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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校园体育更加
活跃，让体育成为青少年
成长的“标配”？深化体教
融合已成各方共识，正在
不断向纵深推进。建设体
育强国、健康中国，体教融
合之路，必定越走越宽广

暑期将至，许多家长把健身锻炼列

入了孩子的假期计划，游泳、羽毛球、网

球、篮球……多样的选择，映射的正是青

少年体育不断增长的需求。一方面，希

望孩子能有个健康的身体、快乐的童年；

另一方面，体育中考提高分值比重等，也

推动着家长们转变思路。

如何让校园体育更加活跃，让体育

成为青少年成长的“标配”？深化体教融

合已成各方共识，正在不断向纵深推进。

不难发现，体育中考正占据越来越重

要的位置。在全国普遍推行体育中考的基

础上，部分省份加大了体育分值。云南省

将体育中考总分提高至百分，去年北京市

教育局发布的体育中考方案更加精细化，

将乒乓球、羽毛球、体操、游泳等项目纳入

中考选项，得到家长称赞。这些举措都在

释放积极的信号，从“健康第一”的理念出

发，为孩子们营造全面发展的良好环境。

爱运动是孩子的天性。体育运动多

种 多 样 ，孩 子 总 能 找 到 自 己 喜 爱 的 项

目。但是，许多学校由于师资、场地等限

制，很难全面满足学生的个性化体育需

求。今年 5 月，湖北省体育局、教育厅联合印发《湖北省体

教融合示范区试点建设实施方案》，要求 12 个试点县（市、

区）与湖北省体育局篮球排球管理中心等 12 个体育单位联

合，借助体育专业人才充实师资力量、共享专业体育场地，

以弥补校园体育的短板，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法。

让体育的种子扎根校园，还要积极开展面向全体学生、

多种多样的体育竞赛活动。在深化体教融合的过程中，教

育部门可与体育部门合作，整合场地、教练、裁判等专业资

源，组织中小学生常态化体育赛事；另一方面，体育部门也

可从校园赛事中遴选有潜力的“未来之星”，逐步走上专业

竞技体育的道路，可谓一举两得。

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体教融合之路，必定越走越

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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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6 月 18 日，为期 16 天的国际

泳联第十九届世界游泳锦标赛在匈牙利首

都布达佩斯开幕。本届世锦赛游泳和花样

游泳的比赛在前半段进行，跳水则从 6 月 26
日开始成为后半程的主角，公开水域和水

球比赛穿插其中。截至当地时间 22 日，中

国队获得花样游泳项目 2 金 1 铜，游泳项目

1 金 3 铜，运动员的表现有突破、有惊喜，也

有遗憾。

花样游泳屡屡突破

中国花样游泳队是一支亚洲劲旅，在

世锦赛中屡屡摘银，曾在 2017 年布达佩斯

世锦赛上夺得过一枚自由组合金牌。这一

次，花游姑娘们再次向金牌发起冲击。

当地时间 6 月 19 日，中国队双胞胎姐妹

王柳懿/王芊懿夺得双人技术自选冠军，为

中国队摘得本届世锦赛首金。这也是中国

花样游泳队夺得的首枚奥运项目世锦赛金

牌。为中国队取得开门红，姐妹俩格外欣

喜。王柳懿去年因伤错过东京奥运会，留

下遗憾，但王柳懿说：“我们的心一直是在

一起的”。她们在训练和比赛中相互鼓励，

终于圆梦世锦赛舞台。

双人项目夺冠后，中国队延续良好状

态。当地时间 6月 21日，集体技术自选决赛，

8名选手伴随《我爱你中国》的悠扬旋律，演绎

以“追梦”为主题的作品，最终获得 94.7202的

全场最高分。中国花游队自 1983 年建队以

来，首次获得奥运集体项目世锦赛金牌。

“我们的对手就是自己。我要求队员

做好自己，全力以赴。”中国花游队教练组

组长张晓欢说：“今天我们把在新老交替、

克服困难的这 7 个月里艰苦训练的成果展

示出来，对得起过去这段时间的努力。今

天这套动作表现出姑娘们的爱国情怀，我

们向祖国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20 岁的男子选手石浩玙和同龄搭档张

依瑶，在花样游泳混双技术自选决赛中获

得 铜 牌 。 混 双 项 目 2015 年 进 入 游 泳 世 锦

赛，让更多男子选手能在花游项目上展现

力与美。 2017 年，石浩玙搭档盛姝雯代表

中国队首次亮相世锦赛，最终获得混双自

由自选第八名。 2019 年光州游泳世锦赛，

石浩玙/张雅怡获得混双技术自选项目第

五名。

泳池较量精彩连连

尽管有一些高水平选手没有参加本届

世锦赛，但泳池里的竞争依然激烈。开赛

以来，已有两项世界纪录和多项赛会纪录、

世界青年纪录被刷新。中国队运动员也在

与高手的比拼中不断刷新最好成绩。

女子 200 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队杨浚瑄

和汤慕涵并肩作战，前者曾在上届世锦赛

该项目创下世界青年纪录，后者则在去年

陕西全运会上刷新了杨浚瑄保持的全国纪

录。决赛中，杨浚瑄很好地保持了游进节

奏，最后 50 米她顶住了旁边泳道选手的冲

击，以 1 分 54 秒 92 的成绩率先到边，为中国

游泳队拿下首金。汤慕涵则从第八一路追

到第三，收获了自己的首枚世锦赛奖牌。

细节决定成败。杨浚瑄在赛后表示，

赛前没有过多关注结果，唯一想法是把转

身等技术细节做得更好一些。“和高手的差

距主要是在细节上，这次后半程追上来，在

速度和耐力上都做得不错。”杨浚瑄说。

中国游泳的另一冲金点是东京奥运会

女子 200 米蝶泳冠军张雨霏，第四次参赛的

她，原本渴望用金牌补上自己 200 米蝶泳大

满贯（奥运会、长池和短池世锦赛金牌）的

最后一块拼图。决赛中，张雨霏在前 100 米

保持领先，后半程开始掉速，最终以 2 分 06
秒 32 摘得铜牌。此前，张雨霏在女子 100 米

蝶泳项目上也获得铜牌。

原定今年上半年举行的全国游泳冠军

赛、锦标赛以及 9 月举行的杭州亚运会延

期，中国游泳队的备战节奏受到影响。出

征世锦赛前，不少运动员的状态尚未调整

到最佳，但他们依然全力以赴、顽强拼搏。

张雨霏说，希望调整好训练和比赛节奏，保

持竞技水平，再创佳绩。

小将发挥可圈可点

前 50 米排在第七，后 50 米的分段游速

冲到第一，在男子 100 米自由泳决赛的“飞

鱼大战”上，中国队 17 岁小将潘展乐发挥出

色，以 47 秒 79 的成绩位列第四，距离站上领

奖台仅差了 0.08 秒。

7 年前的俄罗斯喀山游泳世锦赛上，宁

泽涛以破亚洲纪录的成绩夺冠。如今，潘

展乐成为又一名闯入男子 100 米自由泳决

赛的中国选手。难能可贵的是，他连续两

次游进 48 秒，半决赛以 47 秒 65 的成绩追平

了宁泽涛创造的全国纪录。

尽管没能收获奖牌，但潘展乐很珍视

这次历练的机会。“在这样的世界大赛中和

高手过招，感觉很好。和我在去年全运会

上的成绩相比，这次半决赛快了近 1 秒，刷

新了个人最好成绩。”潘展乐说。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游泳世锦赛目前

两项新诞生的世界纪录，都是由 00 后选手

创造的——意大利队 21 岁的切孔打破男子

100 米仰泳世界纪录，匈牙利队 22 岁的米拉

克打破了自己保持的男子 200 米蝶泳世界

纪录。当今世界泳坛的竞争态势日趋年轻

化，要想在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中国游泳

运动员还需继续打磨技术，勤练多赛。

游泳世锦赛开赛以来，中国队表现出色

泳池勇争锋 选手展风采
本报记者 孙龙飞

核心阅读

截至当地时间 22日，中
国队获得花样游泳项目 2金
1铜，游泳项目 1金 3铜，运
动员的表现有突破、有惊喜，
也有遗憾。当今世界泳坛的
竞争态势日趋年轻化，要想
在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中
国游泳运动员还需继续打磨
技术，勤练多赛。

本报北京 6月 23日电 （记者陶相安）北京时间 22 日，在比

利时安特卫普进行的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

男队前两场先后负于荷兰男队和拉脱维亚男队。

首场比赛，面对两届世界杯银牌得主荷兰男队，中国男队在

开局阶段迅速进入状态，以 4∶1 取得领先。此后被对手连续造

成犯规，面对高强度的对抗，中国男队进攻手感下降，以 15∶21
负于对手。第二场比赛，中国男队对阵东京奥运会冠军拉脱维

亚男队，最终以 6∶22 失利。

6 月 24 日，中国男队将迎战小组赛另两个对手波兰男队和

日本男队。根据规则，4 个小组中排名首位的球队将直接进入

八强，小组第二、第三名需通过附加赛争夺剩余 4 个晋级名额。

三人篮球世界杯小组赛

中国男队前两场接连负于强队

本报北京 6月 23日电 （记者陶相安）6 月 23 日是国际奥林

匹克日。为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推广奥林匹克运动，中国奥委会

自 6 月 8 日起通过线上方式开展第三十六届奥林匹克日活动。

本届奥林匹克日活动以“携手共创美好世界”为主题，邀请

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和体育名将在云端向网友发出运动接力挑

战，为奥林匹克日送上祝福，带动民众在运动中感受奥林匹克的

精神和魅力。

据了解，活动上线 16 天以来，共有近百位奥运冠军、世界冠

军和体育名将参与，话题累计阅读量超 12 亿，视频播放量超 6 亿

次，还吸引超过 20 万人线下自发参与。广大体育爱好者纷纷加

入活动，共同传递奥林匹克精神，践行“更快、更高、更强——更

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

本届活动还与公益事业相结合。根据在有关平台举办的

“奥林匹克日全民健身公益挑战赛”的最终参赛人数，中国奥委

会将向山西繁峙、代县和贵州织金的中小学分别捐赠价值 16 万

余元的体育器材和用品，支持当地青少年体育和奥林匹克事业

发展。

国际奥委会于 1948 年设立奥林匹克日，旨在纪念现代奥林

匹克运动的诞生，同时号召更多人加入到体育运动中来。自

1987 年以来，中国奥委会积极响应国际奥委会号召，已连续 36
年开展不同形式活动。

携手共创美好世界

中国奥委会举办奥林匹克日活动

本报北京 6 月 23 日电 （记者郑轶）北京时间 23 日凌晨，

2022 年国际棋联世界冠军候选人赛在西班牙马德里结束第五

轮争夺，中国名将丁立人在胜势局面下功亏一篑，最终弈和阿塞

拜疆棋手拉贾波夫。5 轮战罢，丁立人 4 和 1 负暂积 2 分。

这是丁立人第三次参加世界冠军候选人赛。近两年来，虽

然他参加的线下赛事不多，但网络赛事从未中断，而且战绩颇为

抢眼。目前，丁立人的等级分高居世界第二，此次以头号种子出

战候选人赛，被视为最有希望脱颖而出的棋手。

本届候选人赛仍为 8 人 14 轮双循环赛，争夺向世界棋王卡

尔森挑战的资格。前 5 轮比赛过后，俄罗斯棋手涅波姆尼亚奇 2
胜 3 和积 3.5 分领跑积分榜，美国棋手卡鲁阿纳 1 胜 4 和积 3 分暂

列次席。

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候选人赛

丁立人第五轮弈和拉贾波夫

早晨 7 点多，仝保民换上运动服，架好摄

像机，像往常一样开始了他的健身直播课，

在线上和众多体育爱好者一起，开启快乐的

健身活动。

仝保民是北京的一名国家级社会体育

指导员，从事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已有 10 多

年。他说：“希望用我的专业知识，让更多

人爱上运动。”现在，他又跟上潮流，积极利

用网络平台开展线上公益教学，累计已超

过 300 小 时 ，成 为 深 受 体 育 爱 好 者 欢 迎 的

“仝老师”。

投身体育热潮，服务
大众健身

这 些 年 的 周 末 和 节 假 日 ，仝 保 民 几 乎

都在健身志愿服务中度过。他说：“越到周

末和节假日，健身的人越多，我就越忙。”帮

助别人的同时，他也有自己的收获：“有一

次在西藏，培训班结束后，学员们送的哈达

多得根本拿不下。得到大家的认可，我特

别开心。”

10 多年来，仝保民到过国内 60 多座城

市进行健身指导。分享自己所思所学的同

时，他也深切地感受到，体育在人们日常生

活中的作用日益显现。“群众的运动热情越

来 越 高 ，人 们 的 获 得 感 、幸 福 感 越 来 越 强

了。”他说。

仝保民和全民健身结缘，还要从 2008 年

北京奥运会说起。那一年，他从北京体育大

学民族传统体育（武术）专业毕业，近距离感

受着“奥运之城”的氛围。他回忆说：“街头

巷尾，进行体育锻炼的人特别多，大家的运

动热情被点燃了。”他将所学运用到全民健

身事业之中，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

2009 年 8 月 8 日，全国首个“全民健身

日”，约 3.4 万人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景观

大道进行太极拳表演，仝保民和他的队员

们就在其中。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仝保民

觉得很开心也很自豪：“大家参与的积极性

很高，但很多人的动作不标准，我正好可以

帮助他们。”

这 段 经 历 激 发 了 仝 保 民 更 大 的 热 情 。

从那之后，他利用更多的业余时间深入街

道社区，指导大家练习太极拳、太极扇等。

他也格外重视专业知识的更新，考取了国家

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以便更好投入到全

民健身志愿服务中去。

创编视频教材，热心
项目推广

进行线下教学的同时，仝保民还创编拍

摄了 30 余套太极拳、太极扇、太极伞等项目

的视频教材，制作发表了 30 余篇技能分解教

学图文，并执笔编写、示范《吴式太极拳段位

制》教材。“期待能系统地总结、交流自己这

些年的所思所学，帮助更多人参加健身锻

炼。”他说。

大学期间，仝保民还喜欢上了柔力球运

动。经过不断钻研，他成了这项运动的专

家，并接受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的邀请，

常常参与太极拳、柔力球等项目的创编和示

范。他将柔力球套路动作从最初的 8 式创编

至现在的 56 式，从易到难形成一个系列，更

有利于项目推广。

“我们每年都会推出几套新编的套路，

根据项目发展制定新的技术标准，让群众健

身有更多选择。”仝保民说。

2020 年，北京市柔力球协会成立，仝保

民担任秘书长，从指导教学到制定技术标

准，他极其热心地推广这项运动。他还特意

组织创编了“迎冬奥”系列柔力球套路，为北

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营造浓厚的氛围。

不断总结经验，提高
指导水平

随着人们健身意识的增强，参与全民健

身的人群不断壮大。“现在热爱运动的中青

年越来越多，他们的需求更加多元化，要求

也更高。”仝保民说。

2014 年，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随

后，《“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体育强国

建设纲要》《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

《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

系的意见》等文件相继出台，全民健身事业

蓬勃发展。

随 着 全 民 健 身 体 系 建 设 越 来 越 完 善 ，

仝保民觉得“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也

更 加 需 要 系 统 化 ，重 培 训 也 要 重 实 践 指

导。”见到一些好的经验做法，仝保民会认

真记录下来。 2019 年，他参加了国家体育

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组织的调研活动，

参观了安徽阜阳市两个街道的社会体育指

导员站点，体验了当地的农民趣味运动会，

他印象深刻：“如何让大家带着兴趣和热情

学，这是一个课题。通过和同行们的交流，

我受到不少启发。”

这些年，在仝保民的身边，体育爱好者、

体育教师、优秀运动员、体育科研人员等纷

纷加入全民健身志愿服务行列，社会体育指

导员队伍越来越壮大。据悉，截至 2021 年

底，国内获得技术等级证书的社会体育指导

员超过 270 万人，他们以辛勤的工作为大众

科学健身提供指导和帮助。“我就是其中的

一员，作为体育强国建设的一线工作者，我

深感自豪。”仝保民说。

社会体育指导员仝保民—

“希望用我的专业知识，让更多人爱上运动”
本报记者 季 芳

我们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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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6 月 23 日，王

柳懿/王芊懿在比赛中。

当日，在匈牙利布达佩

斯 进 行 的 2022 年 世 界 游 泳

锦标赛花样游泳双人自由自

选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柳懿/
王芊懿夺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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