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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体育成为全国两会热议话题

代表委员关注青少年体质健康
少年强则国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加强青少年体育工
作”。2023年全国两
会期间，不少全国人
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
员围绕更好开展青少
年体育工作和不断提
升青少年体质健康等
方面问题，提出了不
少好建议。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李一平

本报记者 丁荣

3月 19日下午，2022年中国青少
年足球联赛（上海赛区）预赛暨第三
届上海市青少年足球俱乐部联赛颁
奖典礼在虹口足球场举行。上海市
体育局副局长宋慧，虹口区副区长陈
筱洁，市足球协会主席柳海光等领导
和嘉宾出席颁奖典礼并为获奖选手
颁奖。

本届比赛设置了普及组、精英组、
提高组、女子组四个组别，共吸引全市
246支球队参赛。自去年12月开赛至
今，经过1200余场角逐，联赛决出了各
组别的最终名次。颁奖典礼安排在中
国第一座专业足球场——虹口足球场
举行，获得各组别冠军的球队都在领奖

台上收获了属于他们的高光时刻。
第三届上海市青少年足球俱乐部

联赛首次与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衔接，
成为2022年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上
海赛区）的预赛。为做好衔接，上海市
青少年足球俱乐部联赛面向上海全体
青少年，打破参赛壁垒，兼顾普及与提
高，充分聚合本市青少年足球资源，进
一步提升联赛的竞技性与观赏性。无
论是学校代表队、体校代表队、足校代
表队，还是社会青训机构代表队、职业
俱乐部青训梯队，都可以报名参赛。

上海市青少年足球俱乐部联赛不
仅为本市足球少年提供了广阔的参赛
舞台，同时也为优秀运动员提供了更
多参与高水平竞赛的机会。比赛期
间，市足协组织专家现场观赛，从中发

现、选拔优秀青少年足球人才进行提
高性训练，逐步培养成为本市各级足
球青训精英队队员。于近日举行的
2023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重点城市组）比赛中，上海派出的10
岁-12岁年龄组的参赛队伍，正是由第
三届上海市青少年足球俱乐部联赛中
脱颖而出的适龄运动员为班底组建而
成的。其中，普陀足校、幸运星俱乐部
等单位更是获得了独立组队参加全国
比赛的机会，让在训的优秀球员有了
更多参赛展示的机会。上海市足球协
会副秘书长陈富贵表示：“我们希望通
过比赛形成良性的人才发现与培养机
制，让更优秀的青少年足球运动员从
青俱联赛的竞赛体系中被发现、选拔
出来，进入到我们的精英培养体系。”

本报记者 丁荣

“很长时间没来万体馆了，现在这
里真是焕然一新啊！”“小时候我就是
在这里运动的，现在带孩子一起来参
赛！”……3月18日上午，“第六届徐汇
区亲子趣味迷你马拉松”活动在新改
建的徐家汇体育公园举行，现场的孩
子和家长们身着统一的服装，一起欢
乐开跑，跑出健康、跑出爱和欢乐，还
有满满的亲子陪伴。

徐汇区亲子趣味迷你马拉松创始
于2015年，如今已成为徐汇青少年最
向往的赛事之一，前五届均在被誉为

“上海路跑胜地”的徐汇滨江举办。受
到疫情影响，赛事中断两年，本次赛事
重启，将赛场放在了具有深厚体育历
史底蕴的徐家汇体育公园举行，吸引
了众多家庭报名参赛。

亲子马拉松结束后，主办方专门
设置了嘉年华活动区域，有排球、马
术、飞镖、跳绳等项目体验，也有足球
九宫格、我是神射手、乒乓小将、环保

投掷、疯狂夹豆子等趣味游戏，参赛家
庭可以任意排队体验游玩，孩子们和
爸爸妈妈们玩得不亦乐乎。“嘟嘟你真
棒！去跟着诸韵颖姐姐学打排球！”参
赛者张先生带着儿子完赛后在嘉年华
活动区一起体验运动项目，看到孩子
学得有模有样，他拿起手机拍了不少
照片。“这样的周末非常有意义，不仅
能参赛锻炼身体，还能体验各种体育
项目，还有女排国手来教，希望以后有
更多类似的活动！”

“今天我梦回万体，梦回徐汇，这
里一直是排球运动的宝地，当年我们
上海女排就是从这里获得‘五连冠’并
走向全国的。”故地重游的中国女排原
国手诸韵颖在赛后变身为“冠军导
师”，在嘉年华活动区帮助孩子们学习
排球，并与家长互动交流。“感谢赛事
主办方为我们俱乐部搭建了推广项目
的舞台，让我们可以帮助更多青少年
参与体育锻炼，这种赛事结合嘉年华
互动的方式，效果非常好，家长和孩子
都很开心。”

徐汇迷你马拉松重燃亲子运动激情

“大手牵小手”跑出健康快乐

第三届青俱联赛圆满落幕

足球少年从这里走向全国赛

作为曾经的射击奥运冠军，全国
政协委员、上海市射击射箭运动中心
主任陶璐娜的心一直未曾远离射击项
目。今年两会，她建议射击项目利用
好人工智能设备（激光训练仪），在校
园中普及推广，培养更多优秀后备人
才。

“射击对场地要求小，一个教室就
能开展，射击时人的眼睛要在望向远
处和近处不停切换，有助于保护视
力。”陶璐娜表示，在校园中开展射击
运动有其合理性与益处。近年来，激
光训练仪作为一种人工智能设备出
现，训练效果与气枪接近，安全可靠。

“而且每一发动作的运动轨迹和模拟
击发过程能够以数据和图像方式呈
现，通过大数据分析更加精准地找到
运动员的问题，从而进行更广泛、科学
地选材。”

陶璐娜建议，将激光训练仪列入
体育教育器材，作为体育课堂教学的
辅助设备，为体育课和体育培训服务；
建议在全运会和学青会等重要赛事中
设置激光训练仪射击项目，制定相关
竞赛体系和标准；建议制定激光训练
仪的行业标准；建议在中小学和大学
普及推广激光训练仪射击课程，丰富
学校体育内容，打牢青少年体育根基。

在繁忙地参赛训练之余，新当选
全国人大代表的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也在为履职尽责做好调研工作。今年
两会，她把目光投向了青少年体育教
育和竞技体育融合发展等问题。

“我希望在青少年运动员中做好
梯队建设，避免出现断层，同时我也希
望青少年在学校中也能更好地锻炼身
体、强健体魄。”张雨霏建议，在学校体
育教育里加入游泳课程设计，提升青
少年身体素质，更好营造全民健身的
氛围。同时她还提出，国家队、省队的

优秀运动员可以通过各种形式进入学
校，给予青少年更多专业指导，让运动
员价值得到更广泛地发挥。

提出建议前，张雨霏做了不少调研
工作，首先就是从身边入手了解情况。

“我妈妈是有28年教龄的小学一线体育
老师，妹妹正值初三，我的很多朋友考
取了教师资格证，成为了不同学段、不
同学校的体育老师。我的队友们，有的
还在训练，有的已经退役，退役以后他
们也会进入到社会。我可以广泛深入
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张雨霏说。

“运动不是为了考试，让孩子们热
爱运动，这才是第一位的。”全国政协委
员、我国冬奥首金获得者杨扬建议，要
谨防体育中考走偏、确保考试公平，同
时做好科学研判，审慎决策今年体育中
考及其他校园体育活动开展事项。

杨扬认为，随着体育中考制度在
全国推广，近几年体育的学科地位得
到有力提升，极大地强化了学校、家长
及师生对体育的重视，对促进中学生
参与体育锻炼、增强身体素质、推动学
校体育工作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导
向作用。但同时，体育中考出现“应试
化”倾向，一些学校和家长临考前让学

生进行超负荷的突击、强化训练，不仅
降低了学生体育锻炼的积极性，还会
对其身体健康带来负面影响。

此外，体育中考项目单调、测试内
容单一，忽视学生个体差异，制约学生
全面发展；过于注重结果评价，部分地
区只看一次性考试结果，无形中加重
了初三学生的学业负担；制度实施和
监管有漏洞，部分地方在考试的组织
实施中出现作弊、“宽口径”等问题，影
响考试公平性。

在调研分析后，杨扬提出建议：要
发挥好体育中考的导向作用，转变成

“为成绩才运动、为考试才锻炼”的观

念；转变体育教师把体育课堂当成体
育中考的“练兵场、训练场”的教学现
象；引导家长理性认识体育中考，真正
认识到强健体魄和健全人格比分数更
重要。

此外，科学设置测试项目内容，尊
重学生个体差异，尽量采用“抽考+选
考+必考”的方式，提升考试的科学
性。改革评价方式，将过程性评价与
结果评价相结合，对学生的体育课学
业水平、体育锻炼和学习态度进行综
合评价，体现体育育人的目的。还要
完善监督制度，强化中考体育的监督
管理，营造公平的体育中考环境。

杨扬——

谨防体育中考走偏，拒绝“应试”导向张雨霏——

把游泳加入学校体育课程

陶璐娜——

用科技助力射击运动校园普及

陶璐娜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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