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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赛季中超联赛回归之际，第二届

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以下简称“中青

赛”）也火热进行。

2015 年印发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

总体方案》提出“三步走”目标，明确要

“实现青少年足球人口大幅增加”。瞄准

这一方向，校园足球着力改革发展。走

过 8 年，这片足球“土壤”收成如何？记

者日前走访多地中小学，从校园足球一

边探索、一边完善的步伐中，感受足球从

娃娃抓起的蓬勃之势。

从校内联赛到县
区级、市级、省级直至
国家级，五级赛事体系
日益完善

一所由小学举办的足球联赛，有 28
支队伍参赛，共进行 10 轮比拼，并且每

周进行。这是武汉市万松园路小学举办

的“万超”联赛。从赛前教练带队员热

身，到场上学生裁判员熟练执裁，再到场

边随时待命的救护车和医护人员……井

然有序的赛事组织让人印象深刻。

在《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

中，通过普及推广和竞赛体系建设，让更

多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是校园足球的

主要任务。各地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因

地制宜进行探索，校园足球秉持“教会、

勤练、常赛”的思路，在面向人人的基础

上，从校内联赛到县区级、市级、省级直

至国家级的五级竞赛体系日益完善。

今 年 的 中 青 赛 男 子 U17（17 岁 以

下）组，报名球队超过 200 支，部分小组

的比赛特意设在了中学校园。比如首次

参赛的贵州都匀一中主场作战，许多学

生第一次近距离观看足球赛事，他们心

里埋下了足球的种子。

河北遵化益众中学足球队在本届中

青赛崭露头角，令人惊喜。该校艺体中

心主任钱立民表示，学校目前已完成初、

高中男、女足球队的组建，小学阶段的梯

队建设也在迅速推进，“希望未来能看到

更多学生迈向全国赛的舞台。”

中青赛作为引领，各地区赛事也如

火如荼。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办公

室执行秘书乔岱虎介绍，天津、江苏等地

均有较为成熟完备的青少年足球赛事体

系，每年都会进行省市级别的赛事。

走进山东省青岛市南京路小学，富

有 足 球 元 素 的 黑 板 报 、照 片 墙 随 处 可

见。2015 年 4 月，青岛成为首批“青少年

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之一，成立了国内

首个实体化校园足球协会。目前，青岛

已构建起从小学到大学的四级校园足球

联赛体系。青岛市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副

主任孙震介绍，全市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达 425 所 ，国 家 级 足 球 特 色 学 校 达 249
所，全市中小学经常参加足球活动的人

数达 30 余万，占全市学生总数的 30%。

在深圳罗湖，覆盖班级、校级、区级

和市级的四级校园足球联赛让校园里洋

溢着浓厚的足球氛围，10 余年来，当地

从 8 所学校、8 支球队壮大到 67 所学校、

141 支队伍。“只有扎扎实实做好项目普

及，才能扩大足球人口，筑牢根基。”深圳

市 罗 湖 区 校 园 足 球 办 公 室 负 责 人 高

凯说。

专业教练的加盟，
让校园足球的发展更
有底气

武汉市万松园路小学“万超”联赛教

练团队负责人邓世俊今年 51 岁，扎根校

园近 30 年，取得亚足联讲师、亚足联职

业级足球教练员资格。“每周末打完比

赛，我们都会把比赛资料拷贝回去，周一

开教练员集体分析会，制定这一周的训

练内容。”邓世俊说。

目前，万松园路小学足球队有 10 余

名专职教练员，全部持有亚足联 C 级及

以上级别教练资格证。邓世俊说：“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学校引入专职教

练员，为校园足球训练提供了强有力的

专业保障。”

在发展校园足球的整体框架中，既

要面向全体普及推广，也要面向精英培

养专长。足球技能教学和训练需要“专

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教练的能力高低成

为决定青训水平的重要因素。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凡是校园足球

开展较好的地区或学校，都在师资力量

上下了功夫。广东梅州近年招聘了 100
多名足球专业毕业生充实教师队伍，同

时引进 4 个外教团队，指导校园足球精英

运动员选拔训练，当地校园足球成绩居

全省前列。河北遵化益众中学足球队组

建一年进步明显，与中国女足原代理主

帅王海鸣担任该校青训总监密不可分。

专业教练的加盟，让校园足球的发

展更有底气。但随着发展规模不断扩

大，基层足球教练的缺口也愈加凸显。

从 2015 年起，国家级青少年足球师资专

项培训开始实施，各省区市足球教师专

项培训也同步展开。

天津市足协自 2016 年以来，举办了

D 级、C 级等教练员培训班超 60 期，培养

对应级别教练员近 1500 人。天津市足

协副主席、秘书长崇勇表示，这些教练充

实到各青训基地、俱乐部和学校中，强化

了青训力量，不同体系球队的实力差距

逐步缩小。

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7 月，全国已

设立 3.28 万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成为

构建高效青训体系的“蓄水池”。

发挥育人功能，培
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在参与足球运动之前，陕西留坝的

孩子很少能走出大山。如今，作为全国

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县，这个人口不足

5 万的山区小城闯出了名堂。足球少年

们有的进入高校继续求学，有的进入职

业俱乐部，还有的站上更高级别的赛场。

足球为孩子们带来更多可能。化解

学训难题，深化体教融合，不只在于夯实

足球人才根基，更铺展出一条促进青少

年健康成长的路径。

“不少球员在兼顾学习和训练的过

程中，提高了个人的综合素养，这有助于

他们在球场上快速解决问题，也有利于

更好地接受新知识。”北京人大附中足球

队领队李军说。

发挥足球的育人功能，培养全面发展

的人才，如今已成为越来越多学校的选

择。深圳罗湖重点打造校园足球“全明

星计划”：足球之星、小记者之星、拉拉队

之星……“目的就是让每个学生都能在

体育运动中发挥特长、磨炼意志。”深圳市

罗湖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郭玉竹说。

与此同时，罗湖区还积极探索中学

与高校联合培养、输送足球人才，推动与

同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 10 多所重点

大学的足球项目合作，开创了当地校园

足球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校园足球可持续发展，助力青少年

成长，与足球为伴的日子成为他们人生

的宝贵财富。深圳锦田小学校队球员丘

非凡非常喜欢奔跑在球场上的感觉，他

说：“我感受到足球带给我的激情与快

乐，赢球后的我更自信了。如果初中还

有足球队，我还会参加。”

（本报记者孙龙飞、陈晨曦、郑轶、王

亮、李洋、陶相安）

上图：贵州省黔西市金碧镇第三小

学校园足球队员在训练。

周训超摄（影像中国）

左图：江苏省海安市高新区实验小

学的学生在体育课上练习足球。

翟慧勇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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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通过普及推广和竞赛
体系建设，让更多青少年
参与足球运动，是校园足
球的主要任务。2015 年
印发的《中国足球改革发
展总体方案》提出“三步
走”目标，明确要“实现青
少 年 足 球 人 口 大 幅 增
加”。瞄准这一方向，各地
教育部门、体育部门以及
学校多措并举筑牢项目
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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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6月 7日电 （记者王亮）日前，在爱尔兰米

尔斯特里特举行的巴黎奥运会马术三项赛 F/G 组团体资

格赛中，中国马术队力压日本队获得亚军，就此获得巴黎

奥运会马术三项赛团体赛参赛资格。

马术三项赛由盛装舞步、越野赛和场地障碍赛组成，

罚分越低的队伍排名越高。本次比赛排名前两位的队伍

获得该项目奥运参赛资格。最终，由包英凤、梁锐基、孙

华东和华天组成的中国队以 122.1 个罚分的总成绩排名

第二，澳大利亚队排名第一。中国队继东京奥运会后，第

二次收获马术三项赛团体赛奥运会入场券。根据规则，

中国队还将自动获得 3 个个人赛的参赛资格。

中国队获得巴黎奥运会
马术三项赛团体赛参赛资格

本报西宁 6月 7日电 （记者贾丰丰）记者从青海省

体育局获悉：2023 第十七届中国·青海国际抢渡黄河极

限挑战赛定于 6 月 16 日至 27 日在青海省海东市循化撒

拉族自治县，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共和县龙羊峡，果

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 4 地举行。本届赛事共计 12 天，来

自 24 个国家和地区的 248 名运动员报名参赛。

今年赛事首次引入积分制，并增加了龙羊峡站，形成

一 河 贯 穿、4 站 相 连、阶 梯 挑 战 的 新 模 式 ，比 赛 海 拔 从

1800 米、2100 米、2600 米，逐渐上升至 3000 米。

赛事组委会着重强化赛事安全，制定赛事组织运行

方案并建立应急机制，把安保措施落实到各个环节。比

赛期间将启动黄河文化季，扩大赛事影响力。同时，赛事

将突出绿色办赛、开放办赛、节俭办赛、安全办赛的理念，

全面推进开放性、市场化运营。

青海抢渡黄河极限挑战赛16日开赛

本报北京 6月 7日电 （记者孙龙飞）

日前，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会同国家发展

改革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住房城乡

建设部办公厅、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印发

《全 民 健 身 场 地 设 施 提 升 行 动 工 作 方 案

（2023—2025 年）》（以下简称《方案》），启

动实施“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提升行动”，促

进各地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建设和使用。

近年来，在各级政府共同努力下，各

地健身设施“有没有”问题正得到逐步破

解，健身设施“好不好”问题加快改善，体

育场馆“开不开”问题得到有效应对。为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运动健身需求，

实现全民健身工作高质量发展，《方案》主

要内容围绕健身设施强基础、提质量、优

服务、增效益四大行动展开，并提出主要

目标：到 2025 年，与城乡人民群众需求相

适应、与人口要素相匹配的县（市、区）、乡

镇（街道）、行政村（社区）三级公共健身设

施和社区 15 分钟健身圈实现全覆盖。常

住人口 20 万以上的县级行政区域至少建

有一个公共体育场，或田径场、全民健身

中心、体育公园、公共体育馆，乡镇（街道）

全民健身场地器材短板得到补齐，行政村

（社区）等公共场所全民健身器材进一步

优化提升，健身步道、体育公园、户外运动

设施等绿色便捷的全民健身新载体大幅

增加。

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将会同相关部门同向发力，统筹利用各

类资金渠道，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加大督

导力度，依托健身场地设施开展更多公益

性群众性体育赛事，加快解决群众“健身去哪儿”难题，推动构

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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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奔跑

吧·少年”儿童青

少年皮划艇项目

主题健身活动在

北京举行。孩子

们在教练的带领

下开展了皮划艇陆地训练、水上基础

培训等活动，也尝试了“皮划艇救小黄

鸭”等趣味游戏。活动结束后，多名小

选手对皮划艇运动产生了兴趣。

在适合玩水的季节，体验一把平

日鲜有接触的皮划艇项目，不仅让孩

子们收获了体育运动的快乐，更在他

们心里埋下了水上运动的种子。

体育锻炼具有趣味性、挑战性，不

仅可以强身健体，还能带来有益成长

的新体验。

在四川成都，凤凰山体育公园不

仅是成都大运会篮球项目主赛场，近

日还成了热门打卡地。这里举办了面

向青少年的游览活动，孩子们可以来

到赛场中心升国旗、奏国歌，感受体育

带给运动员的责任与荣耀。在新闻发

布厅，孩子们还可以尝试担任小新闻

发言人、小记者。

以体育为载体，各地涌现出越来

越多丰富多彩的活动。体育以多种方

式助力青少年成长，为孩子们插上梦

想的翅膀。

6 月 2 日，在中超联赛北京国安主

场对阵长春亚泰的比赛中，6 名来自

青 海 玉 树 的 孩 子 与 球 员 手 牵 手 步 入

球场，第一次感受

国 内 顶 级 足 球 联

赛 的 氛 围 。 体 育

与公益“牵手”，他

们的到来，赢得了

现 场 观 众 的 欢 呼

与掌声。其中一名有 5 年球龄的少年

说 ：“ 入 场 时 ，我 被 现 场 氛 围 震 撼 到

了，希望未来我也能成为一名足球运

动员。”

了解一项体育运动、学习大型场

馆建筑知识、沉浸式游览赛场、模拟相

关职业……近年来，体育与青少年之

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更多样的体育活

动，带给青少年更多元的体验、更广阔

的视野，这将有助于滋养他们的人生。

更丰富的体验，更茁壮的成长
高 佶

■体坛观澜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