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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丁荣

10月29日，第一届全国青少年三
大球运动会上海代表团工作动员会在
体育大厦召开，会议全面盘点了上海
代表团备战参赛情况，并对决赛阶段
工作进行统一部署。市体育局党组书
记、局长、代表团团长徐彬作动员讲
话。

徐彬强调，上海代表团要统一思
想，深刻认识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的
重要意义；要抓住最后的备战关键期，
科学安排赛前训练；要制定周密的参
赛预案，着力加强赛时指挥；要密切协
作、加强沟通，全力做好赛期保障；要
德纪并重，严守赛风赛纪红线，守牢反
兴奋剂底线，确保上海代表团赛风赛
纪和兴奋剂问题“零出现”，以优异的
运动成绩和良好的精神风貌，为上海
城市争光添彩。

首届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由
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主办，湖南省人
民政府承办，将于11月20日至11月28

日在湖南省长沙市、岳阳市举行。运
动会设男女足、男女篮、男女排共六个
组别，男足、女排比赛在长沙，男女篮
球、女足、男排比赛在岳阳。首届全国
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的主题口号是

“跃动青春，逐梦大球”，着力突出参加
运动会的群体特征和竞赛项目特点。

“跃动青春”，主要是通过三大球跳跃
的运动表现形式展现朝气蓬勃、昂扬
向上的青春气息；“逐梦大球”，则是与
三大球振兴发展、实现体育强国梦相
呼应。

经过之前资格赛的角逐，共有25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96支队伍进
入决赛，运动员约1500人，决赛场次
总计308场。经过资格赛，上海代表
团足球、篮球、排球三个项目六个小项
均晋级决赛阶段，实现全项参赛。141
名运动员和55名运动队辅助人员将
赴赛地参加决赛阶段比赛。

足、篮、排“三大球”项目社会关注
度高，影响力大，其发展水平是衡量一
个国家体育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尺。当

前，国家体育总局高度重视“三大球”
改革发展工作，把振兴“三大球”作为
建设体育强国的必然要求和标志性任
务，采取各种措施，多角度发力推进项
目发展。其中，抓好青少年后备人才
培养，厚植人才基础是最重要的举措
之一，举办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
就是最具体的体现。上海将积极响应
体育总局的要求，深刻认识振兴“三大
球”对于体育工作发展，对于体育强国
建设，对于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重要
意义，认真做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
的备战参赛工作，加强优秀后备苗子
培养，为中国“三大球”的振兴贡献上
海力量。

会上，市体育局青少（科教）处负
责人汇报第一届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
动会上海代表团备战工作情况，市足
球协会、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篮
球运动中心、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
心排球运动中心相关负责人分别汇报
备战参赛情况。

上海召开首届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动员会

上海参赛队伍已全部晋级决赛

本报记者 章丽倩

中小学校园向来是青少年体育发
展的重要阵地，无论是推陈出新的体
育校本课程建设，还是将更多有基础
的孩子送到区级赛、市级赛乃至全国
赛的舞台上去“见世面”，这些都是在
为青少年体育发展输送能量。而就在
近日，在上海市民办阳浦小学的体育
馆里，一场两校联办的空手道比赛则
是为申城的校园体育和体教融合提供
了一种带有新意的思路。

“阳小怀一杯”首届空手道锦标赛，
顾名思义，这项刚创办的校级赛事的面
向对象，是本市阳浦小学和怀德路第一
小学两所学校对空手道感兴趣的孩子
们。而此次办赛之所以能突破校级单
项赛事参与人数较少、覆盖面有限的常
见短板（有73名小选手、共193人次参
赛），就是因为——这并非临时起意，而
是在多年前就埋好了伏笔。

“五年前，我们就已经尝试将体育
项目和学校体育课程融合。杨浦区是

体育强区，拥有空手道奥运裁判带领
的专业团队这一优质社会资源，就率
先将空手道课程纳入了学校校本课
程。”阳浦小学校长陈缨介绍说，他们
是在利用过去几年打下一定基础的前
提下，才选在今年两校联合探索校级
办赛模式。

现就读于阳浦小学四年级的孙好
好，她既是这回开赛仪式上参与“破
板”表演的学生代表，也是曾获得全国
U系列赛女子组手冠军的好苗子。不
过，在了解办赛细节后记者发现，这项
校级赛事为了能让更多基础较浅的孩
子也参与进来，获得实战体验，其实在
设项时便已有“丰俭由人”的考虑。

“通常青少年空手道比赛会涉及
到两方交锋，但考虑到这里还有很多
是刚刚接触该项运动的一、二年级的
学生，所以在设项时也有专门考基础
功的这个项目。尽可能把参赛门槛降
低一些，让更多的孩子参与进来，这就
是校级办赛的一大特色。”杨浦区飞扬
天使青少年公益服务中心的负责人马

俊婷向记者介绍道。
据了解，空手道已是阳浦小学的

必修课，一、二年级的学生每周都会上
一节课，在专业教练资源的引入和必
修课程的连续性保障下，就连零基础
的小朋友也能够较快掌握空手道的基
本拳法、腿法、摔法等多种技能。

将空手道纳入校本课程，这既是
校方的一次创新，也有望在校园体育
和青少年体育的这条宽广道路上，成
为一个可复制推广的成功案例。

本报记者 李一平

11月 2日，2024上海学生运动会
水上运动（中小学组）的比赛在上海市
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水上运动中心
打响，共吸引了赛艇运动员230人、皮
划艇运动员187人、帆船运动员232人
报名参赛。

近年来，上海市的青少年赛艇项
目发展迅猛，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开始
接触、了解赛艇这项运动。据本次赛
事总裁判长何丹青介绍，目前开展赛
艇运动的学校、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已
经基本覆盖全市，赛艇运动在传统体
校、体教结合、社会办训的多元办训体
系下迅速走向学生。

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上，陈云
霞、张灵、吕扬、崔晓桐四人组合夺得

了女子四人双桨的金牌，这也是中国
赛艇第二块奥运金牌。其中陈云霞、
张灵就是上海培养的运动员。两人
中，陈云霞还是体教结合模式下培养
出的优秀体育人才，她曾经就读于七
宝中学，在参与赛艇训练前曾是田径
运动员。

这几年，上海还创新举办了上海
赛艇公开赛，在2023年的上海赛艇公
开赛上，青少年组作为表演项目出现
在赛程中，而在今年的上海赛艇公开
赛中，青少年组被编入正式竞赛组
别。赛事组委会还特别设置了“上艇
未来之星计划”，为青少年搭建起通往
国际赛事的桥梁，鼓励青少年在挑战
中成长，在合作中进步，在交流中拓展
视野。

在本次参赛的学生队伍中，就有

几支队伍曾参与过今年的上海赛艇公
开赛，通过更多赛事平台的磨砺，他们
在本次学运会的赛艇比赛中发挥出
色，展现了申城的青少年风采。

除了赛艇项目外，近年来上海水
上运动类的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发展蓬
勃，不少学校开始与俱乐部合作开展
水上运动的训练，“像皮划艇、帆船的
报名人数都是非常多的，这也代表青
少年水上运动正越来越好。”何丹青
希望，能有更多青少年走出户外，参与
到水上运动中来。

本次比赛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体育局主办，上海市大学生体
育协会、上海市中学生体育协会、上海
海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承办，上海市
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水上运动中心
协办。

本报记者 丁荣

10月27日，位于塘桥社区的文建
中学体育馆热闹非凡，第十七届“塘桥
杯”扯铃赛
正在火热举
行。来自全
国各地的21
支队伍的近
200 名选手
齐聚一堂，
交流展示自
己的扯铃技
巧。

21支队
伍中，有来自黑龙江伊春、江苏扬州等
地的外省市成人组代表队，他们不远
千里而来，带着对扯铃的热爱与执着；
也有来自上海各区的青少年组代表

队，孩子充满朝气与活力，是扯铃文化
的新生力量。

经过 17 年的精心培育与发展，
“塘桥杯”扯铃赛已经不仅仅是一场体

育竞技的盛
会，更是一
个展示和交
流扯铃文化
的平台。近
年来，街道
针对扯铃文
化不断深耕
发展，实施
一系列促进
文化传承和

发扬的举措，特别是建立塘桥街道扯
铃培训基地、举办青少年兴趣班，将扯
铃课程带进校园，为扯铃文化可持续
发展打下扎实基础。

申城水上运动蓬勃发展

学运会水上运动（中小学组）开赛

怎样让孩子们“都来赛”？

空手道校级赛给出新启发空手道校级赛给出新启发
本报记者 丁荣

10月 26日至27日，由中国轮滑
协会和上海市体育总会主办的2024
年中国轮滑（自由式轮滑）公开赛（上
海嘉定站）在嘉定体育馆举行，来自上
海、浙江、江
苏、辽宁、陕
西等省市的
两百余名选
手参赛。

本次比
赛设速度过
桩、花式绕
桩、双人花
式绕桩、花
式刹停距离
赛、平地跳高、轮舞、双鱼速桩前交叉
速桩等竞赛项目，按照年龄分为少年
组、青年组和成年组，其中年龄最小的
参赛选手仅为4岁。

本次全国轮滑公开赛由嘉定区马
陆镇承办。从练功十八法、乒乓球、排

球等常规群众体育赛事，到轮滑、攀
岩、冰壶、匹克球等新兴时尚赛事，作
为嘉定新城的核心镇，马陆镇秉承“一
马当先、走在前列”的新时代精神，持
续推进新兴体育项目的培育。多个潮
流、高端体育赛事在嘉定新城轮番登

场，为年轻
人创造了更
多的运动体
验，打造挑
战自我的运
动平台。马
陆镇也以赛
营城，通过
办好新兴体
育赛事，赋
能 城 市 发

展，提升城市品位，为嘉定新城赋予更
多内涵、提供更多机遇。今年也是轮
滑运动首次走入马陆学校。另外，上
海交通大学附属嘉定实验学校和上海
市嘉定区新城实验小学被授予嘉定区
轮滑特色学校。

轮滑赋能城市发展

打造嘉定新城“新项目”

全国21支队伍齐聚浦东

“塘桥杯”搭建空竹舞台

跃动青春 主要是通过三大球跳跃的运动表现形式展
现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青春气息

逐梦大球 是与三大球振兴发展、实现体育强国梦相
呼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