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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城青训的“大心脏”体育健儿的“成才路”
———上海青少年体育十项系列赛打造体育人才“练兵场”

时至岁末， 回顾2019，

今年世界杯， 女排登顶万众
欢腾，男篮失利叹息无数，男
足出线之路依旧荆棘密布。

其实无论是三大球， 还是更
多其他的体育项目， 职业赛
事成绩跌宕起伏的背后，都
是反映基层青训情况的缩
影。

九年前的 “十二五”时
期， 上海立足基础大项和三
大球等重点项目的发展，在
业余训练“上项目、上规模、

上水平，提高成才率”的方针
指导下， 创办了青少年体育
十项系列赛， 为各项目锻炼
队伍、 选拔人才搭建了宝贵
的平台。

九年后的今天， 回顾体
育竞赛的“后期效应”，十项
系列赛不仅为上海的各大项
目输送了宝贵的青少年体育
人才，更是通过竞赛的“杠杆
效应”，整体带动了上海十大
竞技体育项目的推广普及和
高水平人才涌现， 为上海竞
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做出
了卓越的贡献。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李一平

20多年前，上海曾经举办过个别
项目的系列赛，随着时代发展，系列赛
逐渐演变为单项的青少年锦标赛。
2010年，上海市体育局对赛事进行重
新审视和规划，认为上海需要一项年
度成系列的、综合性赛事来引导、推动
一些项目又快又好发展。于是，在进行
了慎重的调研以及听取了各方意见
后，2011年，创办了上海市青少年体育
十项系列赛。赛事共设10个大项14个
分项，其中包含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
足球、篮球、排球三大球，青少年喜闻
乐见的乒乓球、羽毛球、网球三小球以
及上海历来具有优势的水上（赛艇、皮
划艇）、田径、游泳三大基础项目，再加
上彰显海派特色的智力运动———棋牌
（围棋、象棋、国际象棋、桥牌），就组成
了十项系列赛的全部竞赛项目。2012
年，棋牌项目增设了五子棋和国际跳
棋；2013年，水上项目增设了帆船、帆
板。如今，十项系列赛共设10个大项共
18个分项。

为了加强青少年体育赛事的布局

工作，上海市体育局还将当时的上海
市运动会进行了更加精细地划分，将
其中面向群众体育的大众组剥离，独
立成为了如今的市民运动会，而市运
会就成为了专门面向青少年的综合性
体育运动会。而在四年一届的市运会
以外，就通过每年举办上海市青少年
体育十项系列赛来敦促各区训练单位
以赛代练，形成了上海以十项系列赛
为“练兵场”，市运会为“大阅兵”的上
海市青少年体育竞赛体系。

作为本市青少年业余训练的常
规综合性赛事，十项系列赛每个项目
每年举办3-4站分站赛，各分站赛竞
赛内容各有侧重：第一站侧重于打基
础，结合本市各项目二线标准，对运
动员身体素质、专项技术进行测评，
引导打好基本功；第二、三站侧重于
锻炼队伍，使运动员通过定期比赛来
不断提高、强化技战术水平；第四站
总决赛是各项目精英赛，侧重于考核
和选拔人才。赛事的设置从普及到提
高，再到精英的培养，整个过程其实

就是一个发现人才、培养人才、输送
人才的过程。
凡事贵在坚持、难在坚持、成在坚

持。九年间，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十项系
列赛坚持围绕青少年特点办赛，发挥
竞赛杠杆作用，采取分站累计赛制，与
青少年选材相结合，运用信息化手段，
多方宣传，赛事影响力逐步扩大。通过
不断调整、创新、优化，十项系列赛在
组织运行、竞赛办法等方面已形成固
定机制，推动了各区相关项目布局和
发展，扩大了全市青少年运动员规模，
发掘和选拔了后备人才，推动了教练
员和裁判员队伍建设，促进了单项协
会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通过赛事平台，上海进一步提升

了青少年系列赛的价值功能，构建青
少年十项系列赛的长效机制。如今的
十项系列赛已经成为继四年一届市运
会、学运会后的年度最重要的青少年
综合性赛事，同样也是对全市各区业
余训练、体教结合年度工作进行全面
检阅的品牌赛事。

2019年十项系列赛从2月开赛，9
月底顺利结束，历时八个月时间，共设
立10个大项18个分项。全年共举办56
站比赛，办赛数量与去年相比略有增
加，参赛总人数为10539人，各站比赛
参赛总人次为30325人次，总决赛共
计产生金牌665枚。
这些数字单独看也许并没有太大

的冲击力，但若把同期的数据放在一
起相比较，那么十项系列赛这根“杠
杆”对青训的整体撬动则显得更加惊
人。从运动员注册人数统计看，2019年
各项目（棋牌除外）为17442人，对比办
赛初期，共增加了7896人，增幅为
82.72%。增幅较大的项目分别为帆板
帆船（10倍以上）、网球（178.66%）、排球
（158.93%）、篮球（144.75%）、足球
（133%）、羽毛球（73.05%）、乒乓球
（67.88%），尤其是帆船帆板，自从十项
系列赛增加该项目后，各区逐步开始
布局，运动员人数从寥寥无几，到如今

已逐步增长到两三百人的规模，十项
系列赛见证了整个项目“从无到有”、
“从有到强”的发展历程。

如果说青少年运动员是青训系统
中的“血液”，那么教练员则是“心脏”。
教练员队伍业务水平直接决定了项目
发展水平。十项系列赛初期，各区在10
个项目上的教练员人数都存在不同程
度的缺口，一些单位在个别项目上甚
至没有专职或专业教练员，极大地制
约了项目发展和队伍组建。

在十项系列赛引导下，多年来上
海各区逐渐加强教练员队伍建设。与
办赛初期相比，2019年十项系列赛10个
大项全市教练员总数增加到1201名，增
幅达60.35%。10个大项的教练员数量均
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大部分项目
的教练员人数增幅超过了50%。
另一方面，通过系列赛磨练，教练

员在训练水平、执教能力、临场应变和
指挥能力等方面普遍得到了提升，尤

其是一些执教时间不多、经验不足的
教练员，通过不同的比赛锻炼，提高的
效果尤为明显。
同时，由于赛事数量增加、规模逐

步扩大，裁判员数量不足的情况逐渐
显现，于是各项目协会也都开始加大
裁判员培训和培养力度，加强了项目
裁判队伍的建设，与办赛初期相比，各
项目裁判员数量和质量都有了大幅提
高。
近年来，十项系列赛还与上海市

青少年训练年度工作相结合。例如有
的项目比赛竞委会邀请督训专家，在
竞赛组织机构中成立“选苗专家组”，
项目专家通过观赛，结合常规的下基
层督导训练，选出苗子供项目中心参
考；有的项目在第一站比赛的技术评
定工作中，邀请督训专家，共同制定标
准，参与评定打分、评定工作等。通过
专家和基层教练员的这种联动，做到
训练与竞赛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在全国竞赛改革大背景下，十项
系列赛在近几年积极响应相关号召，
不断改革、创新，坚持开展单项“团体
奖牌奖”、单项“团体总分奖”、单项“最
快进步奖”以及“优秀组队奖”、“最佳
运动员”、“最佳运动队”、“最佳教练
员”等评选工作；同时今年又恢复了代
表团团体奖牌奖、团体总分奖。通过精
神和适当物资奖励相结合的方式，积
极引导各参赛单位开展项目布局，提
升参赛规模，提高了运动员和教练员
参赛积极性。
“对我们区体育局来说，十项系列

赛的出台是引导我们开展项目的抓
手，从现在看来既带有推动青少年体
育发展的强制性，又有对体育训练规
律的前瞻性。”在原普陀区体育局调研
员、青少年体育分管负责人杨建新看
来，十项系列赛就是市区间的一根“纽
带”，通过这根纽带的联动效应，使得
上海的青少年体育训练得以常抓不
懈。
普陀区网球队的建立，就是杨建

新心中对于十项系列赛促进作用最完
美的例子。“十项系列赛之前，我们普
陀区是没有网球队的，就连网球的场

地也没有。当时，上海市体育局为了鼓
励各区广泛开展训练项目，特别设立
了‘优秀组队奖’，评奖的基本条件则
是中心城区必须运动员报名报满十个
大项，郊区必须报满八个大项。”
“当时我们为了拿到优秀组队奖，

就绞尽脑汁想办法先把网球队组建起
来。”经历了和学校的沟通协调、专业
教练员的引入后，普陀区的网球项目
作为体教结合的典范，在成绩上已经
逐渐追上了第一梯队。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
比赛则是检验训练成果的最佳平台。
对区体育局来说，十项系列赛的出现，
为训练队伍提供了“练兵场”，全年训
练的成果如何，一赛便知。而对各区的
教练员和青少年运动员来说，十项系
列赛同样也是展现自我的“舞台”。

从最早初创十项系列赛时只有三
个区报足10个大项，到2019年有八个
区能报足10个大项，各区训练单位也
从最早的被动接受，到后来的积极投
入。组队参加十项系列赛，也成为了各
区训练队伍每年最为常规的任务。在
市区两级的携手努力下，最终形成了
常抓不懈的训练氛围。

近年，上海市十项系列赛按照国
家奥运战略，上海全运目标，结合上海
实际，进一步整合青少年赛事资源，创
新打造上海市未来青少年体育的精英
赛事格局，使之成为上海青少年体育
后备人才的“选秀大会”。

相对于十项系列赛开创前，10个
大项共增加市级青少年比赛26次，平
均每个项目增加比赛两次。赛事的增
加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使得青少年运动
员参赛锻炼机会大幅增加，间接提升
了竞技水平和比赛抗压、应变能力。为
后续优秀体育人才脱颖而出，最终成
才提供了很重要的平台。与此同时，赛
事的增加也进一步促进了苗子的选拔

工作。在上海市青少年训练管理中心
的鼓励下，一、二线教练员一年有多次
机会亲临赛场观看比赛，反复观察则
有利于准确选拔优秀苗子。有的项目
更是通过系列赛选拔队伍，参加全国
青少年比赛，使优秀苗子在全国崭露
头角。
根据统计，十项系列赛开展的10

个大项在近年的一、二线单位招收运
动员中，除了引进、交流运动员外，几
乎所有运动员都经历过十项系列赛的
洗礼和锻炼。2011-2019年十项系列赛
评选的最佳运动员中，共有78人正式
进入我市一线编制，总体达到赛会对
促进优秀苗子成才的预期。

在今年举行的全国青年运动会、
全国智力运动会上，申城健儿们在赛
场上奋勇拼搏，积极进取，取得了傲人
的成绩。经统计，其中不少获奖队员都
是早期十项系列赛的参与者，上海代
表团在大赛上活跃的表现，背后也有
十项系列赛多年沉淀积累的一份功
劳。
部分项目为了对接全运、青运以

及全国U系列赛事体系，经过多次改
革，在设组设项上已基本接轨，促进
一、二、三线队伍有机串联。上海市青
少年体育十项系列赛这颗青训的“心
脏”正为上海以及中国的竞技体育源
源不断地输送着新鲜的血液。

明年，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十项系
列赛将迎来10岁生日，经历了第一个
十年的十项系列赛也将以全新的面貌
再次出发，为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的
培养继续添砖加瓦。

从2011年到2019年，以上海市青
少年体育十项系列赛始终紧紧围绕
“兴趣性、基础性、综合性”这三个原

则，以竞赛为抓手，引导上海市青少
年体育整体性布局，在提升各项目普
及人数、项目整体水平提高以及优秀
体育人才输送方面取得了喜人的成
绩。

2020年，“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十
项系列赛”将结合上海市的新兴优势
项目和项目的基础布局情况，在增加

项目设置、扩大参赛范围、创新赛程
设计、加强人才选拔等方面有新的推
进。

十年探索，凝聚着无数体育人的
梦想与汗水，扎根青训，描绘着未来体
育事业宏伟的蓝图，上海市青少年体
育工作将携着初心，以不断改革创新
的姿态，继续砥砺前行。

久久为功 九年砥砺创品牌 市区联动
常抓不懈促提高

对标全国“选秀大会”育良才

十年探索 改革创新再出发

撬动青训“杠杆作用”效果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