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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篮球协会与中国大学
生体育协会、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在
北京大学签署《促进体育融合发展谅
解备忘录》，签字各方将发挥各自领域
优势，在篮球项目上深化体教融合，共
同促进青少年健康和中国篮球发展，
这也是继2017年各方在上海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后的进一步携手。“我相信此
次战略合作一定可以走出一条适合中
国国情的体教融合之路。体教融合绝
对不是口号，而是很好的未来。”中国
篮协主席姚明说道。

自2017年担任中国篮协主席之
后，姚明始终致力于推动“体教融合”
在篮球项目中的发展，无论是启动尘
封半个世纪的“小篮球计划”，抑或是
为大学生球员拓宽迈入职业联赛的道
路，正如他在2012年担任全国政协委
员时期所说的那样，“我非常坚持体育
是教育的一部分。我希望我们的体育，
体教分离的情况可以重新得到认识，
并且重新拼装在一起。”

据了解，相较于各方在2017年签
署的战略合作协议，此次备忘录的内
容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有所加
强和提高，一共分为“推进篮球教练
员、裁判员培训等有关工作”、“努力
实现篮球赛事数据共享”、“合理设置
参赛资格、联合培养篮球人才”、“中
体协与中国篮协联合推广‘小篮球’
项目”、“加强宣传及市场开发等领域
合作”等五大板块。“大学篮球对整个

社会来说是一个广泛的品牌，不仅是
体育人才从那走出来，我相信其他的
行业人才都在产出，我们必须认清这
样一个方向。”中国篮协主席姚明相
信学校能够培养出越来越多优秀的
体育苗子，“当我们有一个坚实的平
台之后，再加上我们原有的专业培训
体系的一种弥合，加强之后会形成一
个更加坚固的品牌。我坚信的一句话
就是有了平台不一定有高度，但是没
有平台一定没高度。”

在之前接受央视《新闻1+1》节目
采访时，姚明曾坦言体育只有和社
会更加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才能更
有潜力地向前发展，而如今中国篮
协和中国大、中学生体协的合作更
让外界看到了中国篮球改革的坚定
步伐。“以前体育和教育的目标是不
一样的，体育系统就是拿金牌、拿成
绩，教育系统的目标是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立德树人。我们跟中国篮协
合作，首先把目标和任务达成一致，
从培养全素质人才的角度，去发展整
个中国篮球，包括弘扬篮球文化。”中
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副主席申震说
道，而在姚明看来，中国篮协合作的
出发点是希望夯实项目发展的基
础，即致力于金字塔的底层，将其做
大做强，“普及是最基础的一个问
题，如果没有普及，那就没有提高
了。我们在每一个阶段必须有优先
级，要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普及”是现阶段优先级

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参与到
中国篮球的发展当中，部分青少年篮
球赛事正在学生群体中变得愈发火
热，但与此同时这些校园赛事却和中
国篮协举办的U系列青少年赛事存在
一道“隐形”的壁垒，导致同一年龄段
存在两种不同的竞赛体系。“原来我们
学校系统的比赛从参赛资格上要求学
生一定要在籍、在读、在训。违反其中
任何一条，是没有资格参加教育系统
的比赛的。”申震说道，“但在可预见的
未来，我们鼓励职业运动队，利用好的
场馆设施、高水平的教练团队，去帮助
学校运动队提供训练的资源，提供高
水平的训练。”

据悉，中国篮协和大、中学生体
协还在考虑更为大胆的尝试，探讨将
初、高中联赛和传统体校、U系列赛事
进行融合发展，“我们会进一步地去
协商这个问题，依据目前的情况，看
看我们怎么样勾画出更好的一个互

相协同的一个状态。”随着王少杰，万
圣伟等从校园篮球体系中走出来的
球员在CBA职业联赛的舞台闪闪发
光，未来或许有更多的学生球员有望
沿着他们的足迹追逐自己的篮球梦
想。“其实我觉得一直是通的。所谓的
不通，大家感觉可能是过去的或者说
传统的专业体系的训练和大学联赛
水平的差异。从体系上来说，我认为
完全是通的。”姚明说道。

除了实现参赛资格的互通之外，
中国篮协和中国大、中学生体协正在
努力效仿国外的一些专业机构组织，
实现篮球赛事数据的共享。“就我所
知，已经有一些社会机构已经在做这
些排名了，我相信有这样一个大数据，
有这样一个排名，非常好。”事实上，在
部分篮球高水平的国家和地区中，已
经有一套非常成熟和完善的体系去记
录一名球员的成长轨迹和技战术特
点，对于中国篮球而言，目前仍处于一

个起步的阶段，“数据的想象空间是非
常非常大的。它除了一个注册资格的
问题，还可以对运动员的成长进行跟
踪，包括他十岁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十
五岁的状态是怎么样的，二十岁的状
态是怎么样的，包括他的身高、体重，
这些最基本的，包括他的运动能力，和
他参加过的比赛的情况，这样使我们
更加清晰地了解到一个运动员，去预
测他的未来。”
据申震透露，教育系统内的学生

联赛数据统计将在未来导入到中国
篮协的系统内，而这样一个调整和
变化将有利于职业俱乐部在选秀大
会中更加了解和评估学生球员的发
展。“其实现在这个体制没有任何壁
垒，任何一个球员都可以来参加职
业联赛的选秀。但是你说有没有问
题，当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去一步
步地解决，但是没有明显的一个障
碍。”姚明说道。

打通参赛壁垒，实现“数据共享”

在业内人士看来，教练员水平决
定了如今普通学校和传统体校之间
的训练差距，尽管近年来像王磊、陈
磊这样的职业运动员在退役之后前
往高校执教，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
绩，但是类似于的退役球员想要前往
高校担任主教练依旧受到了不少的
限制，这也让校园篮球中的教练员培
训工作成为了中国篮协和中国大、中
学生体协合作的重中之重。“我们希
望通过和大学生体协这个合作，包括
和我们已经建立长期关系的上海交
大、清华大学等这样优秀院校的合

作，把教练员培训体系做得更深化。
这是我们签署协议的第一项，希望把
教练员培训、认证做得更好。”姚明说
道，“现在我们可能更关心运动员的
成长，但是运动员从哪来呢？都是靠
我们教练员去把他们带出来。教练员
的成长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除此之外，姚明希望可以打通优

秀退役运动员进入大学的通道，不仅
仅是为运动员未来能否成为教练去做
一个铺垫，更重要的是再就业，让他们
通过进入学校，重新获得一个进入社
会的机会，避免出现退役之后在工作、

生活中出现困难的情况发生，“我相信
我们也需要不断地被补充。我们很多
的同事、朋友，虽然从学校毕业了，参
加工作了，还得再返校去补充一下，继
续培训一下，补充知识，因为现在知识
更新换代太快了。”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

三次会议要求“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
少年健康发展”的大背景下，姚明所率
领的中国篮协成为了“先行者”。在经
历了2019年篮球世界杯的惨痛和CBA
联赛的停摆之后，处于低谷和黑暗中
的中国篮球正在努力寻找自己的“重

生之路”，“我们希望为学校的比赛、活
动、文化等添砖加瓦，只要有需要的，
我们都愿意去尝试合作。我们从上到
下都要坚定地认同这一个方向，我们
很多事情都需要和学校紧密合作。”

据申震透露，中国大、中学生体协
希望通过与中国篮协的合作，寻找到一
个模范模式，去带动和引领其他项目的
体教融合，“2018-2019赛季的大学篮球
联赛是改革的元年，姚明在赛制的制
定、技术方面给予了很大支持。过去一
年，篮球的带动和引领作用特别大，我
们与中国羽协、乒协合作得都很好。”

希望打通退役运动员“继续深造”的通道

“没有文化的运动队也是没有战斗力的。在新的历史阶段，需要在义务教育阶
段，让体育回归教育，培养的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运动员。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
上，姚明在一份题为《体教融合不能忽视人格塑造》的大会发言中提出建议，让专
业运动员都加入到义务教育行列中。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薛思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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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促进青少年强身健体同
时，不能忽视人格塑造。姚明表示，没
有体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离开教育
的体育是不牢固的，因此要建立涵盖
基础体能、专项技能、专业竞赛的社会
化体育教学体系，扭转学校体育课“重
体能、轻技能”趋势；要继续按照“一校
一品”、“一校多品”的学校体育模式，
进一步扩大专项体育课教学规模；发
挥体育系统优势，引入社会资源，以社
区为依托，提升校外比赛规模、质量。
姚明指出我国目前很多项目的后

备人才储备并不雄厚。以男篮为例，中

国男篮国家队成员的选拔面基本为
CBA联赛20支球队的350名左右的球
员，而在征战CBA的这些球员中，有
60%左右的球员由辽宁省、山东省、吉
林省、黑龙江省、河北省、江苏省这六
个省份输送，仅有22名球员来自非专
业渠道，因此姚明认为，男篮青训渠道
的拓宽，是当务之急的问题。“现阶段
要进一步拓宽青训渠道，防止‘人才断
层’。”姚明说道，“专业运动员的培养
周期一般在8至10年左右的时间，而高
水平的运动员更是难能可贵，需要更
多的时间，更为细致的打磨和培养。”
在体制改革的关键阶段，姚明表

示要特别密切关注各个项目的后备力

量培养，避免出现新的体系没建立、旧
的体系没人管的不利局面，他建议理
顺包括学校、职业俱乐部、专业运动
队、社会机构在内的人才输送机制，做
到“谁培养，谁受益”；消除行业壁垒，
化解职业俱乐部、运动员升学壁垒。
此外，姚明还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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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建议包括：鼓励中小学校与
体校加强合作；体校教师进教师编制，
在工资待遇、职称评定、继续教育等方
面纳入教育系统统筹；提高基层教练
员、裁判员待遇，鼓励基层教练员参与
学校体育课教学和课外体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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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姚明提出建议———

让体育回归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