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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个月里，田径活动在很多地方成为

孩子运动的“主项”。江苏泰州的海陵幼儿园

里，小朋友在老师带领下进行十字跳、钻跨接

力等游戏；四川眉山的东坡体育场内，昔日田

坛名将为少年讲解着专业的起跑技术动作；福

建厦门的地标“砂之船”旁，囊括“走跑跳投”的

厦门少儿趣味田径运动会火热开展……

今 年 5 月 7 日 至 6 月 1 日 是 中 国 少 儿 田

径 月 。“让 更 多 的 少 年 儿 童 通 过 线 上 线 下 的

田 径 活 动 享 受 运 动 乐 趣 ，从 而 爱 上 田 径 ，养

成 终 身 运 动 的 习 惯 ”，在 中 国 田 径 协 会 副 主

席蔡勇看来，推动少年儿童更加积极参与田

径运动，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随着孩子们

的汗水挥洒在田径场，良好的运动习惯悄然

养成，拼搏、团结、公平竞赛的体育文化也传

播开来。

丰富形式，锻炼就能
随时随地进行

“希望各位爸爸妈妈带小朋友一起动起

来，助力少儿田径！奔跑吧，少年！”社交媒体

上，百米飞人苏炳添专门录制视频，向大家发

出号召。除了这位亚洲男子百米纪录保持者，

很多中国优秀田径运动员也加入这一行列，一

起 用 时 下 最 流 行 的 方 式 为 中 国 少 儿 田 径 月

助力。

线 上 活 动 是 本 次 中 国 少 儿 田 径 月 的 一

大 特 色 。 2018 年 雅 加 达 亚 运 会 男 子 跳 高 冠

军 王 宇 如 今 在 中 国 田 协 青 少 部 工 作 。 据 介

绍 ，除 了 线 上 宣 传 之 外 ，中 国 田 协 在 不 同 的

媒体平台分别开展了“少儿田径 LOGO 模仿

赛”和“晒出孩子的奔跑瞬间”等活动，征集

小 朋 友 们 跑 步 时 的 精 彩 瞬 间 。“开 展 线 上 活

动，是想鼓励孩子们随时随地体验田径运动

的快乐”，王宇介绍，活动开始不久，就收到

了很多优质作品。

线上活动办得精彩，线下活动同样不含

糊。中国田协倡议全国各相关单位和个人组

织开展、参与少儿田径活动，专门制定了详细

的线下活动方案，包括推荐的活动流程以及不

同年龄组别的项目设置、疫情防控方案等，推

出后得到多地的积极响应。仅中国少儿田径

月启动当日，江苏南京、广西南宁等地的校园

便开展了各式各样的田径活动。

“健康成长是给予孩子的最好礼物，少儿

体育能以游戏的方式播下终身运动的种子。”

江苏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孙谦说，通过参

加田径活动，孩子们能在玩的过程中培养运动

兴趣，还能建立规则意识，培养积极进取、勇敢

拼搏的精神。

走进校园，让田径的
魅力深入人心

21 岁的四川小伙何宇鸿在国内田坛小有

名气。两年前，他曾以 10 秒 18 的成绩刷新了

尘封多年的男子 100 米全国青年纪录，一鸣惊

人。5 月 7 日，他和男子 400 米选手杨磊等田

径名将一起来到东坡体育场，为现场的少年带

来一堂生动的田径公开课。

蔡勇表示，田径进校园一直是中国田协着

力推动的工作。“邀请田径项目知名运动员走

进学校，和学生零距离接触，能够让孩子们更

深入地了解田径项目，学习不怕吃苦和为国争

光的精神，使田径文化深入人心。”

运动员带来了努力拼搏的生动案例，教

练员则提供精细科学的专业技能指导。东坡

体育场内，何宇鸿的教练、曾创造亚洲男子百

米纪录的李涛也来到公开课现场，一起教授

孩子们有关跑步的专业知识。优秀教练的指

点，让少年们受益匪浅，更能够体会这项运动

的奥秘。

田径教练员的培养一直是中国田协的重

要工作之一。蔡勇介绍，目前中国田协正在积

极推进教练员培训体系建设，“培训更多的体

育教师及教练员，提升整体专业水平，让他们

把更专业、有趣的田径知识带入校园，从而影

响广大少年儿童。”

体教融合，夯实项目
基础、拓展覆盖范围

中 国 少 儿 田 径 月 的 起 始 日 是 5 月 7 日 ，

这 天 也 是 世 界 田 联 创 办 的 世 界 少 儿 田 径

日 。 中 国 田 协 正 是 在 此 基 础 上 创 办 了 中 国

少儿田径月，目的是进一步推动少年儿童参

与田径的积极性。蔡勇表示，从一天的世界

少 儿 田 径 日 扩 展 到 近 一 个 月 的 中 国 少 儿 田

径月，符合各地开展少儿田径活动的客观需

求 ，推 动 周 期 延 长 ，也 有 利 于 各 地 结 合 具 体

情况，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

“中国田径需要丰富体教融合的方式。”在

王宇看来，以世界田联举办的有影响力的活动

为契机，扩大田径运动在少年儿童群体中的

“辐射范围”，能为孩子们创造更多接触、了解

田径运动的途径，从而更好地传播这项运动的

精神与文化内涵。

“了解你的食物，解锁健康知识。让我们

一起用‘知食’的力量，为健康的体魄奠定基

础！”近日，东京奥运会男子三级跳远银牌得主

朱亚明和中国田径队队友一起，参与了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的“‘知食’就是力量”公益倡导活

动。他们邀请并呼吁全社会了解营养膳食，鼓

励广大少年儿童参与体育运动，选择健康的生

活方式。类似的活动，助力田径项目不断扩大

在少年儿童人群中的覆盖面，提升了项目影响

的广度和深度。

作为体育基础大项，田径项目的发展能够

推动中国体育的整体发展。“少年强则中国强，

国家强则体育强。从小让孩子们接触田径项

目，培养少年儿童对于运动的兴趣，是田径运

动和中国体育发展的重要一步。”蔡勇说。

中国少儿田径月系列活动蓬勃开展

在稚嫩心田播撒运动种子
本报记者 刘硕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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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全面发展，各地各部门越发注
重体育的作用。中国田径协
会近日发起中国少儿田径月
活动，各地积极响应，以形式
多样、富有趣味的活动，带动
广大少年儿童接触、了解田径
运动，在稚嫩心田播撒终身运
动的种子，让拼搏、团结、公平
竞赛的体育文化成为健康成
长的养分。

本报北京 6月 8日电 （记者孙龙飞）8 日，中国奥委

会第三十六届奥林匹克日活动在线上正式启动。

本届奥林匹克日活动以“携手共创美好世界”为主

题。中国奥委会携手众多体坛名将，联合多家线上媒体

平台开展运动接力挑战、全民健身公益挑战赛等线上主

题活动，传递奥林匹克精神，号召人们用运动点亮健康生

活，创造美好未来。

6 月 23 日是奥林匹克日，由国际奥委会于 1948 年设

立，旨在纪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诞生，鼓励世界上所

有的人，不分性别、年龄或体育技能的高低，都能参与到

体育活动中来。自 1987 年以来，中国奥委会积极响应国

际奥委会号召，已连续 35 年开展不同形式的活动，弘扬

奥林匹克精神、推广奥林匹克运动。

本届活动还将结合公益主题。在全民健身公益挑战

赛中，中国奥委会将根据最终参赛人数向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县捐赠相同金额的体育器材和用品，支持青少年体

育发展。

为鼓励群众广泛参与，活动参与者可获得国际奥委

会和中国奥委会主席共同签名的官方电子参与证书、参

赛奖牌，并有机会获得奥运纪念品。

中国奥委会奥林匹克日活动线上启动

杭州亚运会延期举办，各竞赛场馆陆续按“一场一

策、一馆一策”方案惠民开放。专用场馆如何利用？或

搭建平台组织体育赛事，或引进队伍用作训练基地，以

磨合设施设备。6月 7日至 9日，“韵味杭州”2022年桐

庐马术三项赛邀请赛在桐庐马术中心举行。

桐庐马术中心是杭州亚运会马术项目的比赛场

地，本次邀请赛是场馆建成后的首场比赛。该中心于

2020年 9月启动建设，2022年初建成，因马术项目的

特殊性，场馆的设施建设及运维过程更为复杂。桐庐

县将在做好场馆利用的基础上，促进马文化与旅游产

业深度融合，形成当地特色产业。图为 6月 7日，选手

在场地障碍赛中策马奔腾。

窦瀚洋 黄 强摄影报道

策马奔腾

本报北京 6月 8日电 （记者季芳）7日，国际滑冰联盟

在泰国召开会议，通过了逐步提高花样滑冰成年组选手参

赛年龄的提议。据 悉 ，花 滑 比 赛 最 小 参 赛 年 龄 2022—

2023 赛季仍然维持现有的 15 岁，2023—2024 赛季将提

高为 16 岁，从 2024—2025 赛季开始提高为 17 岁。

国际滑联主席扬·迪克马说：“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

义的决定。”国际滑联总干事弗雷迪·施密德称，提高参赛

年龄标准是出于保护未成年人选手以及国际滑联自身发

展的双重考虑。

国际滑联为新规实施预留了缓冲期，最低参赛年龄

不低于 17 岁的标准将在 2024—2025 赛季正式生效。国

际滑联医疗委员会认为，将最低年龄提高到 17 岁有益于

年轻花滑运动员的身心健康，并有助于延长他们的职业

生涯。

国际滑联提高花样滑冰最小参赛年龄

本报西安 6 月 8 日电 （记者张丹

华）记者获悉：西安市将于 6 月至 11 月，

举办以“我参与、我健康”为主题的首届

社区运动会。据介绍，社区运动会分为

社区选拔赛、区县分区赛、全市总决赛

3 个阶段，采取“社区组织、全民参与”

的形式，凡身体健康，且经常参加体育

运 动 的 西 安 市 居 民 均 可 按 要 求 报 名

参赛。

在项目设置上，分区赛设球类、素质

类等五大类 25 个项目。比赛从 6 月 10
日开始，由各区县、开发区陆续组织实

施。总决赛设三人制篮球、五人制足球、

乒 乓 球 、太 极 拳 等 11 个 竞 赛 项 目 和 游

泳、自行车 2 个交流项目。

活动期间，西安市将做好各项疫情

防控工作。整个比赛过程落实好赛事活

动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一赛事一方案、

一活动一方案”，确保整个运动会安全平

稳、顺利推进。

西安市将举办首届社区运动会

为备战 2022 年三人篮球亚洲杯、世

界杯、U23（23 岁以下）世界杯等国际赛

事，中国三人篮球队 6 月 8 日正式公布参

赛集训名单。本次公布的 4 套名单，分别

为男子一队和男子 U23 队各 6 人、女子一

队 7 人、女子 U23 队 6 人。队员来自五人

制、三人制篮球各级俱乐部和大学球队。

在男队阵容中，两名参加过东京奥运

会比赛的球员颜鹏、李浩南依然在列。男

队主教练王占宇说：“颜鹏、李浩南的奥运

参赛经历，在集训中能帮助年轻球员更好

地了解自己与高水平球队的差距。”

女队方面，保留了东京奥运会铜牌

阵容的 3 名球员张芷婷、万济圆和王丽

丽，而杨舒予已在日前入选五人制篮球

中国女篮集训名单。在女队主教练许佳

敏看来，奥运参赛经历，为球队积累了宝

贵经验，“从前期备战到每场奥运比赛，

有很多值得总结和提高的地方。”

据介绍，中国三人篮球队经历了为期

两个月的大集训，最终确定此次参赛集训

名单。4月 8日至 5月 11日，中国篮球协会

在四川金强篮球训练基地组织了大集

训。随后，集训队转训至浙江湖州，于 5月

底分队参加了在湖州德清举办的三人篮

球邀请赛（湖州站），针对不同的参赛队伍

进行了队内选拔，最终确定参加亚洲杯、

世界杯、U23赛事的阵容。

在杭州亚运会三人篮球比赛场地、

浙江湖州德清地理信息小镇三人篮球

场，中国三人篮球队组建女队 4 支、男队

3 支参加比赛：女篮分为蓝队、红队、U23
蓝队和 U23 红队，男篮则分为蓝队、红

队、U23 队。经过两个比赛日与省市俱

乐部的较量，国家男篮蓝队获得男子组

冠军，国家女篮红队获得女子组冠军。

教练组结合比赛，对球员的集训情况和

球场表现进行了现场检验、综合评估。

三人篮球比赛，由两队各 3 名球员在

半场进行攻防，节奏快、对抗强、接地气，

2017 年被列入东京奥运会正式比赛项

目。在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队夺得女子组

铜牌，收获该项目首枚奥运奖牌。进入巴

黎奥运周期，中国三人篮球队将在世界杯

舞台完成国际赛场首秀。6 月 21 日至 26
日，三人篮球世界杯将在比利时安特卫普

举行。小组赛阶段，男队与拉脱维亚队、

荷兰队、波兰队、日本队同在一组，女队则

将遭遇德国队、罗马尼亚队、立陶宛队和

日本队。

谈及世界杯参赛目标，王占宇说：

“入奥后，国际三人篮球项目处于快速发

展阶段。我们希望通过比赛积累经验，

紧跟国际潮流，为新的奥运周期做好准

备。”对于新奥运周期的备战计划，许佳

敏说：“一方面，要通过参加国际比赛，了

解各队的人员和战术变化，不断学习总

结；另一方面，通过参赛锻炼队伍，提高

球员技战术水平，为争取巴黎奥运会席

位丰富人才储备。”

中国三人篮球队参赛集训名单公布

以赛促练 加强备战
本报记者 陶相安 范佳元

“双奥之城，闪耀世界”，在今

年 高 考 语 文 全 国 乙 卷 的 作 文 题

中，出现了奥运元素。从 2008 年

到 2022 年，两届奥运会的举办，串

联起中国体育十余年来的进步与

发展。当高考作文“遇上”奥运，

勾起的是人们心中的美好回忆。

闪耀在回忆里的，是运动健

儿 在 赛 场 上 书 写 的 精 彩 故 事 。

两届奥运会，留下了一个个充满

速度、力量与激情的瞬间，也将

赛 场 内 外 的 经 典 场 面 深 深 镌 刻

在人们记忆中。2008 年夏天，乒

乓球赛场上，3 面五星红旗两次

同时升起，点燃无数观众的自豪

之情；刚刚过去的冬天，首钢大

跳台，苏翊鸣等年轻选手取得突

破，让世界看到中国冰雪运动的

青春活力。

14 年间，一代代体育健儿奋

发向上、追求卓越，为中国体育不

断掀开新篇章，也让观众在一次

次感动于竞技魅力的同时，更深

刻地感悟“更快、更高、更强——

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

闪耀在回忆里的，是运动健身成为生活方式的亲

身经历。从北京奥运会后设立全民健身日，到 2014 年

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再到借助冬奥筹办，实现

“带动 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运动逐渐成为人们日常

生活的一部分。“15 分钟健身圈”的打造，更让人们走

出家门就能走进运动场；越发智慧化的健身器材与设

施，也在不断提升人们的运动体验。

14 年间，体育产业不断发力，运动选项日益丰富，

跑一场马拉松比赛，去滑雪场亲近冰雪，体验飞盘、冲

浪、露营等小众潮流项目，运动生活更加多姿多彩，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在不断实现。

闪耀在回忆里的，还有一张张可亲可爱的面孔。

从 5 个造型各异的“福娃”，到风靡世界的“冰墩墩”“雪

容融”，奥运吉祥物展现着生机勃勃的中国形象，诉说

着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还有每一名提供热情服务的

志愿者、尽职尽责的工作人员、与其他代表团选手共话

竞争与友谊的运动员，以及所有关注奥运的观众，都是

中国文化的讲述者与传播者。

从 2008 年夏季奥运会到 2022 年冬季奥运会，从奥

运盛会的观赏者到全民健身的参与者，人们在感受奥

林匹克运动魅力的同时，也享有奥运会给生活带来的

改变，更为这改变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双奥荣光，不仅

流淌在考生的笔端，也映照在你我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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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5 月 29 日，小朋友在中国少儿

田径月·厦门少儿趣味田径运动会上跨

越障碍。 林海滨摄（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