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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社区健康师“落地”指导科学健身

让人人都能享有品质生活
前不久，上海推出的“社区健康师”项目在近一个月内两

登央视《新闻联播》，引发上海市民乃至全国的高度关注。 作
为杨浦区区委和上海体育学院党委联合推出的社会健康新
模式，“社区健康师”将重点打造在线服务项目“4+1”，即在
区委和校党委的指导下注重社区居民“吃、动、防、调”这一生
理逻辑联动机制。 以“周周有指导，月月有讲座，季季有活
动” 的活动形式，为社区居民提供正视自我健康、科学健身
的品质生活。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丁荣 实习记者 朱泠子

上海作为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的
城市，需要进一步强化社区养老服务
建设。目前，在上海社区健身苑点和普
通养老机构，都缺乏专业的人员对老
年人进行科学健身指导。以市民需求
为导向，“体医养”相结合的社区健康
管理方式应运而生，并且急需落地。上
海体育学院体育教育训练学院院长高
炳宏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未来的老
年人数量将会不断增加，在人们期望
健康长寿的愿景下，社区健康师的存
在和发展已然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按照上海体育学院体育教育训练

学院的规划，未来的社区健康师将以
科学运动为主轴线，以“吃、动、防、调”
为辅线，指导市民合理进行健康运动。
“一个人的健康不仅需要运动和预防
疾病产生，还需要有健康的饮食和良
好的精神状态，因此我们在‘动’和
‘防’的基础上，增加了‘吃’和‘调’。”
“社会健康师”项目将面向社区的老年
人、青少年、在职人群三大类群体，开
设老年人跌倒预防、社区跑者科学锻
炼指导、社区家庭亲子活动健康指导、
女性心理健康评估与教育促进、健康
饮食等十多个课程，帮助社区里的不
同人群都能在社区健康师的指导下完
成对身体健康的认知和管理。

上海体育学院也为“社区健康师”
配备了强大的专家团队，该项目由国
家体育总局备战2020年东京奥运会
科技专家组成员、上海体育学院体育
教育训练学院院长高炳宏教授，上海
体育学院休闲学院院长王红英教授，
上海体育学院心理学院副院长（主持
工作）、中国心理学会情绪与健康专业
委员会委员王小春等专家组成。专家
组既有运动人体科学专业的专家，也
有女性休闲体育健康促进专业的专
家，还有心理学方面的专家，从而可以
帮助社区居民进行全方位健康管理。

人民群众不断提升、日益多元的
健康需求，为“社区健康师”打开了广
阔发展空间。将社区健康师纳入整个
公共卫生大体系中，并成为一项职
业，已成为了一种趋势。当前，上海有
各类社会体育指导员将近8万名，通
过开展健身指导，从一定程度上增强
了市民的运动健康意识。但是由于指
导员队伍整体年龄结构偏老，存在专
业性不强、覆盖人群不广等短板。社
区健康师这一全新主动健康模式的
推出，可以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规
范社会体育指导员教学的科学性和
专业性，实现高效率的线上线下个性
化运动指导。

服务社区健康管理
健康师将成社会刚需

据悉，未来社区健康师的推广将
分“两步走”：一方面可以针对有需要
对社会体育指导人员进行专业的培
训，为他们提供考取社区健康师的渠
道和平台，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与知
识水平，更好地参与服务；另一方面也
需要通过学校开设新的专业课程，培
养一批社会需要的、实用的应用型专
业人才，保证其掌握专业的理论知识，
能够进行专业的运动指导，扩大其服
务群体的范围。为了保证社区健康师
这一职业稳定发展，今后需还要培养
一批“懂体育、明人体、能教学、会训
练、擅评估”的综合人才。“下一阶段我
们将会设置社区健康师的考证。”高炳
宏教授表示，将“社区健康师”和社会
体育指导员有机融合是当下一大热门

趋势。
上海体院的学生们在校期间将把

进入社区作为公益活动，毕业后，也可
以考虑成为一名专职社区健康师。今
年在就业形势相对紧张的状况下，社
区健康师项目就至少可以提供50位
应届毕业生就业。上海体育学院党委
书记李肶表示，通过项目的实施，推动
学校的“三全育人”融入社会大循环，
把育人大文章做在为民服务和社会发
展第一线，引导全校师生把论文写在
祖国大地上、写在促进人民群众身心
健康的具体实践中。在全力推进学生
就业的当下，依托学校创新创业教育
体系，把“运动健康师”作为双创教育
和产教融合的重要平台，推动成立一
批以学生为主体的体育创意服务企业

和智能设备研发企业，研究构建“可复
制、可推广”的运动健康公共服务供给
模式。

身心的健康来自于运动，美好的
生活来自于运动，“社区健康师”项目
的创新和精心打磨，构建出社会服务
新模式，是为了人人都能享受品质生
活，人人都能切实感受温度。从最初的
高级概念，到现在的积极“落地”，“社
区健康师”并不是纸上谈兵，而是把市
民的身心健康放在了推动城市发展的
第一位，着力打造“人民城市”重要理
念的实践平台，形成具有上海社会基
层治理特色的“上海品牌”，建设新时
期符合国际标准的应用型科学运动研
究的“上海高地”。

“产学研用”相结合

建标准 育人才 打造新岗位

中乒院成立十周年之际勇夺体育人工智能“世界冠军”

机器人“庞教练”上岗执教
在中国乒乓球学院迎来成立十周年之际，又获得了一项世界级的“冠

军”———庞伯特多球训练机器人。 7月17日，上海市体育学院乒乓球学院召

开庞伯特多球训练机器人媒体见面会，上海体院副院长、中国乒乓球学院

院长、 原世界冠军施之皓向媒体介绍了庞伯特多球训练机器人的研发过

程、操作原理以及在训练中的使用。 这个被大家亲切称为“庞教练”的机器

人，成为了世界上首个用于多球训练的持拍机器人教练。

高起点 首推多球训练机器人

中国乒乓球学院是上海市政府和
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建设的国内第一所
体育单项学院，今年即将喜迎学院成
立十周年。中国乒乓球学院在乒乓球
人才培养、科研攻关、文化传播和服务
社会中发挥了高校应有的作用，现任
上海体院院长陈佩杰教授也多次鼓励
中乒院将乒乓球机器人研发作为学科
建设的一个新的突破口，带动体育人
工智能的全面发展。
中乒院将乒乓球机器人研发作为

一个重要的科研抓手。现任国际乒联
副主席、上海体院副院长、中乒院院长
施之皓教授，几十年如一日献身国球
事业，倾其对乒乓球运动的深刻理解，
提出了多项极具创新的思想，引领了
乒乓球机器人的研发方向。
今年3月，“庞伯特”乒乓机器人在

中乒院训练馆“上岗”，这也是世界上

第一台可量产的用机械臂持球拍发球
的机器人，远远领先世界其他国家和
地区对于乒乓球机器人的研制。早在
2015年，中国乒乓球学院就成立了乒
乓球运动智能化研究中心，面对乒乓
球上手难度大、教练成本高、很难找到
水平相当的人对打以及错误动作难以
纠正四大痛点，希望能制造可以当陪
练的机械手臂。2017年，中国乒乓球学
院和新松公司合作研发的国内首台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并产品化的乒乓球机
器人，在第19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上正式亮相。

远发展 培养备战奥运新选手

乒乓球机器人的研发轨迹融入了
中乒院师生的训练和教学需求、中乒
院科研团队多年服务国家乒乓球队奥
运攻关的经验和体会，拟人化的“庞教
练”有着高超的技术水平和敏捷的分
析思考能力。施之皓介绍，和传统发球

机直接快速出球相比，庞伯特多球训
练机器人高度还原了真人“快、准、狠、
变、转”的发球动作，为运动员提供了
观察“对手”的时间，锻炼了运动员的
反应能力和对球的处理能力。
“但是在有关灵活性的‘变’上，

庞教练还有非常大的提升、完善空
间。”施之皓希望，通过人工智能技术
与乒乓球运动的结合引领世界乒乓
球运动的发展潮流，同时，在对乒乓
球机器人相关产品不断升级的过程
中，将更多的技术创新运用于乒乓球
高层次人才培养上。“多球训练机器
人的出现，让远动员们更加认真了！”
这种高强度高质量的训练日程，可让
运动员们飞速地进步，这也使得中乒
院产生了再创世界冠军的愿景。他们
希望通过庞伯特机器人的高水平训
练，加以教练员悉心的技术指导，有
望再培养出一批备战奥运争夺世界
冠军的种子选手。 小运动员和机器人教练打得不亦乐乎

社区健康师拿到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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