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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中，青少年永远是
值得关注和重视的群体。而对于青少年的成
长，体育的存在不可或缺。

“即便以后不从事体育行业，也可以得到很
多的锻炼。”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女足名宿、原国
家队主教练水庆霞说。

2024两会期间接受记者专访时，水庆霞表
示培养青少年对于体育的兴趣非常重要，这需
要政策层面长期而稳定的持续推动。“提高支持
的力度和关注度，有更多稳定的措施，会让更多
家庭愿意让孩子去参与体育运动。”

成为人大代表，关注基层体育
在去年成为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的“新

面孔”之后，2024年全国两会，水庆霞再度来到
北京。“去年此时很兴奋，也很紧张，现在在紧张
程度上比之前好了很多。”她在接受记者专访时
坦言，“对于这个角色，责任大于荣誉。更多的
是要鞭策自己，作为公众人物，在很多方面要不
断地去提升，也需要不断去工作和努力学习。”

“同时需要履行好这个职责，真正走入到基
层当中，去了解基层体育的现状，有很多事情需
要去做。”

“人民给了我这个荣誉，我也希望为最基层
的体育人去做一些哪怕是很小的事情。”她对记
者表示。

水庆霞表示，当下自己会积极与基层教练
员、运动员等群体沟通，了解实际的情况和需求
——两会的召开，更加坚定了她的信心。“此前
带队（中国女足）时间比较紧，现在有了更多时
间去了解基层，去尽自己的一点点力量，只要有
机会，我希望能够努力去付出并做出贡献。”

校园体育，需要持续鼓励推动
在基层体育事业中，水庆霞尤其关注青少

年和校园体育的状况，在她看来，这是体育发展
的根基，“就像比赛中，成年队成绩的好坏，和青
少年的训练水平就有很大的关系。”

而当下，国家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了许多
鼓励青少年和校园体育发展的措施，这些政策
所带来的正向刺激也是显而易见的。

“（鼓励政策）对提高基层教练员的积极性，
提高他们的执教能力，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
用。”水庆霞分析道，“也提高了家长对体育和学
习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

“提高支持的力度和关注度，有更多稳定的
措施，会让更多家庭愿意让孩子去参与体育运
动。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多年以来，学业的压力都是影响青少年参
与体育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水庆霞认为，随
着人们对体育的认识愈加深入，类似的矛盾会
越来越少。

“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成龙成
凤，可能会希望花更多时间去学习，但适当的体
育运动其实并不会耽误学习。在稳定的政策鼓
励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家长们也会看到（体育
的益处）。”

校园足球，给孩子们更多机会
作为一名深耕体育事业多年的体育人，水

庆霞自己对体育运动的好处有着深切的认识。
“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会碰到很多的困难，

体育的精神可以让人在碰到困难时不放弃。对
孩子的一生来讲，即便以后不从事体育行业，也
可以得到很多的锻炼。”

“包括团队的协作、相互间的社交等，体育
运动也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培养机会。最关键
一点，还是要去培养孩子们自身对体育的兴
趣。”

身为中国女足名宿，水庆霞自然也关注校
园足球的发展——在她看来，和其他任何校园
体育运动项目一样，发展校园足球同样需要稳
定而长期的政策支持。

“创造好的赛事平台，在不影响正常训练的
情况下给予学生更多的比赛机会，只要有了一
个稳定的机制，我相信以后踢球的人会越来越
多。”她对记者表示。

（摘自澎湃新闻）

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冰雪运动名宿杨扬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运动员的心理健康成为了她关注的重点之
一。“近两年出现了体育饭圈化这样的现象，给
一些运动员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她对记者表
示。

杨扬建议，对运动员的心理疏导和建设，应
该成为保障工作中的重要一环。“目的就是希望
在巴黎奥运会以及很快就要到来的米兰冬奥会
上，能够让运动员专心发挥，在正能量的支持和
鼓励下取得最好的成绩。”

网络时代，必须重视心理建设
作为中国冬奥会历史首金获得者，正是征

战赛场的经历，让杨扬认识到了心理健康对于
运动员的重要性。

“在比赛当中，全场观众支持你的激励是巨
大的，但是反过来，如果在比赛中表现不佳或遇
到一些其他情况，又得不到正确的理解和对待，
就可能会为运动员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

杨扬说，相比自己做运动员的时代，现在的
运动员已经身处不一样的环境，更多的传播媒
介和意见表达更直接的社交媒体，乃至体育饭
圈化以及网络暴力等现象，给运动员的心理抗
压能力又提出了新的挑战。“有的时候我也跟年
轻队员聊天，他们也会很委屈，很无助。”杨扬告
诉记者。因此她建议，应该更加重视对于运动
员心理健康情况的关注，并为他们提供更多的
帮助。“比如让运动员能够提前意识到会有这样
一些情况发生，可能涉及网络暴力，以及随之而
来的心理压力，让他们做好心理的准备，包括了
解正确的应对方法，知道怎样与粉丝良性互
动。”

“另外，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也很重要。培
养热爱体育、尊重体育规则、尊重运动员的观众
与粉丝，这也是我们的责任。目的就是希望在
巴黎奥运会以及很快就要到来的米兰冬奥会
上，能够让运动员专心发挥，在正能量的支持和
鼓励下取得最好的成绩，这也是我作为一名老
运动员最希望看到的。”

保障孩子们参与体育运动的机会
除了希望帮助到专业运动员之外，杨扬对

于校园体育的话题也同样关注。
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她一直鼓励孩子积

极参与体育锻炼。在她看来，体育运动也是青
少年成长中重要的正向刺激。“我一直相信体育
的价值，近几年我们很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也
能看到教育部有‘以体强心’这样一个提法。此
前有些学校会有一些做法，比如课间不让孩子
出教室，其实是对体育发挥作用产生了阻碍。”

“而保障学生在学校得到体育锻炼，保持心
理健康，需要家校联合，要得到家长的理解和参
与。”杨扬对记者表示。现在已经有许多学校开
始积极鼓励学生参与体育活动，家长也开始认
识到体育的重要性，这无疑是令人可喜的现象。

同时，杨扬还特意提到不能忽视欠发达地
区，“我们也要关注偏远地区的孩子，关注他们
的心理健康。此前我也看到过一些数据，现状
值得我们去重视，（相比大城市）他们更缺少体
育教育资源。”

“如何能够让更多的公益机构用体育的方
式去支持当地的孩子，帮助他们的成长，对此我
也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建议。”杨扬表示。“内心的
强大，身体的强壮，才能够让孩子有能力去面对
生活，发挥知识的能量，给青少年成长带来巨大
的影响和积极的推动。”

“根据许多已有的科学研究，面对学生的心
理健康问题，体育的确能起到正向的作用，比如

压力的释放、积极性的恢复，包括抗压能力和团
队意识的培养，让学生之间能够产生互动和支
持。”

中国冰雪运动发展走上快车道
作为国内冰雪运动的里程碑式人物，杨扬

退役后也没有离开体育，一直在从事冰上运动
的青少年培养工作。

此前她也参与了北京冬奥会的申办和筹备
工作，对于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她直言当下正
是最好的时代。“当时在申冬奥成功的时候，中
国还有三分之一的冬奥项目没有开展，通过北
京冬奥会周期之后已经基本全部开展了。此
外，‘三亿人上冰雪’又推动了人数基数的增
加。”

而冰雪人口增加所带来的发展后劲，将在
后冬奥时代逐渐显现。“现在冬奥场馆向老百姓
开放，一系列的赛事组织管理和产业人才也在
贡献力量，这些都是‘冬奥红利’给冰雪运动带
来的发展。”

在上海从事冰雪运动推广多年的杨扬，也
深切感受到了当下“北冰南展”的成效。“以前我
在东方明珠脚下做户外冰场，很多人到现场去
摸，问这是真冰吗？因为以前都没有见过。而
现在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室内滑冰场
已经很常见了。”

“南方城市虽然（冰雪运动）起步比较晚，但
是发展速度比较快。借助专业人士的投入，发
展势头还是很强的。”在杨扬看来，中国的冰雪
运动想要走得更远，当下除了继续增加面向大
众的硬件设施，让更多人可以更方便地接触冰
雪运动之外，也需要继续重视人才的培养，打通
社会体育和专业体系，形成更广阔的人才基
础。多方努力下，中国成为“冰雪强国”的目标
将越来越近，“不要怕路远，只要有目标，奔着目
标去努力，终究会达到。”

“回想过往，当时诸如经费不足等困难，我
们都克服过来了。现在随着国家投入越来越
大，参与的孩子越来越多，进步是可以期待的。”

（摘自澎湃新闻）

重视基层体育，孩子们会越来越好
全国人大代表水庆霞——

关注运动员心理健康，应对饭圈乱象
全国政协委员杨扬——

今年两会，体教融合成为代表委员关注
的焦点之一。大家表示，青少年是祖国的未
来，教育兴则国运兴，少年强、青年强则中国
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身心健康的
青少年，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代表委员就
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体育
教育等话题，集思广益、建言献策。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
说：“体育有很多功能，不只是在某项运动
中拿金牌。体育其实是教育的一部分。”刘
国梁认为，在体育锻炼中，孩子能磨炼出健
康体魄、健全人格。体育不仅能让孩子放
松身心、体验快乐、缓解压力，还能提升他
们的规则意识和抗压能力，让孩子学会如
何面对胜负和坎坷。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自由式滑雪空中
技巧队教练纪冬认为，冰雪运动是增强孩
子体质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在冰天雪地中，
孩子们能磨砺出勇于挑战、永不放弃、顽强
拼搏的精神品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乒协副主席、上海
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主任王励勤说，
虽然现在孩子锻炼时间比过去多了，但离
不少于1.5小时的户外运动时间仍有差距，
一些学校还存在课间10分钟被占用的情
况。他在提案中写道，希望延长课间时长，
鼓励孩子们都在课后走出教室、走向户外。

部分代表委员建议，要鼓励优秀退役
运动员进入校园担任体育教师和教练员，
通过务实举措让他们进得来、留得住。刘
国梁说，退役后的每一位国家队运动员都
是宝贵财富，他们既有专业知识，还有体育
精神，不仅可以培养成千上万的体育教练，
也可以进入校园教书育人，成为孩子们的
榜样。

全国政协委员、女子标枪奥运冠军刘
诗颖建议，相关部门可出台更多配套措施，
为这些运动员提供教师资格培训，使其掌
握一定的育人、教学技能，为今后的执教生
涯打下基础。 （节选自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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