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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开启后，不少学校增加了体育

课课时，校园运动氛围愈发浓厚。在江苏

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定向越野、帆船等项

目走进学校社团，孩子参与体育运动的热

情进一步被激发。在广西桂林市榕湖小

学，课间的操场因为运动的身影变成欢乐

的海洋。在山东日照市青岛路中学，校园

体育活动做到了课内与课后、线上与线下、

校内与校外相结合，百余门特色运动课程

使学生们的个性化需求得到满足。

近年来，校园体育正成为素质教育的

一抹亮色，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发挥越发积

极和显著的作用，助力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随着相关文件陆续

出台实施，“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渐成共

识。《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今秋实行，注重核心素养培养，勾勒

出以体育人的新蓝图；《关于深化体教融

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 37
项攻难点、补短板措施，使体教融合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少年强则国强，体育运动为

青少年塑造健康生活习惯，为社会的长远发展巩固基石。

开展校园体育活动，要开齐开足体育课，帮助学生在体育锻

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保量更应保质，

高质量的校园体育不仅需要配套各类软、硬件设施，更需要学校、

家长、社会形成合力。近些年，不少地方提升升学考试中体育的

比重，很多测评学生运动情况的软件完成研发并投入使用。事

实证明，这些举措持续发力，产生了令人欣喜的“化学反应”。

加强校园体育活动，还要发挥“教会、勤练、常赛”的价值，

通过丰富赛事活动供给，更有力地促进青少年茁壮成长。如

今，传统的足、篮、排“三大球”和乒、羽等“小球”已经成为校园

流行运动项目，攀岩、冰雪等新兴运动也在为热爱体育的青少

年提供更多选择。目前，首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正在进行，

赛事在各地设置 45 个赛区，目标是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大

学全部学年段，成为中国青少年足球发展的新起点。校园体

育活力迸发，更需要有多彩赛事活动作为长久支撑。

“青少年体育服务体系更加健全，身体素养显著提升，健

康状况明显改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列出的目标，正在体

育强国和健康中国的建设进程中逐渐落向现实。新学期，继

续上好体育教育这堂“必修课”，从强健体格到塑造人格，从掌

握运动技能到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校园体育在青少年的

成长中还将持续发挥多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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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强健体格到塑造人
格，从掌握运动技能到培养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校园体
育在青少年的成长中还将持
续发挥多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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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9月 22日电 （记者

李硕）中国举重队世锦赛第二次选

拔赛近日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

举行，女队 13 人、男队 10 人参加比

赛，充分检验了近期训练成果。东

京奥运会冠军李发彬和 00 后小将

廖桂芳在比赛中举出超世界纪录

的好成绩。

女队进行了 49 公斤级、59 公

斤级、71 公斤级、81 公斤级和 81 公

斤以上级 5 个奥运级别的比赛，蒋

惠花、罗诗芳、廖桂芳、汪周雨、李

雯雯分列第一。其中，廖桂芳抓举

118 公斤成功，超女子 71 公斤级抓

举世界纪录。

男队进行了 3 个奥运级别的比

赛以及非奥级别 81公斤级比赛。李

发彬、袁程飞、刘焕华分别获得奥运

级别 61 公斤级、73 公斤级、89 公斤

级比赛的第一名。在 61公斤级比赛

中，李发彬 5 次试举全部成功，以抓

举 146 公斤超出自己保持的抓举世

界纪录 1公斤，总成绩 318公斤也平

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

据悉，国家举重队将综合两次

选拔赛的成绩以及平时训练表现，

于 近 期 确 定 世 锦 赛 参 赛 队 员 名

单。2022 年举重世锦赛也是 2024
年巴黎奥运会的资格赛，将于 12
月在哥伦比亚举行。

中国举重队世锦赛选拔赛

两人超两项世界纪录 本报北京 9 月 22 日电 （王

亮、赵雨佳）2022 年国际篮联女篮

世界杯 22 日在澳大利亚悉尼开赛。

在 A 组比赛中，中国队以 107∶44 战

胜韩国队，取得首战胜利。

本场比赛，中国队开局阶段就

迅速拉开分差，始终牢牢掌控比赛

节奏，最终以 63 分的优势获胜，创

造对阵韩国队的最大赢球分差。

中国队本场比赛共有 5 名球员得分

上双，李梦和杨力维并列得到全队

最高的 14 分。两名身高超过 2 米

的内线球员李月汝和韩旭合力得

到 22 分 22 个篮板，帮助中国队在

篮板数量上以 58∶29领先对手。

2022 年女篮世界杯将进行至

10 月 1 日。12 支球队分 A、B 小组

采取单循环赛制，各组排名前四的

球队晋级八强。中国队于 23 日迎

来小组赛第二战，对阵波黑队。

女篮世界杯中国队首战取胜

北京时间 5 月 19 日，国际奥委

会正式宣布，中国男子 4× 100 米接

力 队 递 补 获 得 东 京 奥 运 会 铜 牌 。

作为中国队的主力选手，短跑名将

苏炳添在自己的第三次奥运之旅

中 终 于 收 获 了 一 枚 宝 贵 的 奖 牌 。

他通过视频发表“获奖感言”：这枚

奥运奖牌属于全部中国短跑人！

从 2015 年 首 次 闯 入 10 秒 大

关，到东京奥运会男子 100 米半决

赛跑出 9 秒 83，进入决赛。在追求

卓越的路上，33 岁的苏炳添从未停

下前行的脚步。无论是百米跑道

上的中国“飞人”，还是校园里传授

跑 步 技 巧 的 体 育 教 师 ，在 不 同 的

“赛道”上，他都在奋力奔跑。

赛场没有一帆风
顺，但他总能越挫越勇

北京时间 7 月 16 日上午，俄勒

冈世界田径锦标赛男子 100 米预赛

开赛，苏炳添第六次踏上世锦赛的

赛场。7 年前的国际田联钻石联赛

美国尤金站，正是在同一块场地内，

他跑出 9 秒 99 的成绩，成为首位闯

入 10秒大关的中国男子百米选手。

突破 10 秒大关之后，苏炳添又

在 2018 年跑出 9 秒 91，追平了男子

100 米亚洲纪录。东京奥运会上，

他又将亚洲纪录大幅提升至 9 秒

83，并成为首位闯入奥运会男子百

米决赛的亚洲选手。为中国田径

多次取得突破的同时，他也频频在

大 赛 上 带 来 惊 喜 ：2015 年 世 锦 赛

上，他和队友夺得男子 4× 100 米接

力亚军；2018 年亚运会上，他战胜

各路高手，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

宝贵的男子 100 米金牌。

荣誉并非苏炳添职业生涯的

全部，在困难中越挫越勇，书写着

他运动人生的另一个侧面。伤病

时有发生，其中包括几次严重的大

伤 ，但 每 一 次 他 都 能 从 挫 折 中 走

出，重返巅峰。赛场上也并非一帆

风 顺 ，2013 年 莫 斯 科 世 锦 赛 男 子

100 米半决赛中，苏炳添因抢跑被

罚下，导致他一度对发令枪响有了

心理阴影。但苏炳添并未退缩，反

而迎难而上，终于将起跑磨炼成自

己的优势。

“有一天我独自走到运动场，站

在跑道前，问自己是不是真的跑不

动了？”2019 年的一次重伤后，苏炳

添一度想过放弃，“内心很快就有了

答案，我还能跑，只要克服伤病，依

然可以飞起来！”勇往直前的拼搏精

神始终为他的运动生涯提供动力。

对技术细节有着
近乎苛刻的追求

俄勒冈世锦赛上，苏炳添连续

第五次闯入世锦赛男子 100 米项目

的半决赛。对短跑运动员来说，成

绩每提升 0.01 秒，都需要 100%的付

出，苏炳添更是对技术细节有着近

乎苛刻的追求。

苏炳添随身携带的小卷尺，早

已不是什么“秘密武器”。无论是

赛前训练还是比赛时，他都会拿出

小卷尺仔细测量，认真寻找摆放起

跑器的最佳位置。经年累月地总

结经验、学习研究，苏炳添不断“精

雕细琢”自己的跑步技巧，提高训

练效率，提升赛场成绩。

今年 4 月，苏炳添在人民日报

撰文《科学训练让我不断突破》，介

绍自己在东京奥运会上打破亚洲

纪录的“秘诀”。“通过学习研究，我

发现要提高成绩，必须解决自己之

前存在的股后肌群力量和踝关节

力量不足、主动下地速度和发力速

率偏慢、起跑姿势不合理等问题，

于 是 我 把 起 跑 脚 从 左 脚 改 到 右

脚。这对运动员来说是一个非常

重 大 的 决 定 ，最 终 让 我 实 现 了 突

破、取得了成功。”苏炳添写道，“此

外，脚踝下压、摆臂技术等的优化

调整，也是我在不断学习总结中逐

步形成的。”

“中国竞技体育的高质量发展

离不开科学训练这一关键动能。”

苏炳添说。除了在训练场上挥汗

如雨，不断研究课题、提升科学训

练的知识和理论水平也是他平日

训练备战的重要内容。近年来，苏

炳添在训练之余，还几次在学术期

刊上发表论文。在学习、训练中不

断对技术进行钻研，帮助他多年来

保持出色的竞技水平，不断为中国

田径创造优异成绩。

分享经历经验，帮
助更多年轻人

除了中国国家田径队运动员

的身份，苏炳添目前还是暨南大学

体育学院的教师。在赛场上，他激

励中国运动员们披荆斩棘、勇攀高

峰；在校园里，他则致力于传道授

业，尽力将自己的本领和知识传递

给更多人。

“在接触地面的时候，脚往上

直接拉，再往下，这样或许就可以

节省 0.01 秒……”去年第十四届全

运会之后，结束了一年比赛任务的

苏炳添回到校园，讲了一堂别开生

面的跑步分享课。从全身运动系

统的灵活性练习，到跑步的专项协

调性训练，面对充满热情的学生，

苏炳添一丝不苟、倾囊相授。

2021 年底，苏炳添速度研究与

训练中心在暨南大学揭牌，以田径

训练的前沿技术为主攻方向。今

年教师节前夕，苏炳添向暨南大学

捐赠 100 万元，用于培育高水平运

动员。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一份

力量是他的目标，“我将继续坚持

在跑道上探索自己的可能性，也会

尽力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和赛场经

验帮助更多学生，让他们接受先进

的短跑训练。”

在自己的“主赛场”——田径

赛道上，是否还能带来惊喜？至少

他从未放弃过努力。“我没有离开

跑道，因为我看到了继续突破的可

能 。 虽 然 很 艰 难 ，但 我 会 继 续 坚

持。”苏炳添说。

展望未来，苏炳添表示，在明年

杭州亚运会的接力赛场上，希望能

与队友共同拼搏，争取收获佳绩。

奋斗的脚步，永不停歇。

男子短跑运动员苏炳添—

为了0.01秒的提升，付出100%的努力
本报记者 刘硕阳

■体坛观澜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