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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武杯”第二十三届中小学生武术、书法比赛开赛

百花齐放促进武术进校园

2021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上海市
民武术节“精武杯”第二十三届中学
生、小学生武术、书法比赛由上海市体
育局、上海市体育总会主办，上海市社
会体育管理中心（上海市体育竞赛管
理中心）、上海市武术协会、虹口区体
育局、上海精武体育总会承办。上海
市武术协会会长俞凯丰，上海市武术
协会常务副会长严辉，虹口区体育局
局长周静，上海精武体育总会常务副
会长、本次比赛竞赛委员会主任薛海
荣，上海精武体育总会秘书长刘黎平
等领导为获奖选手颁奖。

由于往年比赛场地精武体育馆
（虹口体育馆）正作为虹口区新冠肺炎
疫苗接种点，为配合疫情防控工作，在
虹口区防疫办的指导下，在虹口区体
育局支持下，本次比赛将原本的“精武
杯”中小幼武术、书法比赛“化整为
零”，拆分成小学生、中学生和幼儿园
三场比赛，分为五天在上海精武体育
总会场馆、精武学堂两片场地有序进
行。其中，在5月22、23、29、30日进行
的是中学生、小学生武术、书法比赛。
按照防疫要求，全体参赛的小选手都
必须填写14天的出行情况并签名，测
温正常才能进场参赛。全体比赛工作
人员都必须接种新冠肺炎疫苗，并且
凭借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才能进场工
作，确保安全第一。比赛场馆还设立了
临时隔离区，设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做
好运动员测温和场馆消毒工作。

上海市“精武杯”中小幼学生武
术、书法比赛是上海精武体育总会的
传统品牌赛事，至今已经举办了23
届。通过比赛有效促进了校园武术普
及和运动水平提升，为弘扬“爱国、修
身、正义、助人”的精武精神，继续发扬
和传承中华传统武术文化，为建设上
海全球著名体育城市作出积极贡献。
继去年因为疫情开展线上比赛以来，
今年的“精武杯”吸引了更多单位和武
术培训机构报名参赛。

按照防疫要求，学生家长不能进

入比赛现场观赛。为此，主办方在抖音
平台专门开设了赛事直播，让家长可
以在线观看孩子的比赛。虽然本次比
赛因疫情将赛事周期拉长，并且分两
片场地进行，但比赛还是邀请了顶尖
的武术专家到场进行指导。本次比赛
的仲裁委员会主任由中国武术九段、
上海体育学院教授王培锟担任，仲裁
委员会委员由中国武术九段、上海体
育学院教授虞定海、中国武术八段曾
美英、中国武术八段方婷担任。

上海精武体育总会副秘书长、中
国武术八段方婷表示，与传统的竞技
武术比赛不同，“精武杯”的目的在于
推动基层学校的武术普及，参与竞赛
拳种的选择空间更大，鼓励“百花齐
放”，因此本次比赛的参赛拳种达到了
几十种。虽然这给竞赛工作带来了更
大的工作量，但却可以让参赛单位有
更多的选择，同时也能让广大青少年
学习、传承更多中国传统武术种类。从
比赛的获奖情况来看，除了传统比赛
所评出的集体和个人名次外，“精武
杯”还专门设置了优秀、优等、优胜等
奖项，让更多参赛青少年可以获奖，以
此进一步鼓励青少年习武的自信心。
在比赛现场外，虽然知道无法进

入赛场看比赛，但依然有不少家长带
着孩子来参赛，展现出很高的热情。对
此，上海精武体育总会武术总教练、中
国武术九段、上海体育学院教授王培
锟表示，“精武杯”这项赛事是推动武
术进校园的有力举措，“上海精武体育
总会通过坚持23年连续举办这项赛
事，其普及的效应已经显现出来。”王
培锟认为，中国武术的传承最主要的
方式就是进校园，武术走进校园才能
真正传承好。“学校有了武术项目之
后，就会有课程，有参与的学生，高校
也可以进行相关招生，从而让习武的
孩子可以从小学到中学，再到高校成
为相关课目本科生、研究生乃至博士
生，这样才能更有助于中国武术的传
承与发展！”

本报记者 李一平

受到精武体育馆目前承担新冠肺
炎疫苗接种任务的影响，这次的2021
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上海市民武术节
“精武杯”第二十三届中、小学生武术、
书法比赛并没有和往年一样在东体育
会路上的精武体育馆举办，而是临时
移址，将办赛地点放到了四川北路上
的上海精武体育总会。
来到上海精武体育总会的文武堂

参赛，对于小运动员们来说，不仅有几
分新奇，更多的还能感受到这里浓厚
的精武氛围和武术文化。
“这是精武体育会的体，智，德三

星会旗和三星会徽，代表精武体育会
以体，智，德三育为宗旨，‘爱国、修身、
正义、助人’、‘强国、强民、强身’、‘乃
文乃武’则是我们的精武精神。”在文
武堂里，来自宝山区顾村中心小学的
教练蒋姬岚正在和队员讲述着这座演
武堂背后的故事，一旁刚参赛完的小
队员听得津津有味，一边还模仿这墙
上的人物画的武术动作。

蒋姬岚介绍，这次带队来的小朋
友中大部分虽然参加过不少次“精武

杯”中、小学生武术、书法比赛，但还是
第一次来到上海精武体育总会的现
场。不少小朋友惊叹道，“原来这就是
教练一直说的精武体育会啊！”
在比赛之余，蒋姬岚也会给小朋

友简单介绍精武体育会的背景和成立
的故事，精武精神也在这中间潜移默
化地扎根在了下一代武术人年幼的心
中。
临时移址虽是客观条件所限的无

奈之举，但上海精武体育总会通过这
次机会，将“精武杯”这项传统的中小
学武术赛事“老赛新办”，结合上海精
武体育总会的悠久历史和深厚底蕴，
为前来参加比赛的孩子们上了一堂生
动的“武术思政课”。
以往比赛结束后，运动员和教练

员都是匆匆回家。而在今年的比赛现
场，中午的比赛结束后，教练员和运动
员们都没有急着去周边就餐，而是有
序地排队和霍元甲像以及上海精武体
育总会的门楣合影，这也在侧面证明
了精武文化、精武精神在上海精武体
育总会的努力下，已经成为了上海武
术的一个象征，孩子们以到此比赛为
荣。

本报记者 李一平

上海作为近代武术的发源地之
一，一直有着深厚的武术群众基础。
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上海，在公园里、
弄堂里、大马路上，随处可见习武、教
拳的市民。但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
展，越来越多的体育项目走进国门，
市民们有了更多健身锻炼的选择，在
申城各处练拳的人由此相应地逐渐
少了。

近几年，除了校园推广外，社会
力量成了发展青少年武术的新兴力
量。去年，上海市体育局评选的首批
“上海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社会培养

基地”中，就出现了武术项目的身影。
而“精武杯”中、小学生武术、书法比赛
作为沪上连续举办了二十三届的传统
武术赛事，坚持开放办赛，让更多的社
会武馆、武术培训机构走进赛事平台，
一同参与武术推广。在今年的“精武
杯”第二十三届中、小学生武术、书法
比赛中，不仅能看到各类中小学组队
参赛，还涌现出了一批成绩优异的社
会办训组织。
“新星武”就是这样一所社会武术

培训机构，今年是“新星武”第一次组
队参加“精武杯”的比赛。在负责人马
于看来，作为一家仅成立两年多的培
训机构来说，能踏上这样的舞台，让武

馆的青少年受益匪浅。“比起在学校开
展武术普及，我们培训机构的学员相
对来说人数会少很多，也相应缺乏交
流切磋的机会。”来到“精武杯”的赛场
上，小学员们不仅拓宽了眼界，也交到
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武术成为
了他们之间沟通的纽带。
在上海精武体育总会看来，开门

办赛，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精武杯”的
赛事，从侧面推动了多元化推广武术
的渠道，也让更多喜爱武术的青少年
有了站上舞台的机会。通过多方努力，
多渠道地推广普及，相信未来上海大
街小巷共习武的盛况可期。

移址精武体育会
老赛新办传武魂

积极开放办赛 社会武馆踊跃参与

上海精武体育总会与精武学堂，迎来千余名武术少年参
赛交流。 5月22?，2021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上海市民武术
节“精武杯”第二十三届中学生、小学生武术、书法比赛在上
海精武体育总会开赛，来自全市学校、武馆、俱乐部的2698

名运动员参赛。 本报记者 丁荣

学校有了武术项目之后，就会有课程，有参与的
学生，高校也可以进行相关招生，从而让习武的孩子
可以从小学到中学， 再到高校成为相关课目的本科
生、研究生乃至博士生，这样才能更有助于中国武术
的传承与发展！

———上海精武体育总会武术总教练、中国武术九段、上海体育学

院教授王培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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