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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教融合
成效几何？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记者王镜宇、卢星吉）由

主教练蔡斌率领的中国女排将于 25 日从福建漳州出
发，开启2022年世界女排联赛的征程，包括队长袁心玥
在内的16人将随队出征。

据蔡斌介绍，中国队此次的出征名单是李盈莹、金
烨、王云蕗、王艺竹（主攻）；袁心玥、王媛媛、杨涵玉、高
意、郑益昕（副攻）；龚翔宇、缪伊雯（接应）；丁霞、刁琳
宇、蔡雅倩（二传）；王唯漪、倪非凡（自由人）。参加了
漳州集训的另外 4名队员陈佩妍、吴梦洁、许嘉楠和王
逸凡这次不随队出征，另有比赛任务。

按照计划，中国队 25 日下午启程前往广州，26 日
一大早从广州飞往土耳其，目的地是世界女排联赛首
站比赛地之一的安卡拉。在第一周的比赛中，中国队
将迎战荷兰、土耳其、意大利和泰国队，其中首场比赛
是在当地时间6月1日对阵荷兰队。在比赛打响之前，
中国队将在安卡拉进行适应性训练。

总共有 16 支队伍参加今年的世界女排联赛，在 3
个分站赛中总成绩排名前八的队伍将进入总决赛。中
国队的目标是首先进入总决赛。

中国女排将派出16名队员
出征世联赛

新华社伦敦5月24日电 英超足球联赛 24 日
宣布，利物浦队主教练克洛普当选2021-2022赛季
英超联赛最佳教练，这也是这名德国籍主帅第二次
获得该奖项。

本赛季克洛普带领利物浦在英超取得 28 胜 8
平2负积92分的战绩，以一分之差不敌曼城排名联
赛第二。此外，他率队获得英格兰联赛杯和足总杯

冠军，并打进欧冠
决赛。

2019-2020 赛
季，克洛普帮助利
物浦夺得 30 年来
的首个联赛冠军，
他也在该赛季首
次被评为英超联
赛最佳教练。

克洛普当选2021-2022赛季
英超联赛最佳教练

新华社记者林德韧、马向菲、刘阳

2020年，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
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完善青少年体育赛事体
系等多个方面对体教融合工作的发展提出规划和实施意见。

文件发布近两年后，体教融合工作已取得长足进步。相关工作负责人和行业
专家对新华社记者表示，体教融合工作目前正在稳步推进中，未来需要在更细的
方面落实，让体育真正助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多维发力 体教融合进展明显

“《意见》推出一年多后，体教融合工作目前可以说是欣欣向荣。我们初步
总结了400多个案例，整体上感觉形势还是比较喜人的。”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
司长王立伟表示。

王立伟介绍，体育系统主要从建体系、服务好、抓试点、加强顶层设计等方面
推进体教融合工作。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各级体育部门推动体校改革，实施青少
年体育训练中心试点，补充场地和师资力量。积极引导社会参与，解决公共体育
资源相对短缺的问题，一方面制定出台相关政策标准，引导社会体育组织健康有序
发展；另一方面组织遴选高质量的社会体育组织进入学校，满足学生多元化的运动
需求。

这400多个案例来自全国各地，包括青岛二中以运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四川成
都天府新区的“体育教师共享”探索、上海推行一条龙体育人才培养体系等。

“各地要落实，就需要因地制宜，然后全国统筹。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具体情况，
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以体育的方式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体教融合会扩大人才的培
养面，但最主要的还是让孩子们身心健康。体育强国的目标实现了，体育人才自然而
然也就有了。”王立伟说。

王立伟表示，青少年体育目前面临的问题，也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需要通过
不断的探索和实践去加以解决。

“建设体育强国的路上，一个孩子也不能落下。”王立伟说。

百年树人 路在脚下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认为，体教融合工作需要站在百年树人
的高度去理解。他表示：“新时代，学校体育的内涵发生了脱胎换骨的重大改变，比如新
时代的学校体育一定要包括健康知识，像吃什么对身体有好处，运动之前怎么热身，运动
之后怎么放松拉伸，怎么避险，怎么运动防护等。要学会基本运动技能，走跑跳投、柔韧
性、平衡性、灵活性、悬坠、攀爬等等，还要学会专项运动技能，而且这些都要经常练。专
项运动技能光会还不行，还要经常性地赛，每个人都得参加竞赛，这跟传统体育的内容已
经完全不一样了。”

2021年，全国体教融合工作座谈会召开，强调要抓好体教融合工作的理念、时间、教
师、场地、比赛五个重点，深化改革、补齐短板，切实推进义务教育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
训负担的“双减”工作，形成学校、政府、家庭、社会关心青少年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教
育部随后研制了体教融合工作三年行动方案，细化分解体教融合在2021-2023年间的工
作计划。

“教学要有明确的目标，训练要有明确的规矩，竞赛要有完整的体系，这是体教融合
的文件赋予学校体育要做的，这个改变也是巨大的。这是从片面到全面，从无到有，从弱
到强这么一个过程。”王登峰说。

王登峰表示，体育中考改革、在校学生运动水平认定等体教融合的关键工作，目前也
在向前推进中。

打通“毛细血管”体教融合仍在探索

关于体教融合的历史脉络，北京体育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昕介绍：“80年代中后
期，我们开始尝试着进行体教结合的模式转型。比较重要的有两个事件，一个是 1987
年普通高校开始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另一件是1992年提出要把运动员的培养在具有条
件的一些普通中小学布局。”

进入21世纪，随着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我们开始对运动员教育以及后备人才
培养体系进行重新审视，加之体教结合实践中逐渐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体育与教育
的关系开始被重构，并出现了“体教融合”“教体融合”等提法。刘昕表示：“无论是教
体融合还是体教融合，其实内涵是一样的，都应该在价值认同、利益取向、资源配置
以及整个运行机制上走向深度融合与一体化设计。”

刘昕认为，2020年《意见》的发布对于体教融合工作来说是一个崭新的里程碑，
但在具体落实方面，依然需要解决许多细节问题。“打个比方，在主动脉上我们已经
把造血、输血功能调动起来了，但最终通向毛细血管还需要解决很多问题。”刘昕
说。这些问题包括大量学校在场地和人力资源方面存在短板、升学制度改革、学
生运动员向上发展的通道、青少年赛事体系的构建等。

刘昕认为，对于中国体育和教育发展来说，到了目前的节点，体教融合已成
为历史选择的一种必然。

体教融合工作任重道远，需要全社会的力量去推动。在这个过程中，统一
的认识、不同部门之间的配合、学生和家长的重视、社会力量的支持，都是不可
或缺的环节。（参与记者：王镜宇、岳冉冉、韦骅、肖亚卓、季嘉东）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