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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坛观澜R

核心阅读

去年 9月国家体育
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印发
《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
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
见》以来，各地体育部
门和教育部门创新思
路，多措并举，针对体教
融合的难点、痛点，在保
障青少年的体育锻炼时
间、畅通体校学生的升
学渠道、丰富青少年体
育赛事供给等方面进行
了探索，积累了经验。

近年来，青少年体质健康和竞技体

育后备人才培养问题备受关注。去年 9
月 ，国 家 体 育 总 局 和 教 育 部 联 合 印 发

《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

发展的意见》，对推进体教融合提出了 8
个方面 37 项具体措施。文件发布以来，

各地推进体教融合进行了哪些积极探

索？难点如何攻克、短板如何补齐、资

源如何共享？在加快体育强国建设和

建设健康中国的大背景下，这些问题值

得关注和思考。

学校体育如何开展

李洋：近日，一份在校生体质健康

调查数据显示，6.5%的小学生、14.5%的

初中生、11.8%的高中生和 30%的大学生

体质健康不及格，肥胖、近视、脊柱侧弯

等问题影响着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障

学生充分的体育锻炼时间，既要上好体

育课，也要避免“安静的课间 10 分钟”。

如何让体育成为撬动素质教育的杠杆，

在 校 园 文 化 建 设 中 发 挥 更 加 积 极 的

作用？

李在武（山东省日照市市长）：体育

是素 质 教 育 的 组 成 部 分 ，更 是 一 种 健

康、快乐、阳光的生活方式。日照市在

改 革 体 育 教 学 模 式 方 面 ，重 点 做 到 课

内与课后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

校 内 与 校 外 相 结 合 ，贴 近 学 生 需 求 开

好 体 育 课 ，保 障 青 少 年 的 体 育 锻 炼

时间。

学校以年级为单位开设“选修+必

修”体育课程，实行“走班选课+班级授

课”。比如，青岛路中学把田径设为必

修课，推出排球、乒乓球、网球等 10 个走

班选修项目。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得到

满 足 ，参 与 体 育 运 动 的 热 情 也 高 涨 起

来，94.7%的学生能够学会一到两项运动

技能，71.2%的学生养成了经常锻炼的习

惯 。 放 学 后 ，学 校 还 推 出 了“ 延 时 服

务”，开设 100 多门特色运动课程，不仅

促进学生培养运动兴趣、锻炼身体，还

解决了家长的接送难题。

顾涛（浙江省绍兴市副市长）：绍兴

市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发展”理念，面

向全体学生开齐开足体育课，按照“一

校 一 品 ”“ 一 校 多 品 ”大 力 推 广“ 三 大

球”、乒乓球、空竹等项目，确保学生每

天 在 校 体 育 活 动 时 间 不 少 于 1 小 时 ，

将 参 加 体 育 锻 炼 作 为 破 解“ 小 胖 墩 ”

“ 小 眼 镜 ”难 题 的 重 要 手 段 。 2020 年 ，

绍兴市儿童青少年近视率下降 2.26 个

百分点。

为了避免校园体育落入“说起来重

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尴尬局

面 ，我 们 建 立 起 校 园 体 育 新 的 评 价 体

系，让各方认识到体育在青少年成长中

从 强 健 体 格 到 塑 造 人 格 的 多 元 价 值 。

一方面把学校体育和学生体质健康水

平纳入教育行政部门考核的重要指标；

另一方面，在职务评聘、绩效考核时，对

潜心培养优秀体育后备人才的体育教

师给予政策倾斜。

青训体系怎样强化

李洋：体校、体育传统特色校、社会

青少年俱乐部都是培养高水平体育后

备人才的重要阵地。在实践中如何保

障 体 校 学 生 的 基 础 教 育 ，畅 通 升 学 渠

道？如何打造多方参与、良性互动的后

备人才培养体系？

李泽（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体 育 局 局

长）：这些年，“重体轻教”等问题影响到

体校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基层体校。

广西壮族自治区在过去 5 年创新实施基

层体校“双百计划”，实现全区全部基层

体校与 114所中学、114所小学共建共办，

在体育与教育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体

校教练可以到合作的中小学选材、指导

日常体育教学和训练，学校的优质教育

资源则能够补齐体校的文化教育短板，

打消学生和家长的后顾之忧。

“开门办体育”在广西已成为共识，

目前，全区有 36 所体校、35 所体育传统

特色校引入社会力量合作共建，实现共

赢。比如，自治区体育局与企业共建广

西青少年马术队，和南宁十七中共建广

西女足队。马山县结合各级财政和社

会投资，实施“攀岩进校园”计划，让近

两万名学生体验攀登的乐趣。这些都

是我们深化体教融合结出的硕果。

张绰庵（河 北 省 体 育 局 一 级 巡 视

员）：我们鼓励“让最好的学校办最好的

体育”，支持衡水中学、石家庄二中等在

河北省内有影响力的学校带头扩大体

育特长生招生规模，吸引更多家长支持

孩子参与体育训练。我们还建立起“一

条龙”对口升学体系，由小学、初中、高

中组成对口升学单位，逐年增加高校高

水平运动队招生名额，让更多体育特长

生有更好的出路。

河北省积极畅通优秀运动员、教练

进入学校任职渠道，保定市竞秀区每年

安排优秀退役运动员进入教师队伍，考

核 合 格 后 可 以 直 接 进 入 学 校 教 练 岗

位。我们还在大、中、小学增设教练员

职称评审系列，允许体育教师、教练岗

位双向交流，实行“双岗制”聘任，激励

更多专业人才走上教学岗位。

竞赛体系如何完善

李洋：长期以来，体育和教育系统在

举办赛事等方面有各自独立的体系，彼

此不兼容、不互通，这在一定程度上成

为体教融合的掣肘。各地在打破赛事

壁 垒 、丰 富 赛 事 供 给 方 面 有 什 么 好

点子？

李在武：日照市认真落实《关于深

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

见》的相关要求，把培养竞技运动员和

面向全体学生的体育竞赛有机结合起

来。为了解决赛事少、参与人群单一等

问题，我们依托“三大球”进校园，建立

校际联赛、区县联赛、市青少年锦标赛

三级竞赛体系，每年办赛 620 余项，参与

学生 140 余万人次。2020 年，我们把主

城区中小学生“三大球”联赛的比赛时

间由以前的 1 周延长到 6 个月，实现训

在平常、练在日常、赛在经常。

此外，我们也在培育青少年竞赛品

牌，重点打造“三大球”、网球、航模等 10
余项特色赛事。

张绰庵：河北省积极推动青少年竞

赛体系和学校竞赛体系有机融合，实行

青少年运动员全年注册，畅通青少年参

赛渠道。

在丰富赛事供给方面，我们增加了

省市县综合运动会、冰雪运动会青少年

组的设项，扩大覆盖面和参与度。2020
年 12 月省市县三级举办的第二届冰雪

运动会，开展了 7 个大项 123 个小项比

赛，吸引 2198 人参赛。此外，我们全方

位加强和单项体育协会的合作，以“三

大球”、冰雪等运动项目为引领，持续办

好“ 冀 萌 杯 ”足 球 联 赛 、小 年 龄 段 篮 球

赛、冰雪联赛等，通过体育赛事帮助青

少年增强体质、磨炼意志。

攻克难点 补齐短板 共享资源

体教融合 新思路带来新探索
本报记者 李 洋

本版责编：塔怀旸 唐天奕 高 佶



近年来，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

校园体育活动开展情况广受关注。

体育之于孩子健康成长有着基础性

作用，推进青少年体育，需要学校、家

庭、社会形成合力、扎实行动。

如何让体育进入孩子们的生活，

成为他们成长的“标配”？华东师范

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研究团队牵头

研制的《中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

进 行 动 方 案（2020—2030）》给 出 了

“5+体育”这样的行动愿景，以多样

形态为青少年体育构筑起协调发展

的体系。

少年强则中国强。参与体育活

动，是青少年强健体魄、砥砺品格的

重要方式。体育如何更好融入校园

生活，需要不断创新。近来，不少地

方的校园广播操结合当地特色进行

创编，无论是融入传统武术还是时尚

舞蹈，都激发了孩子们的参与热情。

另一方面，体育也是家庭亲子教育的

重要内容，家长放下手机，和孩子一

起运动，体育会展现出独特的价值。

体育更好地融入校园和家庭生活之

中，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会让青少年

受益长远，形成健康完善的人格和积

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不断夯实全民体

育、全民健康的社会基础。

随着科技进步，智慧体育也在为

青少年体育发展持续赋能，无论是日

常运动线上打卡，还是体育家庭作业

的“数字化呈现”，都为青少年体育发

展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场景，推动着

“5+体育”的愿景能够落地。而“5+
体育”重要理念，还在于将“活力校

园”“活力家庭”“活力社区”等融为一

体，不断提醒人们，推动青少年体育

更好发展，责任不仅仅在学校。家庭

成员日常亲子体育游戏，社会体育俱

乐部的多样选择，以及校内外的各类

体育赛事广泛开展，都是在助力青少

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让体育伴随孩子健康成长
周 博

本报太原 5月 6日电 （记者郑洋

洋）1 日，山西省太原市滨河自行车道

正式开通，当天汾河景区沿线 1000 余

名市民开展了骑游活动。

滨河自行车道，集通行、运动、休

闲等功能于一体。沿汾河东、西两侧

设置，北起上兰汾河漫水桥，南至迎

宾桥以南 2 公里处，全长 75 公里，车

道 净 宽 5—8 米 ，车 道 连 接 城 市 主 城

区、贯通城市主干道，与公共交通便

捷接驳，为广大群众交通出行提供新

选择。设计时速控制在每小时 15 公

里以内，滨河自行车道和东西山公路

自行车赛道形成了“一轴”“一环”共

305 公里的“慢行系统”，在此基础上

将逐步推动构建全市域“多脉络”自

行 车 交 通 路 网 。 太原有多支自行车

骑行队，“五一”假期，滨河自行车道上

总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对于这些喜欢

骑行的人来说，现在家门口有了一条

几十公里长的安全、舒适骑行通道，又

多了一处休闲、健身好场所。

太原滨河自行车道开通

体育更好地融入
校园和家庭生活之中，
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会
让青少年受益长远，形
成健康完善的人格和
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