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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时讯

本报记者 傅潇雯

在河北张家口崇礼“雪如意”滑雪场，一个

个英姿飒爽的青少年从雪道上飞驰而下，逐个

通过旗门，在雪道上滑出流畅的弧线。在准备

区，有的教练正指导着小滑手们技术动作，有

的则在给雪板专心打蜡……近日，全国青少

年四季滑雪挑战赛2024赛季总决赛精彩收

官，青少年们经过一个赛季的努力训练，不断

突破自我，在比赛中展现风采，收获信心。

全国青少年四季滑雪挑战赛2024赛季于

2024年2月开赛，历时一年，共举办8站比赛，覆

盖北京、上海、澳门、南京、张家口五大城市赛

区，赛事不仅促进了青少年滑雪运动水平的提

升，还进一步推动了冰雪运动四季拓展，扩大

了滑雪运动的社会影响力。

全国青少年四季滑雪挑战赛2024赛季由

北京市滑雪协会主办，比赛项目涵盖越野滑

雪、高山滑雪、单板滑雪，赛事联合全国40余个

核心滑雪俱乐部，报名人数超过1000人次，线

上人气投票累计达68.4万票，线上直播观看量

超过1500万。赛事相关负责人表示，赛事极大带

动了滑雪运动的四季推广与普及，不仅让青少

年获得参赛经验，也得到了协会、校方、俱乐部

及家长的支持与鼓励，让参赛青少年获得更多

荣誉感，成为他们坚持、热爱滑雪运动的重要动

力。同时，赛事“以赛为练，四季锻炼”的宗旨也

带动鼓励了更多青少年参与体育活动，为他们

健康成长奠定了良好基础。

据了解，本次总决赛设置高山滑雪、单板

大回转比赛项目，分为U6、U8、U10、U12、U14

五个年龄段，男子、女子共20个组别，吸引了来

自全国各地的385名青少年报名参赛，刷新了

历届报名人数。值得一提的是，该赛事多年来

为U6年龄组单独设立了超小赛手组别，因此也

被誉为孕育优秀青少年滑手的摇篮。U10和

U12年龄组是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黄金年龄

段，报名人数最多，竞争最为激烈，该年龄组别

的参赛选手水平较高，经验丰富，在比赛中展

现了青少年健康阳光、拼搏努力的青春风采。

总决赛的比赛场地“雪如意”滑雪场是依

托于北京冬奥会比赛场地国家跳台滑雪中心

“雪如意”而建。作为北京冬奥会后崇礼的新地

标，这里拥有31条高山雪道，雪道宽度达到40

米，坡度适中，适合不同水平的滑雪者。雪场的

投入运营，为来崇礼滑雪的爱好者提供了更多

选择，也将带动更多群众参与到冰雪运动中。

雪场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国青少年四季滑雪挑

战赛作为“雪如意”滑雪场本雪季落地举办的

重磅赛事，提升了雪场的知名度，并为新开业

雪场举办大型赛事积累了经验。

全国青少年四季滑雪

挑战赛创办于2017年，是国内首个

四季举办，联动滑雪模拟机、旱雪及室内外雪

场，设立完善积分规则的青少年滑雪赛事。赛

事的场次、时间跨度、地域覆盖、参赛人数、选

手水平逐年提高，优质赛事品牌正在为滑雪运

动的拓展推广产生积极引导作用。赛事利用滑

雪辅助训练器材，在非雪季延长滑雪爱好者的

滑雪时间，让青少年掌握滑雪的动作要领、安

全知识、比赛规则并持续训练。随着青少年

体育素质教育的广泛普及，体教融合理

念深入人心，相关措施逐步落地实

施，青少年的身体素质与运动

水平显著提升。这一点在

本赛季体现得尤为

明显，各组别参

赛选手均展

现了不错的滑雪竞技水平。赛事创办至

今，已持续举办7年，共完成50余场比赛

站次，万余名青少年选手报名参

赛，为各级别青少年运动队发

掘、输送了数百名优秀人

才，为冰雪运动四季

开展开辟了新

途径。

寒假已至，长假也为青少年提供

了一个完整的时间段加强体育锻

炼，提升运动技能。寒假期间积极参

与体育锻炼不仅能增强体质，还能促

进心理健康，为新学期积蓄能量。

青岛青少年体适能教练李波表

示，寒假期间，没有了学校日常的体

育活动安排，青少年很容易陷入“宅”

生活，长时间面对电子屏幕，缺乏必

要的身体活动。这不仅会影响他们的

身体健康，还可能导致心理问题，如

情绪波动、注意力不集中等。此外，过

年期间大鱼大肉，一不小心也容易成

为“小胖墩”。因此，寒假加强体育锻

炼，对于提升青少年体质、预防疾病、

过一个“健康年”具有重要作用。

李波说：“寒假是培养青少年运

动兴趣和习惯的关键时期。通过尝试

不同的体育项目，青少年可以发现自

己的运动爱好，激发持续参与动力。

家长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帮孩子报

名参加一些体育培训班，如武术、体

适能、滑雪、篮球等，帮助孩子学会和

提升运动技能。保持一定运动频率，

也能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和社交能力，

帮助青少年养成每天定时锻炼的习

惯。哪怕只是简单的晨跑或傍晚散

步，也能为他们的健康打下基础。”

此外，专家也建议，要让青少年

在寒假期间真正动起来，家庭参与必

不可少。家长应以身作则，与孩子一

起运动，不仅增进亲子关系，还能树

立积极的运动榜样。可以鼓励青少年

为自己设定短期和长期的运动目标，

通过达成目标获得成就感。此外，还

可以利用运动手表或可穿戴设备等

记录运动数据，参与线上运动挑战，

让科技成为提升运动乐趣的好帮手。

罗兆杰（山东省青岛市西海岸新区红军小学）

全国红军小学建设工程于2007年发起，旨在弘扬红军精

神，传承红色基因。多年来，全国红军小学建设逐渐成长壮

大，始终以全国革命老区的青少年为教育与惠泽对象，传承

红色基因，培育新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目前，已

经在全国30个省区市革命老区建立了500余所红军小学，成

为我国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红色教育品牌。作为全国第

100所红军小学，青岛西海岸新区红军小学在全面开展红色

教育的同时，注重将红色教育融入体育课堂，在体育教学中

积极推进红色教育进课堂活动，取得了较好的育人效果。

挖掘红色资源 关注融入重点

红色教育融于体育课堂，不仅仅是体育教学的一种形

式，更是整个学校体育教育工作的一种手段，还应该是优秀

体育文化传承的载体和资源。红色教育资源包括了可看、可

读、可听、可用的各种资源，一是各类红色旧址遗迹；二是革

命英雄先辈们的红色故事；三是红色视听读物、重要的文字、

照片和影像等。从资源的分布区域来看，有地方性和全国性

的红色教育资源。此外，体育类的红色资源还有那些具有体

育运动和项目显著特点的革命先辈的名人名言，如以英雄人

物命名的各类体育运动场馆、他们的体育口号、标语等，都可

以引入体育课堂，成为融入体育课堂的内容。

体育课堂融入红色资源，应重点关注资源与体育课程目

标、内容和实施相一致的地方，看孩子们是否了解这些内容；

关注红色教育内容与要完成的课程目标是否相关，抓住红色

教育内容与体育教材内容的相近点；关注红色资源对学生的

意义和价值，深入挖掘蕴含的红色品格和行为，尤其是那些

红色教育背后所蕴含的丰富的红色人物和事迹，使红色资源

与体育学科有效融合，与体育课程核心素养呼应；还要关注

学生在红色情境中的学习效果，把红色教育资源转化为最有

效的课程资源，重点设计红色教育资源融入体育学科的评价

方式，把课程资源转换为育人行为，让红色教育真正内化于

心，外化于形，使学生真正在学习体育技能和体育运动中自

主体会到红色教育的精神内涵。

把握融入原则 精心设计内容

培养学生不畏困难、艰苦奋斗、团结合作的精神及顽强

拼搏、为国争光的爱国主义情怀，让学生懂得珍惜、增进友

谊、相互沟通、共同提高、奋勇争先等，都是红色教育在体育

教学中的体现。首先是教育性，要根据主教材适当选择红色

教育资源，让学生体会红色精神的可贵；其次是融洽性，要看

红色教育内容与体育课堂融合是否准确合适，要根据学生的

年龄特点、认知水平等，选择适宜的内容因材施教，杜绝成人

化、套路化、庸俗化的项目，防止学生不理解或幼稚现象；第

三是促进性，红色内容融入体育教学活动要有一定的负荷，

无论是学生的乐趣还是动作学习的本身，都要起到促进作

用，还要做好引导，增强教育效果，不能为融合而融合。

根据学生身心特点，各学段可以选取不同的红色教育资

源。如水平一学生思维以具体形象为主，可侧重于红色教育

启蒙，以红色故事和情节引领学生活动，选择以红色故事为

教学切入点，进行生活化、趣味化情景教学；水平二、三学生

思维从具体形象逐渐过渡到抽象思维，红色资源的选取也要

相应有所调整，结合红色内容开展教育活动时，可选择各类

红色场馆，结合地点、事件等进行专项活动练习；高年级学生

以理解红色事件内涵为主，可结合专项体育内容深度融合，

还可借助有号召力、感染力的红色体育口号、标语，融入课堂

各环节，进行浸润式教学。

剖析典型案例 创新融合形式

跨学科融合一直是学生提高运动能力、学习健康知识和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体育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义务教育体育

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年版）》首次将“跨学科主题学习”作为

体育与健康学科的主要课程内容，也是红色教育融入体育课

堂最有效的途径。例如跑、跳跃、滚翻、攀爬等技能练习，与

军事演练非常接近，可以将“重走长征路”设为大单元主题，

结合红军长征背景，遵循体育学科核心素养要求，以基本运

动技能为主，结合体能练习进行组合，水平一至三分别设计

为“爬雪山”———追逐跑+攀爬+钻越、“过草地”———折返跑+

单跳双落+交替跳跃、“飞夺泸定桥”———快速跑+平衡走+低

姿势爬行、“大会师”———耐久跑+双人合作跑+仰卧起坐等。

在水平二、水平三中适当增设体能与专项运动技能，将真实

军演或战场情境变换与技能、体能的学练相互渗透，与德育、

智育、美育、劳动教育、国防教育多学科融合，利用背景音乐、

视频、服装器材等进行情景模拟教学，营造红色教育氛围，创

建多元化运动机制，进行各种比赛，在浓厚的红色体育氛围

中感受红色精神传承，提升训练的实际效果。可以说，学科

渗透是体育课堂中融入红色教育、开展红色主题教育的重要

路径和载体。

红色文化融入体育教学，要将教学内容与组织形式做好

教材化处理，把控好时间与内容形式，一是不能失去体育课

程的特性，创新要以身体的练习为主，提高体能，形成技能，

防止走形式；二是要注意合理的运动负荷，不能超过学生承

受范围，确保运动安全。教师的引导和教学设计要根据授课

对象及教学条件而定，情境设置要自然，融入要悄无声息。

将红色教育融入体育课堂，对于培养青少年的爱国情

怀、道德观念和社会责任感具有重要意义，是每一位学校体

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

体育与健康课堂如何融入红色教育

本报讯 日前，2024年度江西省赣州市第二届

“新长征杯”青少年足球联赛总决赛在于都县开赛。

本届赛事由赣州市体育局、市教育局主办，设

男、女U12、U14、U16共6个组别，分县级联赛、分区

赛、总决赛三个阶段进行，历时近5个月。其中分区

赛下设五个片区，来自全市115支队伍、2176名队

员在绿茵场展开角逐，共计进行了171场次比赛。

最终，共有60支球队的1200名运动员进入总决赛。

赛事旨在进一步推进西部地区体教融合足球

青训体系建设试点项目进程，加快创建全国足球

改革试验区工作步伐，借助赛事助推足球青训工

作，构建完善青少年足球竞赛体系，选拔更多优秀

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同时加快深化“1+3+N”（足

球+跑跳投+其他运动项目）校园体教融合发展模

式，进一步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增强青少年体

质，激发学生、家长、社会“三位一体”共同支持参

与足球的热情，有效提升赣州青少年足球运动整

体水平，开创具有赣州体育特色、富有发展活力的

青少年足球工作新局面，实现打造市级U系列青少

年足球强队目标。

近年来，赣州市按照“政府主导、部门主抓，学

校主责、社会共建，学生主体、家长参与”的“六方

融合”体教融合工作思路，积极构建全市一盘棋足

球青训发展格局，全域创建全国足球改革发展试

验区，全面推进足球项目进校园，《打造全国足球

改革试验区的赣州实践》案例获评中国改革2023

年度地方全面深化改革市域优秀典型案例。目前，

赣州青少年U系列足球梯队组建率达100%，年均

组织举办青少年校园足球赛事100余项，已连续21

年举办“英东杯”中小学生足球竞赛活动，青少年

校园足球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效，被国家体育总局

列入全国西部地区体教融合足球青训体系建设试

点项目八个地区之一。 （顾 宁 郭训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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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为期七天的首届

中国小学生击剑训练营在河北邯郸

结营，这也是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首

次举办小学生集训营。

本次训练营为全封闭式训练，旨

在通过系统培训和实战演练，提升参

训学生的击剑技能、战术意识及团队

协作能力，同时进一步推广击剑运动，

助力击剑运动优秀后备人才培养。

为优化训练营师资，中国学生体

育联合会中小学击剑分会选派了多位

国内优秀教练员执教。期间，邯郸市体

育局与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中小学生

分会的相关领导还进行了会谈，双方

就后续战略合作达成初步共识，希望

能以此次合作为起点，在未来继续推

动小学生击剑训练专业化、系统化程

度的提升。

击剑训练之余，营员们还参与了

成语操、太极拳、滑冰等地方特色项

目体验。本次训练营由中国学生体育

联合会主办、邯郸市体育运动学校承

办、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中小学击剑

分会执行。 （张博宸）

2024赛季全国青少年四季滑雪挑战赛收官

全年不停歇 青春在雪道上撒欢

抓住“黄金期”
加强寒假体育锻炼

“小剑客”邯郸砺剑

本报记者 刘昕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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