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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作用 形成共识

“青少年成长的过程中，除了文化学习之
外，身体锻炼、意志锤炼也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是教育也好，体育也好，它们的第二个
字是‘育’，我认为‘育’是最重要的。”姚
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校园里的体育课程、升学过程中的体育
考试……在教育体系中，体育的作用正越来
越受重视。从家长到学校，正逐渐形成一种
共识：体育是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环。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多名代表和委员
就体育课程、体育考试建言献策。其中，民
建福建省委会主委、福建中华职教社主任吴
志明领衔百余委员联名提案建议，全面提高
体育权重，将体育科目纳入中、高考考试科
目范围，并设计与语文、数学等主科同等分
数，激发学生、家长、学校内生动力。同时，保证
中小学校公用经费中有合理的比例用于体育
支出，用于提升学校体育场地和设施。

更重视文化课学习、相对轻视体育——

中国教育中常年存在的“偏科”倾向导致的
青少年体质问题，近年来引发更多关注和反
思。各省区市青少年的体质监测显示，孩子
中“小胖墩”“豆芽菜”仍然很多，近视率和
肥胖率居高不下，青少年体质状况不容乐
观，这一切都呼唤全社会正视体育在教育中
的作用。

“我在国外打球时发现，队友们的成长路
径和我完全不同。她们自小和父母玩球，因
为喜欢才投入专业训练。”中国女排队长朱婷
认为，专业的体育教育应当提早启动，“关
口”前移到学龄前儿童，帮助和提高孩子的
身体发育、协调能力、智力发育。她建议规
范完善幼儿体育内容标准和教学大纲，积极
开发各类符合幼儿生长发育特点的运动项
目，营造幼儿体育教育环境氛围。

强身健体 塑造人格

事实上，体教融合已经是体育界和教育
界呼唤和讨论多年的“老生常谈”。业内人士
认为，过去体教融合工作存在短板，很大程

度上是因为缺少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如
今，随着 《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
康发展的意见》 的提出及相关顶层设计的完
善，体教融合有望收获更多实际成果。

姚明认为，围绕体教融合的各类顶层
设计、体制改革、机制创新，应当以人为
本，在促进广大青少年强身健体的同时，
不能忽视人格塑造。他建议，将适龄体校
学 员 、 专 业 运 动 员 全 部 纳 入 义 务 教 育 体
系，提升专业运动员的人文素质、科学素
质，建立涵盖基础体能、专项技能、专业
竞赛的社会化体育教学体系，密切关注各
个项目的后备力量培养。

“我自己就是‘体教融合’的受益者，我
也希望更多的青少年能从中受益。”中国女排
队员张常宁说，自己在教育系统接受了完整
的教育，这些知识对平常的训练、比赛很有
帮助。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张常宁提交了加
强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建议，她认为，
这不仅是校园体育的重要一环，对带动学校
体育事业健康有序发展和提升学生体质健康
水平，也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

除了队伍的建设，赛事的搭建也是体教

融合的重要一环。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陈立
人认为，赛事是撬动青少年体育普及的杠
杆，同时也是普通学校、竞技体育、社会俱
乐部彼此交流的平台和渠道。他说，希望相
关单位可以加强合作，进一步细化赛事平台
的搭建，通过改革创新，完善竞赛体系，让
更多年轻人参与到高水平竞赛中来。

多方合力 破解痛点

体教融合迈出关键一步，但要打通体育
和教育的“最后一公里”，仍存在不少难点和
痛点。

中国跆拳道协会和中国空手道协会主席
管健民指出，目前我国中小学校体育教育教
学工作仍然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
题，中小学校在体育师资专业性、体育课程
科学性、体育竞赛系统性和体育考核合理性
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转变体育在教育中的弱势位置，不能仅
靠教育部门单兵作战。体教融合的深入推
进，需要教育和体育部门、学校、家长、社

会等各方面形成共识和合力。
管健民建议，应当发挥国家、地方各级

体育单项协会在专项技术、人才方面的组织
优势，调动体育单项协会服务中小学体育教
育教学工作高质量发展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不仅需要体育系统主动发力，更需要教育部
门主动协同。

姚明表示，对于体教融合，最大的挑战
还是在意识层面，要真正认识到体育在教育
中的重要作用，为体教融合寻找合适的方
法。他建议建立相关平台，让各方人士各抒
己见，将校园环境、学业压力、家长心态等
因素综合考虑，一起寻找最佳方案。

事实上，在体教融合方面，中国篮球
一直走在前列。日前，中国大学生体协和
中国中学生体协与中国篮协签署 《促进体
教融合发展谅解备忘录》。中国篮协将协助
大学生体协和中学生体协建设以大学生联
赛为龙头，以高中、初中联赛为支撑的青
少年竞赛体系，在篮球教练员的培训及双
认证、整合竞赛体系促进篮球人才的培养
与输送、篮球赛事数据共享等多方面开展
战略合作。

体教融合，
让体育陪伴成长

刘 峣 孙晨彭

体教融合，大势所趋。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体育教育话题引发热议。“没有体育的教育是不完整

的，离开教育的体育是不牢固的。”正如中国篮协主席姚明所言，体教融合的核心
是要重视体育在教育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今年4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
健康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要树立健康第一
的教育理念，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等。改
革助力、各方参与，体育教育迎来发展新曙光。

和朋友踢球被铲伤，能不能要求赔偿？体育明星的肖像权如何开发和保
护？刚刚颁布的民法典，为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提供了更为坚实的法治保障。

自甘风险 放心运动

孩子在学校上体育课，受了伤，学校该不该担责？怎么担责？这些纠纷十
分常见，实践中对此类事件责任的判定难度较大。

对此，民法典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
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
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同时，民法典还明确了体育场
馆等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群众性活动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

这就意味着，如果踢球时被朋友碰到受了伤，如果不是故意或有重大
过失，受伤者不得请求朋友承担侵权责任。但如果孩子在学校上体育课时
受伤，学校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这一“自甘风险条款”，对于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进行了
规定，让大家更有信心、有动力参与文体活动，有利于群众体育、竞技体
育相关赛事活动的蓬勃开展，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与此同时，这也为落
实健身场所的管理责任、提升马拉松等群众性体育赛事安全性提供了保障。

人格保护 激活价值

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进一步强化了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
隐私权等人格权的司法保护，这对于体育领域中经常出现的肖像权纠纷提
供了更为有力的法律武器。

法律人士认为，民法典明晰了肖像权保护的内涵及外延，不仅有助于
运动员无形资产的保护与商业开发，同时随着体育明星IP的勃兴，未来也
必将惠及体育联赛以及整个体育产业，形成共赢的良性循环。

例如，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可以将自己的姓名、名称、肖像等许可他
人使用，这就是把人格权中具有典型商业价值的权利利用明确予以认可，
运动员就是权利主体，可以把自己价值最大化。

在肖像权方面，民法典拓展了肖像权定义的外延，将肖像定义为“通
过影像、雕塑、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体上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
的外部形象”，将此前以面部识别为核心的标准，拓展到可识别的外部形
象，有助于更加合理准确地保护运动员的肖像权。从长远看来，保护好运
动员肖像权也关系到体育产业的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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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记者刘峣） 6 月 1 日，由
人民体育与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联合发
起的“中华少年强·体育影视新时代工
程”正式启动。该工程将全面支持中国
青少年体育影视精品创作，护航青少年
身心健康成长。

据了解，该工程将汇聚国内外体
育、教育、影视、文化、科技等力量和
资源，全面支持和系统赋能青少年影视
创作，催生一批青少年体育题材影视精
品，并开展优秀作品公益展播，对青少
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讲好中华青少年
体育故事。

此外，工程还将联合社会各界力
量，共同研发青少年体育影视项目衍
生产品和服务，开展丰富多彩的青少
年体育影视教育活动，推动地方特色
体育文化事业，促进教育、体育、文
化、科普等事业的跨界融合与高质量
发展，打造青少年体育影视全产业价
值链。

人民网人民体育事业部总监、“中
华少年强·体育影视新时代工程”主任
彭元认为，在未来的国际文化交流中，
青少年体育影视作为重要的交流内容，
有着跨越各种障碍的强大精神力量。通

过青少年体育影视提升国家文化软实
力，是“中华少年强”新时代工程的重
要目标。

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中华
少年强·体育影视新时代工程”执行
主任黄军表示，世界电影史和中国电
影史上曾出现过不少精彩的体育题材
影片，如 《女篮五号》《排球女将》

《摔跤吧，爸爸》《绝杀慕尼黑》 等。
目前，中国青少年体育影片的数量和
质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青少年需
要更多极具震撼力、感动心魂的体育
电影。

打造优质体育电影

中华少年强体育影视工程启动

中国大学生男子篮球队在集训中。 新华社发

6月1日，北京市中学高一、高二年级，初一、初二年级和小学六年级的学生返校复
课，此次返校复课涉及北京市千余所中小学校共40多万名学生。

图为北京小学六年级学生在上体育课。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快乐的体育课快乐的体育课

足球爱好者在武汉百骏体育公园足球场上踢球足球爱好者在武汉百骏体育公园足球场上踢球。。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肖艺九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