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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是孩子最好的体育引路人
大手牵小手，一起上赛场

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
主要指标连续20多年下降，存在
不同程度健康隐患的比例达到

33%；每天锻炼一小时的学生不
足30%；?有人上了十多年体育
课，却没能熟练掌握一项运动技
能……这些发布于今年的数据，

让不少人忧心忡忡，不仅忧心于
“祖国的花朵”现在时的状态，也
对全民健康的前景生出了一些
新的思考。 儿童与青少年，如何
才能让他们身心投入地科学运
动起来呢？保障校内的日常锻炼
时间，提高体育科目在考试中的
占分比重，这些都是正在推进或
试点的办法，不过———其实家庭
中也蕴含着非常大的潜力。如果
家长们能以身作则当起孩子们
的体育引路人，这效果肯定事半
功倍。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运动基因”能量大

37岁的何嘉亮是一位“佛系家
长”，尽管也替儿子报了课外辅导班，
但每逢双休日总会尽可能陪他“疯玩”
一天———体育运动是这父子俩最喜欢
的亲近方式。
“衣服脏了，不当心摔跤了，这都

没事，重要的是让身体得到锻炼，同时
心理上也释放一下。小孩子天生就是
喜欢玩、喜欢动的，整天把他拘在书桌
边，劳逸不结合，哪来的效率？”何嘉亮
说，自己跟儿子可算是彼此影响、相互
促进的关系。早两年，为了以身作则，
他重新拾起大学时的跑步习惯，如今

不仅身材变好了，还成了申城及周边
地区路跑和越野跑赛事中的常客。而
何嘉亮的儿子受其带动后，医院去得
少了，体育成绩有明显提高。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六，何家父

子一大早就驱车赶往位于青浦区的东
方绿舟，小小何去参赛，何嘉亮则是去
现场给儿子当专属教练、摄影师和拉
拉队的。“这场斯巴达勇士赛的儿童专
场，小小何期待很久了。去年他看我参
加过一次斯巴达成人赛，觉得超级酷，
当时就嚷嚷着想参加。没想到今年因
为疫情，儿童专场来得这么晚。”

8岁的小小何，这回他参加的是
7-9岁组的比赛，在全程3.5公里的比
赛中，他完成了全部17个障碍的挑战。
虽说最后的成绩并未名列前茅，但对
这个小家伙来说，他已经有了更大的
“野心”。“以后我还要参加成年组的比
赛，跟爸爸一起挑战泥浆和障碍。”
对从北京赶来参赛的安杰父子来

说，这片赛场则给予他们另一份收获。
由于之前已在北京参加了两站儿童专

场，再加上这回在东方绿舟的比赛，安
杰的儿子就获得了一枚期待已久的三
色奖牌。“这回来上海，看他都会提前
写完功课、独立整理行李，还记得把需
要预习的课本也随身带来，真的感觉
孩子自律了很多。他已经渐渐能把在
运动场上学到的经验和规律、面对挫
折的调整都用到生活场景中了。这份
成长的意义真的一点不亚于课堂。”安
杰说，等到疫情完全退去后，他希望能
跟儿子有更多运动对话。

亲子赛儿童赛正“吃香”

根据美国密苏里大学去年发布的
一份调查报告，在众多可能对该国青
少年造成影响的因素中，“家长对孩子
运动习惯与技能培养的作用非常显
著。”其实，即便没有这远隔重洋而来
的报告，通过生活实践，也已经有越来
越多人意识到“家长是孩子最好的体
育引路人”。
在不少原本以成年人为绝对主角

的群众体育赛场上，亲子赛、儿童赛等

元素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添砖加
瓦到赛事结构中。其中，最受欢迎这里
面，既有市场开发团队在推波助澜，也
与如今越来越受到关注的综合教育、
身体素质、亲情相处等涉及儿童与青
少年的问题相关。

已经有不少年轻家长意识到，中
小学阶段既是需要孩子在学业上“海
绵吸水”的时候，也是他们为自己身体
与心理素质打基础的重要时期。在此
期间，家长除了要当好负责接送的“司
机”、操持饮食的“营养师”、叮嘱勿耽
于玩乐的“复读机”外，还得在思想方
面有更多的正向交流———一起参加体
育运动，这正是能在身心两方面皆有
助益的方式。

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受疫情影
响，不少亲子体育的赛事与活动都改
为了线上赛。在距离新年只剩一个半
月的当下，有不少家庭在期待，盼来年
能有更多现场见的机会，孩子们能在
校园氛围之外，以体育运动的方式获
得更多与同龄人交流切磋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