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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儿体育联赛
焕发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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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一平

迷踪拳、查拳、华拳、船拳、杨式
太极拳⋯⋯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宅在
家的你听到这些词汇是否已经热血
沸腾，跃跃欲试？近日，由上海武术
院（上海市健身气功管理中心）举办
的“上海武术云挑战”正式上线。跟
着武术冠军的示范视频学习，市民
足不出户也能参与武术挑战，化身
“武林中人”，更有AI骨骼识别“黑科
技”帮你打分，看看自己离成为高手
还有多远。

聚焦线上赛事
AI助力市民挑战武林高手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没法出门？
想在家里练习武术又苦于找不到教

学干货？4月5日，由上海武术院发起
的“上海武术云挑战”点燃热潮，将线
下的擂台赛搬到线上，让各路武术爱
好者跟着世界冠军的示范，在线展示
自己的武学技艺。疫情期间，即使不见
面，市民也能与各路高手切磋武艺、强
身健体。

目前，活动注册已达3000余人，
120余人上传视频，还有来自法国、西
班牙等国外的武术爱好者也参与投
稿。据了解，本次赛事共设五个上海
传统武术项目，分别是迷踪拳、查拳、
华拳、船拳和杨式太极拳。通过公众
号链接的挑战赛H5页面，参赛者参照
武术冠军运动员的示范视频，自己录
制并上传指定项目的视频，随后后台
的AI系统通过与标准动作对比，自动
打分。最终结合市民线上投票和线下

专家评审后，就会公布最终的“武状
元”得主。
其实，这已经不是上海武术+科技

的首次出现在市民视野中了。去年的
武术世锦赛的武术嘉年华活动中，同
样的AI技术就已经有所亮相，计算机
智能技术让市民与武术大师“隔空PK”
成为现实。而在目前受到新冠肺炎疫
情的影响，线下比赛难以开展的情况
下，利用AI技术开展武术云挑战则成
为了最好的选择。
“现在很多市民宅家对抗新冠肺

炎疫情的传播，再加上很多青少年需
要在家里上网课，处于一个生活比较
单调的阶段，我们想趁此机会，通过这
样一个趣味、健康的活动帮助大家调
剂生活的同时，也能学会一些健身知
识。”上海武术院（上海市健身气功管

理中心）推广部负责人亓丽介绍，在上
海武术云平台上推出的冠军教学都特
别简化过，降低了市民入门的难度，即
使完全没接触过的市民也能很快“玩”
上手。

如何让武术“出圈”

将有更多新奇玩法来袭

日前，国家体育总局武管中心制
定了《体育总局武术中心贯彻落实<体
育强国建设纲要>实施方案》，其中提
到希望通过三步走的方式推动武术于
2036年入奥。如何让武术“出圈”，影
响到更多、更广范围的人群也许是入
奥途中非常关键的一步。
“这次我们举办上海武术云的活

动，同样是希望能通过科技与武术融
合这样新奇的方式，让更多年轻人接

触到武术、了解武术，助力武术‘出
圈’。”上海武术院（上海市健身气
功管理中心）党支部书记王立琴表
示，这次活动中的五个拳种大部分
都是非遗项目，具有深厚的文化历
史底蕴。但在目前时代背景下，如
何让传统武术与摩登气息相结合，
才是吸引更多人群关注武术的要
点所在。

除了利用AI、科技元素吸引年
轻人的目光之外，上海武术院计划
推出一系列活动，用武术与时尚元
素结合的方式深入人心。“目前，我
们准备针对4-7岁的小朋友推出一
些相关的教程，进一步扩大青少年
参与武术的基数。”据了解，后续上
海武术院还将推出“武术舞台剧”，
用艺术的形式讲述武术的故事。

AI黑科技助力“出圈”传统武术还有无限可能

从3月6日市体育局出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本
市体育场所复工工作指引》至今，规则细条在更新、增补，而
沪上众多的体育场所， 也越来越多地回归到了市民生活中。

理解与互谅，信心与期待，体育正以其特殊的能量，为上海的
春来复苏献出一份力。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电影院、剧场没开门，学校处于待
开学状态，大街上的人们仍是戴着口
罩出行，国内的防疫形势趋于稳定，但
与真正的恢复如昔还有些距离。不过，
在分布于申城大街小巷的体育场地
里，市民们已经找回了不少动起来的
乐趣。
应复尽复，能开尽开。3月17日，市

体育局根据疫情形势的变化，制定了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本市体
育场所复工工作指引（第二版）》，明确
规定除室内游泳池、利用地下空间的
密闭体育场所外，本市体育场所向社
会开放取消备案，可以直接复工。3月
26日，市体育局又转发了《上海市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关于继续调整本市企业复工复
产复市备案工作的通知》，对原需备案
确认复工的本市室内游泳池经营活动
取消备案，进一步加快本市体育场所
向社会开放，恢复经济社会发展和生
产生活秩序。

据记者了解到的数据，截至4月3
日，全市共有52家市和区属公共体育
场馆和2515家经营性体育场所复工开
放，开放率分别达到了83.9%和80%。
一方面积极推动体育场地的复工

开放，另一方面也不“一刀切”，让场地
方可从自身实际出发，掌握更多灵活
的选择———这也是上海体育的一大初
衷。以沪上室内游泳馆的开放来说，既
有以源深游泳馆为代表的冲锋在前
者，也有两天前才加入进来的东方体
育中心玉兰桥室内游泳馆。虽然复工
有早晚之差，但在场馆负责人看来，只
有做好了准备才是真正的吉日。
与别的室内体育场地相比，室内

游泳馆还需要对水温和室内温度有更
严格的控制，不然在申城三四月份的
天气中，让泳客们感冒着凉可是不成
的。疫情之下，室内游泳馆也需要关闭
暖气、打开新风系统，并要保持开窗以
做到室内通风。对顶棚不透光不利于
日间聚热且场地较大的东方体育中心
室内游泳馆来说，之所以定在两天前
才恢复开放，其中也有“保暖”的考虑。
据了解，恢复开放的东方体育中

心室内游泳馆，目前每天开放两场，每
场时长2.5小时。该场地首日开放的
400个预约名额，三个小时里就被
“秒”完了。在憋了一个漫长假期后，泳
客们早已按捺不住———这也是在近阶
段沪上各个已开放的室内游泳馆里普
遍存在的情况。

农历春节前，上海各区已投入运
营的共享运动场有56家，截至上周，其
中的35家已恢复开放。憋了许久的年
轻人纷纷撸起袖子，入场打球。不少社
区健身房也陆续开门了，居家已久的
老人们终于又能回归到这片熟悉的天
地。不过，在疫情尚未完全退去的当
下，恢复开放的众多体育场地还是守
着既要放得开也要管得牢的原则。

共享运动场运营公司的负责人告
诉记者，根据市体育部门的规定，现在
他们已不对入场打球的人进行限流控
制，“不过入门测体温和现场定时消毒
的环节还是得严格执行好。”也是受此
影响，所以目前已恢复开放的35家共
享运动场，都还没恢复到疫情前无人
化管理的状态。“区体育部门和社区都
有派人手来支援我们的现场管理，另

外我们也招募了一些志愿者。”
虽然目前还处于疫情期，有些小

型的体育场地建设工程也受到了一定
影响，不过据了解，让更多共享运动场
落户申城的商谈并未停下。目前，该运
营公司已与各区达成了近20个共享运
动场的合作意向。

在沪上众多的健身房中，那些针
对老年人群设计的社区健身房属于比
较特殊的一支。在忍了两个多月后，如
今它们也渐渐回归到了市民身边。不
过出于当下防疫的考虑，限流措施被
引入其中。比如，一个时段限流15人，
每个时段内限入场一次等。虽然不少
市民都觉得有些没过瘾，不过值此特
殊时期，大家也都能互相体谅。

复工场地持续增
开放率已达80%

放得开也要管得牢
复工时期理解互谅

体育为上海复工献出一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