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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赋能 融入体系 提升水平
首期上海社会培养基地培训班圆满举行

本报记者 丁荣 李一平

青少年训练计划制定、反兴奋剂
教育、交流座谈……11月3日至5日，
2020年上海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社
会培养（精英）基地管理人员和教练员
培训班在奉贤区举行，来自本周期35
家上海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社会培养
（精英）基地的70余位管理人员及教练
员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由上海市体育局主办，
上海市青少年训练管理中心承办。为
进一步推进上海市青少年体育社会力
量办训工作，向社会力量介绍办训相
关政策和管理规范，提供交流互动平
台，使社会培养基地单位尽快融入本
市青训管理体系，本次培训邀请了青
少年训练资深专家以及学者前来授
课，让社会力量的管理人员以及教练
员全方面地了解本市竞技体育后备人
才培养机制，旨在整体提升办训水平。

在青少年体育工作的新格局下，
社会培养基地如何寻找到准确的定
位，体现社会体育组织的社会责任？上
海市体育局青少（科教）处处长张漪在
讲授《介绍本市青少年业训概况》的同
时，勉励社会培养基地在上海市青少
年体育公共服务、青少年体育竞赛培
养体系中发挥更多的作用。通过培训，
学员们对上海青少年体育工作的新格
局、上海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概况、上
海青少年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作为上海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

养新体系中的组成部分之一，未来社
会力量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
为我们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基
地，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新时代青少年

体育人才培养的新形势、新任务，同时
也要树立使命感。”在培训课程的开班
动员上，上海市青少年训练管理中心
主任顾伟用电影《夺冠》中的“女排精
神”鼓励学员，希望他们也能肩负中国
体育兴旺的使命，充分利用本次培训
的学习成果，进一步加强业务能力，全
力做好新时代上海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的培养工作，为把上海建设成为全球
著名体育城市添砖加瓦。
“我们要以常学常新的精神，为社

会力量办训单位做好服务，帮助他们
更好地成长。”在上海市青少年训练管
理中心副主任周战伟带来的《社会体
育俱乐部与青少年体育发展———以上
海为例》中，周战伟表示，未来除了本
次面向35家上海市竞技体育后备人
才社会培养（精英）基地的管理人员以
及教练员的培训外，上海市青少年训
练管理中心还将陆续推出第二期、第

三期的培训。像原本面向少体校开展
的督导督训工作，往后也会进一步延
伸到社会办训机构，包括上海市的大
部分专业类竞赛也会一视同仁，全面
向上海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社会培养
（精英）基地开放。

此外，上海市体育局青少（科教）
处四级主任科员葛臖，上海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院排球教学团队负责
人项贤林，原普陀区体育局调研员、副
局长杨建新，原国家女子网球队主教
练王良佐以及青训中心相关负责人分
别为参会人员带来了《反兴奋剂教育》
《青少年训练计划的制定》《青少年训
练工作的常规管理》《教练员素养及运
动员日常管理》以及相关青少年工作
的办事工作流程解读。
“像反兴奋剂课程就非常细致，我

们平常可能参加大赛的机会也不多，
对这块的了解不是很充分，经过这次

培训以后就有了更加系统性的认知。”
上海青浦区藏龙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
理事长王俊表示，以后会将这次培训
学到的知识运用到人才培训中去，用
更细致的管理为上海培养优秀的运动
员。
对于上海泰祯体育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负责人、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原
击剑高级教练万慧萍来说，参加本次
培训让她觉得是一种“回炉深造”。“此
前在市体校也经常参加教练员培训
班，现在换了一种身份来参加培训也
让我更新了办训理念，要更符合新时
代的发展需要，要进一步做好服务，努
力再培养输送一批优秀运动员。”
本次培训的最后一天还进行了交

流座谈会，主办方通过座谈会进一步
倾听、了解社会培养基地的办训情况
和需求，以使未来进一步进行专业指
导。

据统计，目前上海注册的2280位
青少年体育教练员中，体校教练占
44.6%、教育系统教练占22.7%、社会办
训机构教练占32.7%，社会办训机构教
练员的比重逐年提升，这也展现出了
上海的社会办训力量。
组队参赛、训练督导、周末训练

营、优秀教练员工作室、明翔计划、输
送成果奖、培养输送奖……未来，上海
市体育局将通过进一步整合资源、拓
宽渠道的方式，为社会力量培养人才
提供服务。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渠道，相
对地上海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社会培
养（精英）基地也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上海市体育局青少（科教）处处长张漪
希望，社会培养基地要始终以全面提
高青少年身体素质健康和选拔培养青
少年体育优秀人才为目标不懈努力，
进一步助力上海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建
设。

从青少年培训到竞技体育办训

十年积累 闯出青训美丽新世界
十年耕耘，方有收获。当

你播种下一颗种子， 收获的
时刻或早或晚，总会到来。对
于不少在今年被上海市体育
局命名为 “上海市竞技体育
后备人才社会培养基地”的
社会体育组织来说， 获得这
项荣誉不仅是对持续努力的
认可， 同样也是标志着多年
的耕耘终于开花结果。其中，

就有上海市松江区尚文武术
专业学校和上海美帆游艇俱
乐部有限公司两家单位，通
过十数年的积累， 从培训逐
渐向办训探索， 一步步助力
申城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
养。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李一平

每逢周末，上海淀山湖港湾内都
会悄然树立起一个个白色的船帆，一
艘艘帆船从港湾内驶出，扬帆向更远
的方向驶去。2004年，在香港打拼下
殷实家业的时立宪，带着妻子和8岁的
女儿回到出生地上海，定居青浦淀山
湖畔。
一次偶然间去青岛的旅行，让他

结缘了帆船这项独具魅力的“绅士运
动”，青岛当时浓郁的水上运动氛围也
让他感到心神荡漾。同样是滨海之城，
为什么上海不能发展帆船运动呢，加
上青浦区也有淀山湖这片适宜的水资
源，让时立宪有了建立帆船俱乐部的
想法。

2007年，美帆游艇俱乐部开始开
展青少年的帆船培训。从最初的在国
际学校内开展推广普及活动，到如今
走进上海的各类公办、民办学校，美帆
走过了一段不短的发展历程。“最开始
的时候不少家长，包括学校对帆船运
动的接受度还是比较低，认为这是一
项比较‘奢侈’的运动，加上在公共水
域进行训练，不少父母担心孩子的安
全问题。”美帆游艇俱乐部青少年培训
负责人王明旭介绍，好在随着近些年

青少年体育越发受到重视，家长对于
各类体育运动的认知也逐渐丰富，开
始有更多的青少年开始接触、参与到
帆船运动中来。
目前，美帆主要通过举办帆船夏

令营招募新学员，经过十多年的口碑
积累，今年吸引了超过2000名青少年
参与帆船夏令营。通过夏令营的体验，
其中不少孩子对帆船都有了初步的认
识，并且开始对这项运动产生兴趣。
“后续，他们有的会参加我们的周末

班，有的会不定期地参加我们的活动，
这让我们从培训向办训转型有了基
础。”

在王明旭看来，以俱乐部的模式
办训和传统的少体校模式办训有着不
小的差别，俱乐部的孩子大多数是自
主选择参与训练，有着更高的积极性，
每个运动员也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帆船
这项运动，美帆也愿意帮助他们进一
步向梦想扬帆起航。

名为尚文，却是一所武术专业学
校。对于上海市松江区尚文武术专业学
校来说，学校的名字也蕴含了校方文武
双全的育人目标。上海市松江区尚文武
术专业学校创建于2004年，是一所民办
的九年一贯制武术特色学校。
“虽然我们是一所武术专业学校，

但文化课仍然是我们的基础，是我们
的主项。”学校的教学主管副校长李国
兴是学校武术队坚定的后盾，在他看
来武术和文化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学校的武术教练卢奇介绍，学校在

初中阶段开始普及推广武术课程，通过
班级———年级———全校的模式逐步选
拔对武术有兴趣、有天赋的学生组成武
术特色班，而学校也为班级配备了最好
的师资力量，帮助学生“文武兼修”。“其
实练武术和孩子的学习不冲突，我们不
少的孩子练武术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得
到了家长和老师的认可，这种成就感也
能促使孩子改变学习态度，武术也练好
了，学习也没落下。”
如今热议的“体教融合”在校内早

有了尝试，对武术班的孩子来说，在学
校既是学习，也是武术训练。“从我们
这里走出的孩子，不管武术成绩如何，
我们相信他们都能以坚定的意志面对
接下去的人生挑战。”

美帆游艇俱乐部 扬帆起航的梦想

文武双全成才路

美帆游艇俱乐部青少年培训基地

社会培养基地巡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