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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酷炫惊险的跑酷赛场，到挥棒击球的棒

球场地，从冰面飞驰的冰球赛场，到拳脚生风

的跆拳道赛台……“五一”假期，全国各地掀起

了青少年赛事热潮，青少年们用汗水与拼搏，

为这个假期增添了一抹亮色。

这个“五一”假期，北京的青少年们过得极

具“极限”色彩，贯穿整个“五一”假期的首届北

京极限运动汇吸引了众多青少年极限运动爱

好者踊跃参与。作为极限运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北京跑酷公开赛吸引了众多青少年的目

光。赛场上，年轻选手们身着轻便的运动装，凭

借着出色的身体素质和娴熟的技巧，飞檐走

壁、闪转腾挪，做出一个个令人惊叹的高难度

动作。有的选手轻盈地跃过数米宽的间隙，有

的则在墙壁上快速攀爬、翻转，充分展现了跑

酷运动的魅力与激情。此外，全国全民体能大

赛暨北京体能公开赛同样备受青少年关注。现

场，青少年们在力量、速度、耐力等多个环节的

比拼中，挥洒汗水，全力以赴。

北京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首届北

京极限运动汇的举办，为青少年们提供了一

个展示自我、挑战自我的平台，让他们在运

动中享受快乐，在竞技中收获成长。同时，也

进一步推动了极限运动和全民健身运动在北

京的普及与发展，营造了浓厚的体育氛围。

主办方希望在这样的活动影响下，有更多青

少年爱上运动，积极参与到体育锻炼中来，

为自己的健康成长和体育事业的发展注入新

活力。

在河北秦皇岛市北戴河区，2025年全国少

年轮滑（速度轮滑）锦标赛也在“五一”假期精

彩开启。189支代表队的1400余名年轻选手齐

聚一堂，在奥林匹克大道公园及沿海公路展开

激烈角逐。赛事设有500米+D争先赛、1000米

争先赛、5000米积分赛等多个项目，充分展示

了轮滑运动的多样性和竞技性。首场5公里公

路赛在北戴河区老虎石公园举行，轮滑鞋与地

面的摩擦声响成一片。比赛中，各组别竞争都

异常激烈，让人感受到了年轻选手们的热情与

活力。

在湖南长沙，2025年全国青少年棒球公开

赛湖南分区赛也于“五一”期间在长沙启乐捞

刀河棒球场和青竹湖湘一外国语学校举行。本

次赛事分U8、U10、U12等组别，按迷你棒球、教

练抛投、投打等方式进行。吸引了来自湖南、北

京、上海等多个省区市的36支青少年棒球队

伍、434名棒球小将参赛。各组别冠军球队还有

机会参加今年下半年的全国总决赛。据了解，

棒球运动近年来在国内蓬勃开展，主办方希望

通过此次比赛为青少年棒球爱好者们提供一

个展示自我的平台。

在天津津南区，为期五天的2025“天津·破

冰杯”青少年冰球邀请赛也在“五一”期间开

赛。现场，冰球小将们身穿护具、手持球杆、脚

踏冰刀，在冰面上疾驰如飞，将冰球运动的力

与美展现得淋漓尽致。此次邀请赛设置了U6、

U8、U10、U12四个级别，来自全国各地的28支

队伍、近330名冰球小将齐聚津南，为假期注入

了青春活力与竞技激情。

此外，在南宁，“五一”期间同样举办

了多场精彩的青少年赛事。2025年广

西青少年攀岩冠军赛在南宁李宁

体育园拉开帷幕，10支队伍的

126名青少年选手在攀岩墙上

展开了激烈的较量。他们身手

敏捷，如同灵动的“蜘蛛侠”，

凭借着速度与技巧，向着顶

端发起冲击。这场比赛全面检

验了广西攀岩后备人才的培养

情况，对推动攀岩运动的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南宁

市跆拳道锦标赛

“五一”期间也在南宁市体育运动学校举行。16

支代表队的300多名跆拳道小将在赛场上一展

身手，他们动作规范、气势十足。南宁市跆拳道

运动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跆拳道在南宁发展

态势良好，此次比赛挖掘出不少优秀苗子。“在

假期办赛，吸引了更多外地队伍参与，进一步

壮大了赛事规模。”

“五一”期间的这些青少年赛事，不仅为年

轻选手们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台，也让观众们

感受到了青少年体育运动的魅力和活力。同

时，这些赛事对于推动各项目的普及与发展，

以及培养后备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运动过假期

青少年体育赛事 “五一”

近年来，山西省深入推

进体教融合，青少年体育工

作蓬勃发展。特别是体育支

教志愿服务工作，从2023年的

初步探索，到2024年的全面拓

展，成效显著，为全省青少年体

育工作注入强大动力。

在工作中，山西省一方面不

断拓展与省内高校的合作，如山

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等五所高校

组建起涵盖优秀本科生、研究生的

百人支教团。中北大学支教团在吕

梁市方山县，不畏设备短缺等困难，

为基层学校提供高水平教学支持。另

一方面把支教工作重点聚焦国家及全

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教育资源薄

弱县区。如大同大学支教团在代县挖掘

“杨家武术”，融入体育教学，开设校本课

程，打造“一县一品”，促进了地方体育文

化传承。此外，在支教内容上，山西省还不

断创新，融入多种元素。在传统体育项目基础

上，增加了体育科技创新、心理健康教育等内

容。由山西大学支教团设计的足球韵律操课

程，融合足球技巧与音乐节奏，通过班级联赛

等，形成“以赛促练”的良性循环，助力孩子足

球技能的提升。

随着工作的推进，山西省的体育支教范

围也在不断扩展，从最初的3市4县扩大到全

省11市12县70所中小学校，累计开展超21920

个教学课时，覆盖115968名学生。支教不仅让

孩子们掌握了运动技能，培养了终身运动习

惯，还助力学校取得丰硕成果。如忻州市特殊

教育学校在省内毽球比赛获奖，大宁县城关

小学在射击比赛中斩获多金。

2025年是山西省体育事业深化改革、创

新发展的关键一年。山西省体育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山西省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

动体育支教志愿服务迈上新台阶，为孩子们

架起体育桥梁，为乡村振兴注入体育力量，为

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智慧，让体育支教志

愿服务在三晋大地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点

亮更多青少年的体育梦想。
张博宸

日前，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办国家队社区开

放日活动，来自亚运村第一幼儿园的130多名小朋友进

入园区体验智慧健身器材，并与国家女子曲棍球队展

开交流互动。

活动伊始，师生们走进国奥生态智慧健身园。现

场，工作人员首先结合专业知识，向孩子们详细讲解

并示范了健身器材的使用方法。随后，师生们分组体

验了器材与项目，大家在小足球场内你追我赶，在乒

乓球台前快乐切磋，在体质监测设备前了解身体指标、

进行反应测试，欢声笑语洋溢在健身园里。

经过短暂休息，师生们前往曲网球场，工作人员介

绍了场馆作为亚运会、奥运会比赛训练场地的历史。

互动环节，国家女子曲棍球队队长李红与队友们先分

享了训练比赛中的拼搏故事，还耐心回答了小朋友们

童趣满满的提问，接着将曲棍球杆发放给师生们

并带着大家分组体验项目乐趣，教授基本动作。

亚运村第一幼儿园园长陈静表示，近年来社会

各界都更加重视孩子的体质健康与体育特长培

养。“体育越来越成为我园教学活动的特色。去

年园里带着孩子们与国家摔跤队互动后，明

显感受到他们对体育的兴趣提升了。未来希

望能与国家奥体中心加强联系，给孩子们更

多与国家队哥哥姐姐接触的机会，激发他

们对体育的热爱。”

李红说：“从八岁接触曲棍球到现在，

我第一次带幼儿园孩子体验项目，他们太

可爱了。现在四川、广东、江苏等地通过

体教融合将项目普及与推广做得越来

越好，选材覆盖面也在扩大。”

国家奥体中心国家队保障处相关

负责人介绍：“去年我们首次在国家

队开放日让幼儿们来园内体验,这也

是国家奥体中心践行社会责任、普

及体育文化的重要实践。”该负责

人表示，国家奥体中心希望青少年

们在幼儿阶段就能对中国体育的

发展与荣耀、国家队的拼搏与付

出、全民健身的配套与服务有更

多具体的认知。“在不影响国家

队及其他驻训队伍正常训练安

排的情况下，我们会适时安排

‘冠军进校园’‘特色体育项

目体验’等活动，既要将更多

的少年儿童‘引进来’，又要

让优秀的运动员们‘走出

去’。”

张博宸

2025年U15世界中学生夏季运动会的田

径赛场上，中国队的运动员们大放异彩。赛

后，记者同男子400米、4×100米接力和异程

接力项目的冠军吴振瑀、教练刘昊和领队田

博聊起了在塞尔维亚的感悟。

“除200米选择性放掉，其他三个项目都

拿了金牌。”15岁的吴振瑀略感遗憾，但更多

的是轻松愉快。人生首次代表中国踏上海外

赛场就夺得三枚金牌，吴振瑀说：“没太敢想

能拿这么多冠军。这是我首次代表国家在海

外比赛，能为国争光，我特别开心和激动。”

此次参赛也让吴振瑀收获了跨国友谊。

他笑言，即使自己的英语沟通并不流利，但

也会用手势、翻译软件等方法，尽力地传播

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一个巴西朋友获

得了400米银牌，比完赛我俩都很开心，就在

场边互相‘斗’了下舞技。他们很愿意和中国

选手聊天，我们还交换了徽章和礼物。”

成绩的取得离不开背后的保障。首次参

与世界中学生夏季运动会教练工作的刘昊

介绍，如何让运动员在备赛过程中保持舒

适，成为教练组反复思考的内容。“代表团中

有很多南方的运动员，我们担心因气候变化

导致心态波动，甚至水土不服，还考虑到训

练方法、性格特点、首次离家等因素，因此给

孩子们做好保暖、保护和心理疏导非常必

要。”在当地，非赛时的日常训练与恢复往往

从早到晚，运动员吃得是否可口是教练组重

点考虑的保障内容之一。“我们专门准备了

特大号的保温壶，有的教练每天5点半就起

床，熬两锅粥，直接带走给孩子们分享。大家

都在想办法营造家的感觉，孩子们表现出的

温暖感、满足感，让我们觉得不虚此行。”

赛会所在地兹拉蒂博尔的海拔已达到

亚高原。田博回忆：“周边没有很专业的田径

场给孩子们做适应性训练，到比赛场地的车

程要一个半小时，我们首先要保证孩子们不

受伤、不生病。”

相较于前几届比赛，本届赛事中国

田径队可谓是全面开花。“夺牌项目的

分布更均匀，也是给代表团贡献奖牌数

最多的队伍。”田博说。刘昊认为，这与

国内的训练条件、方法越来越好，比

赛越来越多有关。此外，体育精神的

作用也不能忽视。“比如这次吴振瑀

一人身兼多项，但能在体能逐渐走

低时用拼搏和毅力把状态调动起

来，这也无形中帮助他得到满意

的结果。”

对于吴振瑀而言，夺金只是

起步，跑步正在从兴趣变成人

生助力。不过他也坦言，压力随

之而来。“目前我还没进入省

队，参加的高级别赛事也少，

不管之后是有机会进入专业

队，还是考大学，回国后都

要继续刻苦训练为国争

光。”

国家奥体中心举办国家队社区开放日活动

孩子们的趣味体育之旅

U15中夏会收获三金

吴振瑀：要在跑道上继续为国争光

山西省大力推进体育支教志愿服务

点亮青少年体育梦想

本报讯 日前，“奔跑吧·少年”第二届中

国城市青少年跳绳公开赛（西宁站）落下帷幕。

赛事从5月1日持续至4日，吸引了西南、西北五

省（区）的52支队伍700名运动员参赛，参与人数

达2000人次。通过国家级赛事的落地，西宁跳绳运

动搭建了从民间热爱到城市名片的转变桥梁，为

青少年体育事业的普及与提高提供了重要平台。

赛事前期，组委会举办了跳绳教练员培训班，

全市150余名中小学体育教师参训。此外还举办了跳

绳裁判员培训班，邀请了行业资深专家现场授课，并

组织前往赛场见习实践，依托高品质赛事搭建的平

台，为本土培养一批理论扎实、实践能力强的专业跳绳教

练员和裁判员队伍。

不仅如此，此次比赛充分利用青海省独特的生态资

源，将体育赛事与红色教育、生态教育有机融合，开展了红

色主题教育“两弹一星”、青海湖研学营，打造“跟着赛事去

旅行”品牌活动，深度融合“体育+文旅”特色，实现了赛事

与旅游的良性互动,为广大参赛选手、教练和家长提供了

赛、练、旅、学一体的沉浸式参赛体验，更为全民健身与区

域经济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本次比赛由全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西宁市体育局、

西宁市教育局联合举办。 （顾 宁）

中国城市青少年跳绳公开赛西宁站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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