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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12 日电(记者姬
烨、王沁鸥、王君宝)少年强则中国强。围
绕学校体育和体教融合，全国政协十三
届二次会议体育界别表示，希望树立健
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全面总结经验教训，
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打造新型青训体
系和更加开放的校园赛事体系，对学校
体育和体教融合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以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

加强顶层设计

我国青少年体质经过二十多年的持
续下滑，在各方努力下，部分指标有止跌
回升的势头。但是，学校体育、体教融合
依旧存在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冯
建中表示，希望各相关部门树立健康第一
的教育理念，如果各部门把这一理念执行
好，学校体育一定会有突飞猛进的发展。

冯建中坦言，如果在学校体育方面
只说具体问题，很难彻底解决全局的问
题。因此，他提出建议，对于教育部门，
第一是系统梳理在贯彻健康第一教育
理念方面的经验；第二是总结这一理念
在体育教育的政策导向、科目设置等方
面是否有偏差；第三是教育部门的机构
设置与人员编制安排是否符合青少年
健康第一的需要；第四是教育经费在青
少年体育方面的分配、投入比例是否适
当；第五是总结教育部门在学校体育相
关政策的落地和可行性；第六是思考体
育教师配备为何多年来缺口很大，体育
课为何经常被占用；第七是总结学校体
育教材的优点和不足；第八是总结学校
体育场地建设和器材配置有哪些不足；
第九是建立具体的学校体育考核指标；
第十是建议教育部门设立科研课题，研
究如何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

对于体育部门，冯建中表示，第一要
总结开展学校体育的经验；第二是思考
如何进一步完善体育部门在青少年身体
健康中的地位和作用，体育的职责应当
“宽一点”，不能只负责青少年后备力量
培养；第三是总结体育部门关于青少年
体育、后备力量培养等政策的效果如何；
第四是从青少年健康、意志品质锤炼、后
备力量培养等方面进行专题研讨。

冯建中还建议，在城乡建设中加强
研究青少年体育场地资源配置是否符合
需求，加大对青少年体育活动的投入，同
时对这方面的投入进行跟踪评估。

教育部副部长钟登华表示，接下来教
育部门将进一步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
念，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继
续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将理念认识的
提高转化为具体的体育教育改革效果；完
善体育师资队伍建设和学校场地建设。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高志丹指出，
把青少年身体素质抓上去，把竞技体育
后备人才培养出来，是体育部门的两大

重点任务。接下来将继续与教育部门在
青少年体育和校园体育上形成合力，在
青少年体育技能培养、后备人才培养、体
校改革、体育赛事体系完善、体育教师和
教练员培养、场馆建设与开放等方面抓
好顶层设计。同时，针对“小眼镜”“小胖
墩”等问题，发挥体育部门优势，建立科
学合理、便于操作普及的健康课程包。

体育、教育部门联手打造

新型青训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体育大学党委

副书记池建表示，2008 年北京奥运会我
国竞技体育取得巨大成就，这依托于当
时完善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制——— 三
级训练法，即业余体校、专业队、国家队，
层层选拔为上一层输送人才。

但是，池建指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三级训练法如今受到严重冲击，甚至

已经不复存在。他说：“最基层的业余体
校基本没了，为什么？首先，随着机构改
革，县区体委基本撤销，基层体校没有经
费保障。第二，过去没有重视在校学生运
动员的文化教育，没有准确把握全面育
人的理念，体校运动员没有掌握应该掌
握的文化知识。第三，竞技体育成材率很

低，优秀运动员身后不知有多少运动
员作为陪伴，过去的训练法只看到金
字塔塔尖的人，看不到金字塔中间和
底层的人，这些人没出路，意味着这样
的体制难以维持。”

池建表示，如今应该建立新型青
训体系，而新体系不能只依靠体育部

门一家，还需要教育部门大力配合。他
将新型青训体系概括为“三有”：有学上，
参加新型青训体系的运动员能有学校
读书，从人的全面成长来说，18 岁以前
必须以学习为主，这在西方很多国家有
立法保障；有书读，过去尽管有运动员
到学校读书，但是在新体系下，学生身
份应是第一，运动员身份其次；有出路，
一方面，如果在运动方面取得成绩，可
以继续深造，另一方面，如果没在运动
方面取得成绩，由于有了一定的文化知
识，同样可以有出路。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体育总局副局
长李颖川也指出，过去的三级训练法是
在我国学校体育基本没开展的情况下
建立的。如今，家长对孩子的要求已经
不同，忽视教育的三级训练法面临萎
缩，未来的青训一定是回归教育。

高志丹表示，未来体育部门将促进青
少年体育俱乐部建设，为青少年参与体育
活动夯实新的主阵地。他说：“目前体校出
现萎缩，但是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呈现良好
的发展势头，我们将对管理办法、评价等
级、支持措施等方面进行研究。”

完善面向全体青少年的

赛事体系

李颖川用两个调研案例说明赛事
体系对于学校体育开展的重要性。在日
本的工作日，地铁上全是西装革履的上
班族，而在周末，地铁里则随处可见身
着运动服、去参加各类学校和社区比赛
的学生。在美国达拉斯，李颖川曾看到
一个区域里有大约 100 块 5 人制、7 人
制、11 人制等大小不同的足球场，更令
他震惊的是，这些场地上都在进行不同
年龄段的男、女足比赛。

高志丹表示，赛事平台的引领作用
非常大，未来我国将打破体育和教育部门
壁垒，搭建面向全体青少年的赛事体系，
把赛事平台做得更开放、更活跃。比如今
年的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就有俱乐
部、学校、社会等各方面参赛。

全国政协委员、我国冬奥会首金得
主杨扬表示，近年来青少年儿童体育教
育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目前学校体育普
遍存在重小学、轻中学、中学以上校园
联赛体系缺乏或不足的虎头蛇尾现象，
建议重视中学和大学体育赛事建设，完
善学校体育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篮协主席姚明
也说：“初中和高中的赛事变得越来越重
要，体育是一种游戏，就像学下棋，下棋
不和别人对弈、天天看棋谱，就会索然
无味。体育最终还是要落到赛事。在初
中和高中，学生的运动水平在往上走，
(有赛事的引导)对于孩子们继续留在体
育项目非常重要。赛事功能并不仅仅停
留在教育层面，更有对校园文化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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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月 99 日日，，北北京京
延延庆庆太太平平庄庄中中心心小小学学
学学生生在在滑滑冰冰老老师师带带领领
下下练练习习冰冰球球技技巧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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