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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上海市“武术进校园”
发展论坛暨第二届“诗歌演武”大荟在
浦东新区洋泾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举
行。

上海市体育局副局长宋慧，上海
市教卫工作党委副书记、上海市教育
委员会副主任顾红亮，上海市教育系
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执行主任高
德毅，上海体育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
长王继红，上海市体育局青少（科教）
处处长、二级巡视员张漪等领导出席。
本次活动由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市教
育委员会、上海市教育系统关心下一
代工作委员会指导，上海武术院（上海
市健身气功管理中心）、上海体育大学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办，旨在回
顾本市武术进校园工作开展情况，展
望未来发展蓝图。

近年来，上海积极响应并深入贯
彻国家体育总局关于武术进校园的战
略部署，继2023年确定第一批53所
试点学校后，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武
术进校园试点工作成果，2024年上海
选取44所学校开启第二批试点工作，
通过不断扩大武术教育的覆盖面，让
更多学校深度融入武术教育的创新实
践与长远发展之中。

上海武术院（上海市健身气功管
理中心）积极探索武术教育新路径，匠
心独运地原创推出《动感武术》系列教
材。该教材以“武术技击+动感音乐”
的创新形式，促使更多青少年儿童积
极投身于武术运动之中。活动现场，

与会领导共同发布《动感武术（幼儿）》
新书。继《动感武术（小学）》于2023
年公开出版之后，今年正式推出《动感
武术（幼儿）》一书，旨在将武术项目推
向更广泛人群，吸引更多学龄前儿童
加入到武术运动的行列中来。

此外，在武术进校园的推广实践
中，上海市教育系统关工委“邱丕相”
工作室于2023年开创“诗歌演武”这
一模式。通过将吟诗唱诵与武术演练
相结合的形式，实现武术与文学、艺术

的跨学科融合，为武术教育事业提供
了新的发展路径。本次活动中，上海
武术青年队、观澜小学以及来自多所
幼儿园的孩子们将《千字文》《木兰辞》
与《少年中国说》融入武术表演，通过
武术动作演绎，将诗词所蕴含的深邃
文化内涵与厚重历史底蕴展现得淋漓
尽致。

本次上海市“武术进校园”发展论
坛全面呈现了近年来本市武术进校园
工作开展以及中小学体育“一条龙”武

术项目整体布局推进情况，分享成功
经验。上海体育大学博士生导师、中
国武术九段、中国武术十大名教授邱
丕相受邀作题为《对“诗歌演武”跨学
科融合教学的初步探索》主旨报告，深
入剖析了“诗歌演武”这一极具创新性
与前瞻性的教育实践模式，为武术教
育工作开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引领着广大教育工作者以更加开阔的
视野和创新的思维，积极投身于武术
教育事业。

本报记者 丁荣

12月5日，上海市冰壶项目研讨
会在东方体育大厦三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研讨会旨在大力推进本市青少年
冰壶项目发展，动员青少年广泛参与，
引导优秀体育后备人才选拔培养，深
入贯彻落实上海市“十五冬”冬季运动
项目“1+3+X”战略目标。

上海市冰雪运动协会会长苏清
明、上海市体育局竞技体育处副处长
周猛、上海市青少年体育训练管理中
心副主任周旭明、上海市冰雪运动协
会常务副会长邵国民、上海市冰壶队
领队孙天明及各区体育局竞训科科
长、冰壶一、二、三线教练员、裁判员代
表等出席本次会议。

上海市冰壶队领队孙天明对上海

组队目标及当前队伍组建情况进行了
介绍。他总结，目前队伍的教练和管
理团队已完成组建、集训、参赛、签约
等事宜，多措并举，均稳步进行中。明
年新场地建成后，将实现人员三集中，
按照专业队模式进行管理。

会上，上海市冰雪运动协会常务
副会长邵国民介绍了上海冰壶项目开
展情况。上海市青少年体育训练管理

中心副主任周旭明、上海市体育局竞
技体育处副处长周猛就冰壶基层发展
困难，分别对冬季项目输送认定办法
和上海市优秀运动队联办政策进行了
解读。随后，各区展开了交流讨论。

上海市冰雪运动协会会长苏清明
对近年来上海冰壶项目发展所取得的
成绩予以肯定。他传达了2024年上
海市体育局冬训动员会暨训科医一体
化体系试点建设工作推进会精神，并
要求协会要从三个方面来贯彻落实会
议精神：一是要把冰壶一线运动队建
设好；二是要把赛季比赛打好；三是要
提高工作标准和能力；四是要找准问
题，制定项目发展规划。

上海召开研讨会明确冰壶项目发展路径

明确模式 打通运动员“出入口”

本报记者 丁荣 通讯员 陆辉

12月 6至8日，2024年上海市第
二十二届跆拳道公开赛在虹口精武体
育馆举办。报名运动员总人数近700
人。

对比上届公开赛，此次参赛人数
再次刷新。上海市跆拳道协会秘书长
潘会燕表示，协会将继续集思广益，推
陈出新，尤其在群众竞赛工作的改革
上下功夫，为市场的良性发展提供引
领和帮助，为跆拳道行业的持续健康
发展奠定基础。

跆拳道是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
上成为正式比赛项目。次年，上海市
跆拳道公开赛即开启举办，距今已成
功举办了二十二届。它拥有上海跆拳
道市级大众赛最悠久的历史，是真正
的元老级别赛事。

带儿子参加个人品势比赛的倪女
士告诉记者，孩子已经练习跆拳道两
年，参加比赛的次数已经达到了三次，
并在混合项目中斩获过第三名的佳
绩。“本身孩子就喜欢体育运动，多参
加比赛的确对他个人性格和学习都有
着积极意义。”

经过协会领导、秘书处、裁委会、
竞委会的提案、讨论，决定在竞技、品
势项目上采用“八人小组赛+王中王”
的新赛制——即所有超过八人报名的
组别按照八人及以下分组角逐各组前
三名，各组的小组冠军再进行王中王
制角逐最后的总冠军。

守护“跆拳梦想”
老牌赛事思变求新

本报记者 李一平

12月8日，2024高校百英里接力
赛总决赛在上海圆满收官。这不仅是
一场体育盛会，更是一场展现青春活
力、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的城市盛事。
在这场高百年度终极对决中，重庆大
学野蛮生长队凭借团队的默契协作和
出色发挥，以9小时25分12秒的优异
成绩卫冕了总决赛冠军，并连续第二
年刷新总决赛纪录。清华大学和兰州
交通大学分列第二、第三位。

历经资格赛和全国十个分站赛的
激烈角逐，来自全国高校的52支赛队
从超过千所的高校竞争中获得了来之
不易的总决赛入场券。赛事还特邀了
来自德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外籍选手组成的国际联
队。这些队伍历经层层选拔，实力雄

厚的传统劲旅与黑马之姿的后起之秀
赛场相见，使这场热血燃情的青春路
跑盛宴充满了看点与悬念。2024年
巴黎奥运会马拉松大众组女子第一名
黄雪梅代表东南大学出战第一棒。上
海新晋的大众马拉松一哥李健为赛事
领跑，更为赛事增添了颇多亮点。

本次总决赛的赛道贯通上海徐汇
区与黄浦区，黄金滨江线路融入城市
文化与自然风光，全长16公里，为高
百总决赛历史最长单圈线路。选手们
从穹顶艺术中心出发，途经西岸梦中
心、南浦大桥等地标性景观，在奔跑中
用脚步丈量这幅历史与现代交融的滨
江画卷。

围绕“跟着赛事去旅行”这一主
题，赛事组委会精心策划了一系列兼
具文化体验与休闲特色的文旅活动，
成功地将赛事的影响力从赛场延展至

更广阔的城市空间。“游轮夜游浦江”
让参与者在赛事之余，乘坐游轮畅游
黄浦江，欣赏两岸璀璨的灯光与城市
天际线，感受上海这座国际化都市的
独特魅力；“高百City walk定向赛”则
以趣味探索的方式，将城市的历史文

化与发展成果融入到轻松的互动体验
中，让参与者在奔跑之余深入感受上
海的文化底蕴与生活气息。这些备受
欢迎的特色活动，不仅吸引了众多参
赛选手和观众的参与，更成为传播上
海城市文化的生动窗口。

2024高校百英里接力赛总决赛燃动滨江赛燃动滨江

12月7日，2024上海市学生运动
会高校组健美操（啦啦操）比赛在华东
师范大学闵行校区落下帷幕，本次比
赛共吸引了来自上海各大高校34支
队伍的超过800人报名参赛。

比赛现场，各高校代表队以饱满
的热情、精湛的技艺，为现场观众呈现
了一场场精彩绝伦的表演。在比赛现
场，各队队员身着统一的服装，随着音
乐的节奏起舞，旋转、跳跃、托举、抛
接，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力量与美感。

作为本次比赛的东道主，华东师
范大学健美操项目也是学校的重点特
色体育运动。华东师大健美操啦啦操
队成立于2007年。这支队伍在世界
运动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等赛事中
获得过150多枚金牌；在全国大学生
运动会、全国体育大会、全国锦标赛、
冠军赛等赛事中获得过 500 多枚金
牌。在今年举行的2024年世界健美
操锦标赛上，还有五名华东师范大学
学子代表中国夺得金牌。

除了竞技成绩亮眼外，健美操、啦
啦操也已经成为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园
大众体育项目。学校不仅开设特色体
育课程，还在学校的ECNU运动中心
内成立了全明星运动舞蹈俱乐部，让
学生们可以在体育课的基础上，进一
步参与健美操、啦啦操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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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承办。 ·李一平·

上海市学生运动会
健美操比赛落下帷幕

上海举办“武术进校园”发展论坛

探索武术跨学科推广新模式

跨越徐汇与黄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