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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为贯彻体教融合政策，

推动青少年棋牌运动发展，国家体

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举办了覆盖

全年的“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

身活动。

全国象棋校际联赛以安全办赛为前提，在

全国28个省区市及网络平台展开。全年共组织

完成各级赛事2336场，681所学校参与，超17万

青少年参赛，参与人次超254万，相关推广活动

参与人次近700万。全年，全国象棋校际联赛亮

点纷呈，自2024年2月一直持续至11月，赛事进

展顺利，参赛学校较2023年增长37%。同时，其

逐级晋升的竞赛体系获认可，总决赛吸引了67

所学校的239名青少年参与。并在此基础上创

新了活动形式。如“六一”儿童节，多地70所学

校围绕“奔跑吧·少年”举办活动，河北融入舞

蹈、科技元素，湖北开展公益活动，甘肃结合特

色地域文化。2024年9月13日，赛事还举办了开

学第一课活动，以“棋韵中华·爱国情深”为主

题，通过名家讲述等环节，让115所学校的4600

余名师生了解象棋棋手以棋报国的故事，传递

传统文化。此外，全国象棋校际联赛还在全民

健身日开展了云端对弈等活动，吸引众多青少

年参与，促进了棋艺提升与文化传承。

未来，中心将完善竞赛体系，开展技能培

训，增加活动数量和方式，赛事计划覆盖全国

31个省区市，惠及500至800所学校、幼儿园，参

与青少年超17万人。组织实施方面，将从赛事

体系建设、缩小地域差异、引入社会力量等方

面着手，通过细化参赛组别、组织师资培训、开

展交流活动、支持招商引入等措施，完善长效

机制。同时在监督管理上，将继续加强安全办

赛监督，落实属地责任制，做好赛风赛纪教育。

在中心指导下，中国国际跳棋协会举办了

“奔跑吧·少年”2024年全国国际跳棋校际联

赛，有力推动了青少年参与国际跳棋赛事，促

进了青少年的全面发展。比赛采用校内赛、省

级分区赛、全国总决赛三级活动体系，以线下

线上相结合的模式开展。全国20个省赛区积极

响应，402所学校的58610名中小学生踊跃参

赛。期间涌现出诸多典型案例，“冠军校园行”

活动走进6所学校，以车轮战和人棋表演等创

新形式，让学生感受国际跳棋的魅力与团队协

作的重要。如在包头市青山区富强路小学，国

家大师曾芋让分享成长故事；在长春国际汽车

城东风赫行实验学校，国家大师邱浩纯开展主

题分享课，激发了学生对国际跳棋的兴趣。

全国国际跳棋校际联赛采取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模式，参与效果显著。线上小课堂通过动画

与真人讲解结合，推出趣味课及大师课，拓

宽了学习渠道，提升了教

师推广经验和效果；校园风采展示共推出6期，

广东、湖南等多地学校通过开展课程、举办讲座

等活动，提升了学生棋艺，培养了多种能力；“智

慧校园”专栏展示了学校的推广成果，如重庆市

江津区鼎山小学增设课程、建立社团，培养出众

多优秀小棋手；赛事还制作了近25条花絮视频

在网络平台发布，扩大了影响力。

【全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

2024年，全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积极响应

体育总局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奔跑

吧·少年”活动，以“促普及、拓场域、广覆盖、强

宣传”为目标，聚焦职能定位，不断丰富青少年

体育赛事活动供给，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

展。全年举办“奔跑吧·少年”线上线下赛事活

动近130场，服务了全国超过百万青少年和家

庭。项目涵盖篮球、游泳、跳绳、武术搏击、街

舞、体能、体育舞蹈、魔方等诸多项目。

全国青体联围绕提升服务水平，促进赛事

标准化建设，立足打造赛事品牌，聚焦台、报、

网、微、端、号全媒体矩阵构建，扎实推进各级各

类赛事活动落地。全国青少年街舞俱乐部公开

赛经多家主流媒体报道后，全网点击量破千万

次，为营造全社会广泛支持儿童青少年积极参

加体育活动的良好社会氛围贡献了协会力量。

全国青体联着力创新组织形式，普及项目

文化。如全国青少年益智运动大会采用了“运

动竞赛+文化展演”的形式，将赛事打造成为促

进项目普及和体育文化宣传的综合性平台；全

国青少年家庭健康跳绳大赛，采用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形式，使参赛选手隔空竞技，拓宽了赛

事覆盖范围，同时开通线上互动投票平台，增

强了赛事的参与感和互动性。

同时，深化科技赋能，推动体教融合。如

“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引入北斗导航

和授时功能，增加了比赛的知识性和教育意

义。科技的加持为赛事提供强大技术支持，保

证赛事顺利进行的同时，也向参赛青少年科普

了国家前沿科技成就，增加了民族自豪感。

此外，全国青体联还积极促进体旅融合，

带动经济消费。积极落实赛事“三进”和“跟着

赛事去旅行”号召。中国城市青少年跳绳公开

赛分别在商圈、街区、景区办赛，赛时累计客流

量超80万，商场成交额增长近600万，成功将体

育赛事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举办中国青少年

体能大赛时，联合成都市蒲江县政府推出特色

旅游路线，让青少年在进一步提高参赛体验的

同时，感受当地历史文化底蕴，真正做到以赛

引流、以赛聚人、以赛促旅、以赛兴业。

展望2025年，全国青体联将深入践行新时

代青少年体育发展理念，发挥职能作用，履行

职责使命，进一步提升综合服务水平，让年轻

一代在运动中强意志、健身心。

【中国羽毛球协会】

2024年，中国羽毛球协会积极组织开展

“奔跑吧·少年”活动，围绕主题，开

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羽毛球活动，为青少年

羽毛球运动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丰富多彩的赛事活动为全国青少年羽毛

球爱好者搭建了成长与交流的优质平台，羽毛

球明星运动员走进后备人才基地活动更是受

到了各方关注。据了解，目前全国共有60个羽

毛球后备人才基地，其中体校28家、俱乐部32

家。为切实加强基地教练员执教水平，积极发

挥明星运动员的示范效应，普及推广青少年羽

毛球运动，一年来，中国羽毛球协会共组织了

13站“奔跑吧·少年”羽毛球明星走进后备人才

基地活动，每站活动不仅邀请到常年从事青少

年羽毛球训练的知名教练授课，更邀请到羽毛

球世界冠军进行互动和座谈。

活动中，羽毛球项目著名教练和专家分别

从羽毛球单打、双打、技战术、青少年培训等多

个方面，与运动员和教练员展开探讨与交流，

旨在让中国羽毛球后备力量更厚实、更强大。

同时，在多站活动现场，孩子们也与羽毛球冠

军们搭档，展开对抗演练，极大地激发了青少

年的运动训练热情。

在无锡站，奥运冠军高崚给大家分享了两

届奥运会不同的备战历程和遇到的困难，这其

中既有悉尼奥运会“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

也有雅典奥运会化卫冕压力为夺金动力的坚

持，对各个阶段的青少年运动员都很有启发。

世界冠军马晋在活动中分享了自己不同时期

的成长和拼搏故事，她提到“体育让我有了不

怕苦、不怕累、不怕输、也不服输的正能量。”这

句话引起了青少年们的强烈共鸣，对于正在成

长的小运动员而言是一种巨大激励，也是中华

体育精神在羽毛球项目上的具体体现。

在益阳站，活动现场变成“追星”现场。羽

毛球世界冠军龚睿那、刘玄炫给孩子们分享了

自己与羽毛球的故事，传授了羽毛球运动的经

验和技巧，并与孩子们展开双打互动。在与羽

毛球明星的“零距离”接触中，孩子们在冠军身

上感受到了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学到

了许多宝贵的人生经验和优秀品质。

在广州站，中国羽协专家团队为当地教练

授课。授课现场，专家团队和参会人员就青少

年训练话题展开了交流和分享，对选材、基础

训练等话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会议现场，无论

是专家还是基层教练都积极发言，直面当前存

在的痛点、难点问题，专家就各代表提出的内

容进行解答，并就新形势下的青少年运动员训

练方法、基层后备人才培养途径等进行了详细

分享。此后，冠军运动员还和60名广州羽毛球

小选手们进行了交流互动。他们结合自己的职

业生涯为现场师生做了激励人心的分享，并与

小运动员们配对进行了双打对抗。

【总局排球中心】

2024年，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

中心积极响应“奔跑吧·少年”

活动号召。全年举

办了一系列精彩的赛事活动，其中小排球锦标

赛暨总决赛备受关注。

据了解，2024年小排球锦标赛分两个阶段

进行，2024年7月5日至8月17日举办6站分期比

赛，分别在潍坊、成都、晋城、厦门、盘锦、安庆

举办，2024年8月23日至8月30日在秦皇岛举办

全国总决赛。锦标赛在暑假举办，历时55天，共

举办7站，覆盖全国18个省区市，吸引了353个

参赛队伍、4237人参加，进行了1196场比赛。

为了确保赛事顺利进行，总局排球中心科

学规划，参照2023年办赛总结，通过部门会议

研究、问卷征集意见等方式，提前规划2024年

办赛要点，将比赛模式从2023年的两期调整为

2024年的“6站分期赛+1站总决赛”。这样的办

赛模式既满足了更多队伍的参赛需求，也从地

理上为基层队伍参赛提供了便利，同时总决赛

还为高水平队伍搭建了竞技平台，通过榜样示

范推动小排球发展。

为保证赛区工作质量，总局排球中心青少

部从全国抽调优秀技术代表组成赛区管委会，

对参赛队伍的生活、行为规范、竞赛秩序等进

行全面管理，同时加强德育教育，确保各赛区

管理规范、风格统一，让参赛队伍感受到赛事

的专业和权威。每站比赛还选派约10名国家级

裁判担任裁判组组长，带领并指导国家一级裁

判工作，通过赛前培训、临场测试等，让裁判员

熟悉小排球比赛程序和节奏，确保比赛公平公

正，也培养了小运动员的规则意识。

除了赛事，总局排球中心还组织了多场夏

令营活动，加强研学内容创新，贴合实际生活

需要。考虑到小排球参与者为6至12岁儿童，夏

令营期间不仅有比赛，还设置了丰富的研学内

容，放大教育功能，切实满足参与者年龄和心

理特征，满足学习、实践的内在需求，得到家长

和社会认可。

【总局水上中心】

2024年，在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的指导

下，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积极开展

“奔跑吧·少年”活动，以冲浪、桨板、摩托艇和

动力冲浪板等项目为依托，取得了丰硕成果。

这一年，总局水上中心通过多种形式推动

水上运动普及。冲浪、桨板项目组织31家单位

开展夏令营，超2000人次参与，覆盖20余个省

市；摩托艇与动力冲浪板项目举办20场训练

营，482人次参与，还举办了3场U系列赛事，吸

引180人次参赛，活动覆盖8个省市，兼顾沿海

与内陆。

在活动开展过程中，总局水上中心采取了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做法。一是完善赛事体系，

细化年龄和组别划分，如摩托艇赛事设置了多

种竞速组别，动力冲浪板新增了耐力赛。二是

深化体教融合，冲浪、桨板项目在79所高校开

课，摩托艇项目与江苏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合作，将项目引入校园课程。三是创新活动形

式，各项目训练营内容丰富，引入亲子互动内

容，如摩托艇训练营让家长与孩子共同参与。

四是多维度宣传推广，借助电视、网络及社交

媒体展开赛事活动宣传，U系列赛事累计观看

超17万人次。五是强化安全保障，严格执行安

全制度，配备救援人员和设备，并购买保险。

一年来，典型案例亮点纷呈。冲浪、桨板项

目自2020年起持续推进，8万青少年掌握技能

并获等级证书，夏令营将趣味与技能结合，提

升项目覆盖面；摩托艇俱乐部与江苏常州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展开合作，推进“摩托艇进校园”

工作，由专业教练走进校园指导并举办体验活

动，体教结合的模式也成为项目推广的典范；

同时，总局水上中心还在2024年全国动力冲浪

板U系列比赛首设耐力赛组别，丰富赛事内容，

探索推广新路径。

未来，总局水上中心将继续优化资源配

置，加强与地方政府、公益组织合作，为偏远地

区青少年提供更多机会；同时将推动跨界合

作，与教育、文化、旅游等部门协作，将水上运

动融入校外教育和旅游项目；此外，还将注重

兴趣培养，以多样化活动内容和形式吸引青少

年，促进项目可持续发展；并将完善青少年成

长体系，规划赛事体系，形成从启蒙到精英化

的成长链条。

在此基础上，2025年，总局水上中心将围

绕“奔跑吧·少年”活动品牌，继续扩大各项目

训练营规模，创新内容形式，打造知名品

牌。并将以U系列赛事为重点，优化

结构，吸引更多青少年参与，为

我国水上运动发展储备

后备力量。

七版配图(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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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赋能成长 少年快乐奔跑
———2024年“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回眸（八）

!"#$%&'(!)*+,-./0%1234*5672024)%189:;<=>?@ABCDEFGHI!"JKL(!"MN+OPQRSTUVWCDXPQ

*YZ[\]^_`(!)abcdefghdijkhdlmno89PQ_ipqrc(!)st89uvhaw+,xmR yzPQ{)|}~�p�2����R �

���ST��/��2024"��oS�EF�H�!)JjkPQr���2D�_��d�(!)styzPQR

本版文字由本报记者顾 宁撰写 本版图片由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提供

【总局棋牌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