育%”活力，培育首都经济发展新动

能。而假日体育，正是其中重要一环。

不只在北京，“五一”假期，首届浙江（杭州）国际时

尚体育周举行，活动涵盖运动服装设计大赛、运动服装

趋势发布、运动潮流装备趋势发布&项主题活动，以及

时尚体育消费周、运动潮流装备特卖市集和体验场、千

人团操“城市团课派对”等多项体验活动，旨在通过“体

育%时尚%科技”的深度融合，激活体育消费新动能，展

现浙江体育产业创新活力。而在广东，“五一”假期群

众体育赛事活动更是超百项次，涵盖近&#个项目，打造

集竞技、趣味、惠民于一体的运动盛宴。

纵观这次“五一”假期，丰富多彩的假日体育活动

在大江南北铺展开来。从北京到浙江，从广东到福建，

群众体育、时尚体育、竞技体育赛事活动火热开展，观

跳水、看“苏杯”，踢一场球、跑一次马拉松……既观赛

也参赛，成为更多人假日体育生活的生动写照。

打造丰富多彩的假日体育活动，不仅要有满足大

众观赛需求的高水平体育赛事，还要有满足人们参与

需求的群众赛事，两者缺一不可。对各地来说，不断满

足群众对于体育赛事服务的需求，是促进体育多元发

展的基础。

假日消费是经济活力的风向标。以今年春节为例，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全国国内出游"'#(亿

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亿元。体育作为撬动假

日经济的重要力量，“一日观赛、多日停留”“一人参赛、

多人消费”已成为促进假日经济与体育经济发展的新

模式、新引擎。从细节入手，从大众需求入手，从物质

消费向情感共鸣转变，让更多人在参与体育赛事的过

程中获得快乐、获得力量，让假日生活的轻松惬意更加

触手可得，这是未来假日体育发展的重点。

以体育为载体，通过资源互补、政策联动，进而匹配

大众和市场需求，成为假日体育乃至赛事经济发展的重

要模式。今后，各地要因地制宜，积极探索更多适合本地

假日体育发展的新模式，打造更火热的假日体育，释放

赛事经济“乘数效应”，激发假日体育发展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