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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体教融合新格局
让“一条龙”布局落地

从体教结合到体教融合，近年来，
上海不断探索适合青少年体育后备人
才培养的路径。2019年起，上海明确

“一条龙”布局，推进高中阶段学校按
一定比例与初中、小学组成基本的“一
条龙”布局，实现教学、训练系统衔
接。但至今为止，仅有少部分项目有
完善的小初高“一条龙”布局学校，部
分项目的龙头学校为中专职校而非普
通高中，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运动员
及家长参与竞技体育的积极性。

当前，受专业师资、训练场地、学
校设项、户籍学籍等因素影响，区级体
校在竞技体育人才初筛时期往往不能
实现招生范围义务教育阶段全覆盖，
仅局限于布局的几所学校，在一定程
度上限制了后备人才的选拔范围。近
年来，学校体育课程改革增加了体育
课时并规范了体育课教学内容，导致
运动员不可再利用体育课内时间进行
专项训练，使得运动员的文化学习时
间进一步压缩。

在今年的上海市第十七届运动会
女足项目比赛中，普陀女足夺得全部

年龄组别冠军，实现大满贯背后正是
普陀女足“一条龙”训练模式的优势。
1993年，在金沙江路小学担任女足教
练的钱慧希望她培养的“好苗子”能够
保持队伍的稳定。在普陀区教育局和
体育局等部门的支持下，这些女足小
队员有了升学通道。经过20多年的
探索，最终形成了以金沙江路小学、新
普陀小学、曹杨二中附属学校为基础，
梅陇中学女足为龙身，曹杨二中为龙
头的“一条龙”训练模式，并逐步形成

“小学做大、初中做实、高中做强”的发
展体系。

对此，顾薇玲建议完善构建体教
融合新格局，让“一条龙”人才培养体
系真正落地生效。要建立稳定的顶层
设计，以体育和教育部门为主形成稳
定的联合领导小组，在招生政策、训练
资源、项目经费等方面给予一定的倾
斜和支持，为运动员学历、就业提供相
应保障。同时，要积极协调普通高中
资源，让“三大球”“三小球”基础大项，
以及上海的优势项目在区级层面至少
有一所普通高中作为“龙头”，提高项
目的可持续发展性，打通运动员升学
道路。在“龙头”高中学校体育特色项
目确定的基础上，布局小学、初中有重

点地开展相应体育项目，完善“龙身”
“龙尾”。对于跳水、射击、体操等一些
因客观条件而难以开展“一条龙”布局
的上海传统优势项目，顾薇玲认为体
校要发挥“定海神针”的阵地作用，在
原有训练模式上创新，继续办好这些
项目。

“包干制”激发活力
让更多教练成为“伯乐”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一所
体校要想有源源不断的优秀运动员涌
现，就需要教练员团队孜孜不倦地发
掘和培养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然
而，已转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的传统
体校，其奖励和用款被进一步禁锢，教

练员对于成绩的追求和事业的热情逐
步减退，按部就班地工作成为不少体
制内教练的选择。

当前体校招生模式多为教练员主
动招生，运动员被动等待，很难主动参
与到喜爱的项目中进行专业训练。同
时，一旦教练员的训练方法和模式不
适合运动员，容易造成运动员提早流
失。传统体校选拔较注重身材条件和
身体素质，对于项目热爱程度的考虑
较少，导致运动员在后期训练中极易
形成较多的心理和心态问题，这也是
造成我国运动员退役年龄较早的一个
重要原因。

通过调研，顾薇玲发现目前本市
各级各类体校对于教练员的考核激励

机制依然局限于比赛奖励、输送奖励
等少部分要素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对国务院第九次大督查发现的典型经
验做法给予表扬的通报》中提到“上海
市推进项目经费‘包干制’有效激发科
研人员创新活力”。对此，顾薇玲认为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体校可借鉴类似
方式来激励同样作为专业技术类人员
的教练员，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
力，为青少年竞技体育发展再添新
柴。同时，顾薇玲认为要扩大职称评
定范围，将评定范围扩大到全社会、全
领域，放开职称评定等级限制，使体制
外教练员也能享受职称评定，认定其
带教能力和水平，让更多有能力的人
可以成为体校的“伯乐”。

场地租金不断提升

顾薇玲表示，现在不少体育培训
机构面临“一课一消”资金监管方式
对现金流要求提高、营销压力、成本
压力、疫情助企纾困政策较少且未有
效落实等运营难题，这就导致部分机
构最终选择转型或退出市场，校外培
训市场竞争大量减少。“比如，场地资
源紧缺带来成本压力，较多体育培训

机构使用户外场地或者‘金边银角’
的改造空间，这些场地尺寸不完全符
合新政策下的场地标准，需投入一笔
不小的场地改造费。培训机构多采
用租赁方式获取场地，在场地资源抢
占过程中，往往具有资本优势的机构
能够抢先布局，导致场地租金不断提
升。”

在顾薇玲看来，新增培训机构准
入门槛提高，且新增机构的现金流需

求比“双减”政策出台前至少增加一
倍，否则前期无法维持正常开支。这
些也成为难题。

另外，校外培训机构良莠不齐，同
时受“双减”政策及新冠疫情等因素影
响，许多培训机构难以维持正常经营，
面临倒闭或转型的现状，非正常停业
事件时有发生，消费者担心培训机构
教学质量下降，或者遭遇“退费难”“卷
钱跑路”，导致消费者对校外培训的信

心逐渐缺失。

激发行业发展活力

“体育培训要‘生存发展’，首先要
适当放宽政策限制。”在提案中，顾薇
玲建议对使用户外场地或者“金边银
角”改造空间的存量校外体育培训机
构，避免“一刀切”的做法，可适当放宽
对其现有场地的要求，但机构需将设
施、安全保障等要求落实到位。

鼓励学校与相关机构开展专业体
育教育合作，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的
形式，将优质的体育培训资源引入校
园，同时鼓励学校场地开放使用，提高
校园场地的使用率，保障青少年的锻
炼频率。推动体育培训教学专业化标
准化系统化，形成标准化的课程体系，
并将执教、教研人员的上岗要求落到
实处，确保青少年能体验到专业的体
育教学服务。

顾薇玲还建议建立提前干预机
制，明确培训机构退出市场的特定
要求，降低机构非正常停业的风险，
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建立
智慧化预警机制，借助大数据手段
和投诉举报等传统监管方式，加强
对培训机构的风险预警和评估，提
高对培训机构潜在风险敏感性和突
发情况的快速处置能力；赋予行业
主管部门相关执法权限，或者加强
行业主管部门与执法部门的联动
性，能够对培训机构违规行为进行
查处，维护市场秩序。

加快“一条龙”落地 探索教练“包干制”

市政协委员建议加快体校改革
从许海峰射落我国第一枚奥运金牌开始，我们培养

的奥运冠军 90%以上都出自体校。当前，各级各类体校
依然是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主阵地。怎么让上
海的体校再吃香起来？出席上海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
的市政协委员、普陀区政协副主席、区体育局局长顾薇玲
在提案《深化体校改革与体教融合 推动青少年体育迈上
新台阶》中建议深化体教融合，创新教练员激励机制，让
体校通过转型，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
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新征程上焕发新活力。

本报记者 丁荣

“体育不仅仅是‘野
蛮其体魄’，更能够培养
锻炼青少年责任感、意志
力和顽强拼搏的体育精
神，有助于推动体育强国
的建设。”出席市政协十
四届一次会议的市政协
委员，普陀区政协副主
席、区体育局局长顾薇玲
建议，当前校外体育培训
一定程度上存在机构良
莠不齐、有效监管不足等
问题，在“双减”政策推进
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引导
校外体育培训行业适应
新形势，促进其有序运
营和“生存发展”，让更多
的孩子通过体育培训获
益。

校外体育培训机构举步维艰，市政协委员建议——

放宽限制 有序引导 激发活力

新民晚报记者 江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