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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邹越 版式 / 刘立雪 校对 / 梁琦 肖淑丽

新华社杭州7月10日电（记者 公兵
肖世尧 夏亮）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
赛7月10日在杭州启动，这是一项带有体
教融合鲜明印记的全国性单项体育赛事。

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预期将成为我
国覆盖面最广、竞技水平最高、参与人数
最多、社会影响力最大的青少年足球赛
事。举办该赛事是贯彻落实《中国足球改
革发展总体方案》和《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的具体举
措。联赛面向全体青少年，打破参赛壁
垒，摒弃锦标主义，以青少年球员健康发
展为总体目标，坚持文化教育与专业训练
并重，兼顾普及与提高，旨在充分扩大青
少年参与足球人口数量，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将对联赛进行
宏观指导、统筹协调、监督管理，主办单位
中国足协负责赛事组织实施。

教育部副部长钟登华表示，启动首届
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意义重大，影响深
远，这是中国足球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七
年来，教育部深化体教融合，做好普及推
广，让更多孩子选择足球、爱上足球。今
后教育部将一如既往持续做好青少年足
球工作，主动作为，久久为功，为中国足球
改革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李建明表示，中
国青少年足球联赛为广大青少年提供了
一个全维度、全开放、全覆盖、高质量的竞
赛平台，将会有力促进不同体系之间青少
年球员的交流和学习，为实现青少年足球
人口大幅增长、培养全面发展的优秀足球
人才提供现实路径，为新时代深化体教融

合工作开拓更加广阔的空间。
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对联赛有三个

期待：按照赛事方案有序安全顺利办好，
为中国足球开启新的一页，全社会给予首
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更多鼓励。

联赛将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
全部学年段，设男、女各9个竞赛组别，全
国总决赛参赛球队通过地方预选赛产
生。来自学校、体校、俱乐部青训梯队、社
会青训机构的球队均可参赛。同时，通过
比赛选拔优秀人才，建立青少年精英球员
数据库，为各年龄段国家队组建打下坚实
基础。目前，全国45个赛区的赛事组织工

作正有序推进。

相关评论

深化体教融合
助力中国足球可持续发展

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是带有
体教融合鲜明印记的全国性单项体育赛
事，是对《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
切实落实，或将有力推进学校体育改革，
对其他体育项目的体教融合发展带来示
范和引领作用，为中国足球改革发展夯实

基础。
推出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意味着青

少年足球的体教融合在竞赛设计、执行层
面迎来实质性突破。联赛从制度设计上
将建成一个培养、发现青少年足球人才的
平台，专业足球人才进入校园的通道将更
加通畅。在校足球苗子在专业培养和发
展方面也有了更大拓展空间。

推出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是推动学
校体育改革的有力举措。2014年底，从主
导校园足球发展开始，教育部就以校园足
球作为学校体育改革的突破口和试验田，
迄今已在全国设立32780所校园足球特色
校，共计有5500多万青少年学生参与校园
足球活动，为普及足球开展、扩大足球人
口打下了良好基础。

学校体育遵循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
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
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推出中国青少
年足球联赛是对《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
方案》的深入落实。足改方案出台七年有
余，为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指明了正确方
向，取得一些积极成效，但由于中国足球
整体基础薄弱，且进行系统建设需要时
间。

足球发展需要夯实基础，青少年足球
的可持续发展便成为破题关键。《中国足
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提出：“促进青少
年足球人才规模化成长。”中国青少年足
球联赛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力推手。
只有基础夯实了，久久为功，中国足球才
能迎来光明的未来。

据新华社 记者 公兵 夏亮 肖世尧

首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启动

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
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日前下发《关于
提升学校体育课后服务水平 促进中小学
生健康成长的通知》，将啦啦操与足篮排、
乒乓球、羽毛球、田径等项目一起列为体
育课后服务活动课程应设项目。

节奏动感的音乐，青春洋溢的舞步，
作为一个新兴项目，啦啦操近年来风靡国
内中小学，各类赛事在全国遍地开花，成
为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参与门槛不高 契合校园文化

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中体协）操舞
分会秘书长、北京一零一中学教师马建介
绍说，啦啦操项目在校园里普及得非常
快，因为它对场地、器材和学生的身体条
件要求不高，可以面向全体学生。

马建表示，啦啦操分为舞蹈啦啦操和
技巧啦啦操，舞蹈啦啦操相对简单易上
手，推广普及比较容易，人数上既可以是
两个人的小团体也可以是上千人参与，感
染力强，适合在大课间开展或者在校园活
动中表演。

郑州市中小学操舞协会秘书长巩凡
介绍说：“啦啦操在郑州开展得非常好，全
市有 280 支学校代表队，参与人数超过
3000人，几乎每个学校都有啦啦操社团。”

宁夏回族自治区学生体育艺术协会
两操分会负责人、银川一中教师朱桃介绍

说：“宁夏从2018年至今举办了两届阳光
体育大课间评选活动，其中啦啦操也是大
课间项目之一，全自治区几乎每所学校都
做啦啦操。”

她表示：“相比传统的广播体操，啦啦
操运动强度适中，音乐节奏感强，学生之
间有互动，提升了整体氛围，所以特别受
学生们欢迎。”

马建说：“啦啦操项目2020年被纳入
中小学比赛体系里，去年中体协举办了线
上比赛，虽然因疫情原因筹备时间比较仓
促，从发通知到比赛仅有1个月时间，但仍
有151所中小学的5000多人参加了比赛。”

丰富的赛事造就校园体育“新宠”

啦啦操在国内的蓬勃发展离不开赛事
的支撑。从校级、区级比赛，到市级、省级、
全国性赛事层层铺开。在中体协专注中小
学校园赛事体系的同时，中国蹦床与技巧
协会啦啦操分会每年也针对在校学生组织
大量比赛。一些成绩突出的队伍还有机会
参加啦啦操世锦赛等国际性赛事。

啦啦操项目最初进入国内时，定位更
多是篮球场上比赛中断时的一种表演形
式。如今，虽然一些学校的队伍沿用着

“啦啦队”的名称，但啦啦操已逐渐告别为
其他项目加油助威的“绿叶”身份，成为校
园体育的“新宠”。

成立于2005年的广东省番禺中学啦

啦队建队的契机就是因为篮球，如今已经
从最初的课后社团发展为校运动队，获得
过多项全国性奖项，在2009年、2011年两
次代表中国赴美国参加世界啦啦操锦标
赛。

广东番禺中学啦啦队教练李茜从
2020年起担任中体协操舞分会啦啦操项
目负责人。她说：“啦啦操比赛非常多，
有广东省、广州市的比赛，也有全国性比
赛，全国中学生运动会这类综合赛事也
设有啦啦操项目。”

郑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的“飞象啦啦
队”2006年建队，每年都会参加国内各级比
赛，先后四次赴美国参加啦啦操世锦赛。

曾是专业体操运动员，如今是“飞象
啦啦队”教练的巩凡说：“参加比赛开阔了
孩子们的视野。在中学时期就能参加世
界大赛，特别能激发孩子们的动力。”

以兴趣为导向 因时而变

“飞象啦啦队”的成功受益于当地政
策。巩凡介绍，在教育局和学校支持下，
郑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在中考时可以招
收啦啦操特长生，每一年级30到40人，编
入啦啦操专业班，按照专业课的模式练习
舞蹈啦啦操和技巧啦啦操。

“个别高校有艺术类考试招收啦啦
操特长生。我们的学生在高三时有一部
分可以通过艺术类考试进入高校，还有

的可以转到体操技巧、艺术体操等体操
项目，获得这些项目的等级运动员资格，
再通过体育特长考试进入高校。”巩凡
说。

不过，能够通过啦啦操升学的毕竟只
是极少一部分，更多学生练习啦啦操还是
从兴趣出发。在繁重的课业面前，兴趣爱
好难免受到影响。

李茜表示，番禺中学啦啦队的学生在
高三大多会选择离队，专注高考。但让她
骄傲的是，不少人进入大学后会回归啦啦
操，加入校队或自己组建队伍，让啦啦操
在更多的大学校园里落地生根，蓬勃发
展。

马建说，类似啦啦操这样的校园体育
项目的发展也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和政策
的变迁。拿北京一零一中学来讲，1963年
学校搞业余训练组建了体操队，以单双杠
为主，后来又根据高水平运动员招生政策
的变化办过艺术体操队和健美操队。两
年以前，高校高水平运动队不再招收健美
操项目的运动员，学校把发展方向转向了
啦啦操。

“校园体育的发展是以学生为核心，
啦啦操的兴起主要还是因为入门容易、学
生们感兴趣。随着时代发展，也许将来会
有新的项目取代啦啦操，这都是很自然的
事情。”马建说。

据新华社 记者 李嘉 王镜宇

啦啦操为何成为体育课后服务应设课程之一

7月10日，小球员们在启动仪式现场展示小球员青训大纲的训练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