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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施《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是加快建设体育强国进程中的部署要求，是推进

体育法治化的重要工作内容。研究发现，“十三五”期间，我国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工作稳

步前行，通过完善以体教融合为引领的组织工作体系，健全体育活动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

的协同机制，培育发展青少年体育社会组织等举措，初步搭建起青少年体育促进工作的基

本框架；但也面临着认知与宣传不足、配套政策体系不完善、部门协同不深入、资金支持不

充足、运行机制不健全等问题。立足新的时代方位，研究提出了以问题为导向，以深化体教

融合引领加强政-社-家-校协同联动、广泛组织开展青少年体育活动和体育竞赛、营造良好

的体育文化氛围、搭建数字化服务平台、健全政策体系和资金投入保障机制等为重点内容

的新时期中国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工作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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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Youth Sports Promotion Plan is a deployment requirement 

in the process of speeding up building a leading sporting nation, and is an important task in pro‐

moting the rule of law in sports. It is found that,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China’s 

youth sports promotion work has advanced steadily. By improving the organizational work sys‐

tem led by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perfecting a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of 

physical activities to promote youth physical health, cultivating and developing youth sports so‐

cial organizations,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for work of youth sports promotion has been estab‐

lished. However, it is also faced with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awareness and publicity, in‐

complete supporting policy system, inadequate 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insufficient funding 

support, and imperfect operation mechanisms. Based on the orientation of the new era, a prob‐

lem-oriented new development pathway for promoting youth sports activities in China is pro‐

posed, which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policy formulation and practice of youth sports 

promotion in the next stage. The development pathway focus on deep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strengthening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society, home and 

school, extensively organizing youth sports activities and sports competitions, creating a good 

sports culture atmosphere, building a digital service platform, and improving the policy system 

and fund guarantee mechanism.

Keywords: youth sports; sports promotion; The Youth Sports Promotion Program;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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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 年）》等一系列党和国家重要

政策文件，并以专项政策《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以

下简称《促进计划》）的形式颁布实施。“十四五”时期，

2022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体

育法》）将“国家实行青少年和学校体育活动促进计划”写

入法条，从国家法律层面为优先发展青少年体育做出顶

层设计。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青少年体育工

作”。新的历史方位下，我国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工作已

进入新的发展航道。因此，系统梳理《促进计划》工作实

施以来的推进重点工作举措及不足，探索新时期的工作路

径等问题尤为必要。基于此，本研究通过概括梳理《促进

计划》实施工作，客观评价其取得的阶段性成就与存在的

问题，提出新时期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工作建设路径。

1 夯基起航：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工作稳步推进

1.1　初步构建多部门协同工作体系　

“十三五”期间，我国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工作受到

党和国家高度关注。《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

发展的意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关于

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的发布，标

志着在国家体教融合政策指引下，我国青少年体育活动

促进工作再次被赋予新的发展要义。《“十四五”体育发展

规划》首次将“加强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体育健康发展”

单列为体育发展规划大项，提出各部门加强交流合作，保

障重大体育工程落实发展的要求。我国政府相关部门间

存在多样化的横向协同模式，在实践中比较普遍的是部

际联席会议（周志忍 等，2013）。《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和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反复

强调要建立工作开展中的联席会议制度，健全统筹协调

机制（国务院办公厅，2019；中国政府网，2020）。联席会

议是促进部门间协同配合、传达和贯彻工作精神、相互学

习借鉴、研讨共促发展的重要形式，不仅是政策制定的主

体，也是政策实施的主体，对资源的整合以及政策目标实

现具有重要作用。

在协同工作机制的牵引下，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

共青团中央已成为社会组织积极参与青少年体育治理的

重要桥梁和纽带，逐步形成了体育相关部门牵头、教育相

关部门组织、共青团中央宣传引导的工作模式，合力打造

出“阳光体育大会”“奔跑吧·少年”等诸多青少年体育活

动品牌，在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工作的诸多方面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各地不断加强协同制度建设和平台搭建，

将多部门纳入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体育的工作之中，加

强信息互通和制度建设交流，提高了工作效率，并根据

《“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目标和新时代体育工作需要，

积极寻求组织结构的优化，实现“1＋1＞2”的协同效应是

青少年体育政府相关部门协同治理的重要目标。

1.2　培育发展青少年体育组织　

“十三五”时期，我国各级各类青少年体育组织数量

及规模均有所发展，在开展青少年体育活动和承接政府

职能转移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其中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和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以下简称“体传校”）在各类体育组

织中居于领先地位。当前，我国体育组织层级鲜明、衔接

有序，以体传校为代表，已形成以国家级体传校为龙头、

省级体传校为骨干、地市级体传校为基础的多级发展体

系。此外，各地还积极探索“一校一品”“一校多品”的校

园体育发展模式，力争每所学校都至少有 1个体育特色项

目。《青少年体育“十三五”规划》提出，“支持‘全国体育运

动学校联合会’等全国性体育社团在促进青少年发展中

发挥作用”“倡导各地发起成立青少年体育联合会”（国家

体育总局，2016）。在国家层面，全国体育运动学校联合

会作为全国性非营利性青少年体育组织，承担起服务青

少年体育行业发展的重要职能。在地方层面，部分省级

单位逐步组建起青少年体育联合会或青少年体育协会，

以适应青少年体育工作社会化、实体化的需要，整合地方

青少年体育资源，推动青少年体育工作发展。

1.3　广泛组织开展青少年体育活动　

1.3.1　青少年体育活动品牌不断增多　

“十三五”时期，《促进计划》发布实施以来，国家体育

总局青少年体育司以体育彩票公益金的形式资助开展各

类青少年体育品牌赛事活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也积

极承办各项青少年体育竞赛和体育活动，参与人数连续

3年上涨（图 1）。

全国青少年“未来之星”阳光体育大会作为最早响应

加强青少年体育要求的活动项目，自 2011年开展以来，有

力推进了全国青少年大型综合性体育活动的开展和体

育产业的繁荣发展，逐渐成为青少年体育参与的重要

载体，在全国范围和较长时间内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

2019 年，部分省（直辖市、自治区）继承或创新了其办赛

模式。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训练营）的参赛人数自

图1　 青少年体育活动品牌参与人数统计

Figure 1.　 Youth Sports Brand Participation Statistics

4



肖林鹏，等：中国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推进重点、面临问题与建设路径

2018年起迅猛增长，规模不断扩大，成为继阳光体育大会

之后的又一品牌，在贯彻全民健身战略，促进青少年运动

技能普及、培养后备人才方面凸显了积极价值。2020 年

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各地积极开拓青少年

体育活动思路，创新开展以家庭为核心的线上亲子体育

活动，借助体育技能的培养比拼、体育创新意识的发掘、

科学健身知识的普及等多种形式带动青少年体育线上模

式的推广，进一步营造出良好的青少年家庭参与体育活

动的氛围。此外，全国青少年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全

国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联赛、全国青少年国防科技体育专

项赛、斯巴达勇士儿童赛等品牌赛事也在逐步发展，不仅

丰富了我国体育后备人才选拔培养体系，也推动引入了

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到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工作中来。

1.3.2　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综合完善　

各级体育行政部门每年会同教育相关部门联合印发

青少年体育竞赛计划，推进青少年赛事资源整合，基本形

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青年运动会（以下简称“全国青年运

动会”），全国少年、青少年与青年锦标赛选拔，儿童青少

年与全国体校“U系列”赛事、全国体校“U系列”赛事与全

国青少年体育联赛“以赛代练”的综合性青少年体育赛事

体系。全国青年运动会是由国家体育总局主办的全国综

合性体育运动会，对促进青少年体育发展、发掘奥运后备

人才具有重要意义。2019 年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将冬

季项目纳入项目设置之中，增设了社会俱乐部组别，为推

动青少年体育政社协同，打造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

合的青少年体育发展模式提供了机遇和条件。全国少

年、青少年与青年锦标赛以及各省市少年、青少年与青年

锦标赛的开展，为体育后备人才的选拔培养提供了优质

平台。儿童青少年“U 系列”赛事在奥运会项目的开展基

础上，逐步拓展到中国传统体育项目和非奥运项目，青少

年参与受众不断增加，与全国青年运动会、青少年体育运

动锦标赛齐头并进，成为奥运后备人才选拔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以“U 系列”赛事的蓬勃发展为契机，社会力

量更加深入参与到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工作之中，青少

年体育俱乐部运动员的培养质量和运动成绩不断提高。

1.3.3　青少年足球、冰雪项目运动持续开展　

《促进计划》将“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运动”作为主要

任务之一，推动青少年足球迈向新台阶。体育相关部门

开展了一系列青少年足球冬（夏）令营活动，开展场次和

参与人数逐年上涨，有力推动了校园足球的普及和发展。

同时，为了选拔和培养优秀足球运动后备人才，各省（直

辖市、自治区）持续推动建立一批足球青训基地以用于青

少年足球训练和比赛，并对青训管理模式进行积极尝试

和探索。截至 2019年，我国共有 1 255个青训基地可用于

青少年足球培训，2017—2019年总计培训 1 258 986人次，

受益青少年超过百万人。在冰雪项目方面，各地以筹备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为契机，广泛开展“冬季阳光体育大

会”“百万青少年上冰雪”等冰雪活动，传播冬奥知识和冰

雪文化，厚植冰雪人才，培养青少年的冰雪运动兴趣。

2017—2019 年，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参与冰雪活动

累计达到 992 934人次，共开展冰雪活动 190个，带动冰雪

活动 1 000余场，其中 2019年 2项指标均为 3年最高。

1.3.4　青少年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进一步拓展　

《促进计划》实施以来，各地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和区域

特色，结合当地传统风俗推出了大量深受群众喜爱的民族

传统体育赛事活动，形成了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体育文

化品牌。教育部也开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的建

设工作，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高校教育，开

展基于传承项目的中华传统文化普及教育活动。2017—

2019 年，全国共开展青少年民族传统体育活动 111 个，累

计吸引青少年 161 391 人次，且参与人数逐年递增，其中

2019年共有青少年 78 714人次参与，为 3年最高（图 2）。

1.3.5　青少年体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丰富　

2017—2019年，全国共有 2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开

展了青少年体育国际交流活动，覆盖率达 70%，参与人数

从 2 563 人次升至 3 526 人次，涉及包括我国港澳台地区

和日本、韩国等亚洲邻国，以及美国、西班牙等欧美国家，

其中因地理因素影响，与我国港澳台地区和亚洲邻国的

交流活动最多，占到总体的 62.2%。各地普遍将青少年体

育国际交流纳入年度外事计划之中，开展了具有地方特

色和国际视野的青少年体育活动及赛事，建立起青少年

体育国际交流合作的长效机制。通过与其他国家和地区

开展青少年体育交流，不仅加深了青少年的民族认同与

民族自豪感，还进一步促进了国家间的友谊互动和情感

交流，推动中国青少年体育走向世界。

1.4　整合青少年体育资源　

1.4.1　青少年体育场地设施进一步开放　

场地设施需求是体育活动有别于其他青少年活动的

重要因素，也是限制许多学校和地区广泛开展青少年体

育活动的重要因素。各地以青少年校外体育活动中心和

青少年户外体育活动营地的建设、管理和使用作为青少

图2　 青少年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开展情况

Figure 2.　 The Development of Youth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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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体育活动促进工作的重要环节，通过政府财政拨款，新

建、改建了各类体育场馆，极大改善了青少年体育的物质

条件。当前，各级政府相关部门不断加大体育场馆的开

放力度，截至 2020年，我国共有 26 122个体育场地向社会

开放，开放数量不断上升，推动我国青少年体育场地设施

迈向新高度，逐步解决了青少年体育场地设施开放不足

的问题。尽管青少年体育场地的开放数量在 2020年有所

下降，但整体规模在不断扩大，2019年体育场地的开放数

量较 2017 年成倍增长。此外，为保证体育设施的使用安

全，各级体育行政部门还加强了对体育设施建设管理的

指导、规范、监督和检查，促进体育设施建设管理实现规

范化和标准化，有效提升了体育设施的管理服务水平。

1.4.2　青少年体育活动配套政策持续推出　

《促进计划》实施后，各地体育相关部门和教育相关部

门据此形成了一系列的配套政策，为我国青少年体育的发

展建立坚实的制度保障。2017年以来，各地依托当地体育

发展规划和《促进计划》制定了体教结合、校园足球、冰雪活

动及青少年体育竞赛管理等系列政策共 245个。2017年，

各地发布的政策文件数量较为密集，各省（直辖市、自治区）

在《促进计划》的实施初期均予以高度重视，通过不断出台

相关配套政策推动政策落实。2018和 2019年虽有所回落，

但总体相对平稳，各地处于实施和跟进阶段。2020年由于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各地发布的相关政策文件数量明

显下降，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工作面临较大挑战，但以政

策促进青少年体育活动的社会效益开始显现。

1.4.3　青少年体育经费投入力度不断加大　

截至 2020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青少年体育两级

财政资金预算数共计 388 679.599 万元，资金投入连续

3 年上涨，其中 2019 年达到 108 517.19 万元，较 2017 年

（80 810.95 万元）提高了 34%（图 3）。自 2017 年国家体育

总局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资助青少

年体育活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以来，体育彩票公益

金的投入逐年递增，截至 2020 年，省、市（地）两级年度彩

票公益金预算数共计 739 652.445 6 万元，有力保障了青

少年体育公共服务的健康运行。

1.4.4　青少年体育骨干人员培训大力开展　

2017 年以来，我国各级体育相关部门共培训青少年

体育指导人员 61 176 人次，开展青少年体育指导人员培

训 861场，青少年体育人才队伍力量得到进一步壮大。同

时，青少年体育指导人员的培训人数和培训场次呈逐年

递增趋势，其中 2019 年共培训各类青少年体育指导人员

22 032人次，开展培训 371场，较 2017年分别提升了 16.3%

和 50.2%（图 4）。

2020 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国家体育总局适

时开展线上全国青少年体育管理人员培训班，持续推动

青少年体育管理人员综合水平的提高。我国青少年体育

指导人员培训形成了省内选拔参加国家级培训与省内自

组织培训的模式，大批青少年体育指导人员获得了培训

机会，提高了自身业务水平。

1.5　宣传推广青少年体育文化　

当前各地对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的文化宣传方式有

2 种：1）科普宣传，通过讲座、专题栏目、科普资料和书籍

等提倡健康的体育锻炼方式；2）媒体宣传，即充分利用官

方网站、电视台、报纸、微博、微信公众号、视频网站等新

闻载体，对青少年体育活动宣传造势，提高青少年体育活

动的兴趣（图 5）。官方网站及微信公众号在众多宣传渠

道中对青少年体育进行的宣传和推广起到了引领作用。

《促进计划》实施以来，全国各地积极开展奥林匹克文化

教育，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传播体育文化，支持青少年运

动员积极参与不同层次和形式的体育文化交流活动。

2 正视问题：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面临不足

2.1　宣传引导力度待加强　

对《促进计划》的宣传引导是阐释政策主要内容、培

养青少年体育活动参与意识、提升青少年体育锻炼积极

性的重要手段。当前近 20个省级体育相关部门官方网站

中开设有“青少年体育”专栏，还有约 1/3 的地区没有开设

相关栏目。在开设“青少年体育”专栏的省（直辖市、自治

区）中，青少年体育专栏位置多处于二级类目下。同时，各

级体育相关部门的宣传渠道较为单一，各省（直辖市、自治

图3　 青少年体育资金投入情况

Figure 3.　 Youth Sports Capital Investment

图4　 青少年体育指导人员培训人次及场次情况

Figure 4.　 Number of Training Sessions and Participants of 

Youth Sports Instru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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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对《促进计划》的宣传举措平均约为 2.6个，尚不能形成

大规模的宣传造势，暴露出部分省（直辖市、自治区）体育

相关部门对青少年体育活动宣传工作的重视程度不足，一

些体育相关部门对《促进计划》的认识存在片面性。《促进

计划》实施以来，鲜有省级体育相关部门召开过新闻发布

会等类似活动，《促进计划》的社会曝光度还有待提升。

2.2　配套政策体系待完善　

《促进计划》的配套政策体系主要存在3方面不足：1）缺

少切实可行的配套实施方案。《促进计划》发布后，仅有个

别地区出台了相应的实施方案，以保证各项任务指标实

施落地。2）配套政策数量不足。2017—2020 年，全国共

出台了《促进计划》相关政策 245个，多数省（直辖市、自治

区）平均每年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数不足 2个。3）相关政

策表述较为空泛，缺少可有效量化的指标设计。大部分

地区以传达、转发《促进计划》为主，相关政策并未结合各

地实际情况设定更为具体的目标任务。《促进计划》政策

体系的不完善会导致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的存在感差、

执行力弱等弊端。

2.3　部门协同力度待提升　

我国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工作以体育相关部门为牵

头单位主导，各级体育与教育相关部门多采取“自上而

下”的方式开展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工作。《促进计划》实

施以来，各地在开展青少年体育工作时主要依靠体育相

关部门和教育相关部门牵头，其余相关部门参与情况较

为偶发罕见。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是一项复杂的工程，

需要久久为功，单靠体育相关部门无法应对青少年群体

复杂多变的形势。必须秉承部门协同的理念，在坚持以

政府为主导的同时，强化部门责任，促进体育局、教育局、

发改委、民政部、财政部等部门协调统筹，调动全社会资

源共同支持开展青少年体育活动。

2.4　经费投入总量不足　

总体看，我国青少年体育经费投入仍然短缺，主要体

现在 2 个方面：1）青少年体育经费投入总量不足，占体育

事业发展经费的比例较低，如 2018 年国家体育总局本级

使用彩票公益金 298 700 万元，其中 38 460 万元用于开展

青少年体育活动，占比为 12.9%（国家体育总局，2021），这

与青少年体育工作的重要地位不匹配，对《促进计划》的执

行产生较大影响。2）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青少年体育经费

与发达地区相比存在明显差距，如西部某经济欠发达地

区的政府财政资金拨款甚至不到东部某经济发达城市的

3%。此外，经费投入不均衡现象较为普遍，即使是在同一

地区，中心城区与农村地区青少年体育活动经费投入也

存在城乡差距。由于经费匮乏，许多农村地区学校普遍

面临青少年体育活动器材缺乏、场地设施条件差等问题。

2.5　运行机制待健全　

青少年体育活动运行机制是影响《促进政策》发挥作

用及目标达成的重要因素，贯穿政策执行过程的始末。

当前，各地青少年体育活动运行机制普遍存在有待健全

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4 个方面：1）激励机制不足。全国仅

有个别省（直辖市、自治区）发布了相关激励性政策，但数

量总体偏少且覆盖面窄，无法吸引政府外的社会力量有

效参与到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工作中来。2）评价机制单

一。当前我国青少年体育组织主要以青少年体育俱乐

部、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为主，但评价

方式仍以传统的国家示范级、国家级、省级等命名方式开

展评估，这种单一手段很难对其进行监管评价。各地对

体育组织的评价管理正处于探索阶段，仍需要对此进行

更加科学、合理的设计与检验。3）监督机制缺位。当前

仅有 1/3 省（直辖市、自治区）有明确的监督方案，其余省

（直辖市、自治区）并未有相关表述。《促进计划》的监督主

体与执行主体也存在一体性矛盾，政策的监督主体和执

行主体均为体育相关部门，容易造成权责混乱，削弱政策

执行与监督的真实性与权威性。此外，自上而下进行的

听报告、看材料等检查形式，也会导致监督流于形式。4）

协同机制乏力。部门协同、政-校-社三方协同、地域间协

同、青少年体育产业协同等协同机制不完善，体育与教育

相关部门在学校体育管理、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体制机

制建设仍需优化，体教融合引领下的青少年体育活动促

进工作有待进一步提升等。

3 再次起锚：开拓新时期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的新路径

3.1　以体教融合引领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协同治理　

体教融合是新时代青少年体育发展的新机制、新理

念，具有全面性、整体性、协调性的特点（李爱群 等，

2020），与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所要求的中央与地方、不

同区域、不同部门、政府与社会以及社会多元主体之间的

齐抓共管、协同推进具有一致性。通过青少年体育活动

促进协同，可以更有效汇聚体育资源、强化系统能力。要

全面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体教融合相关政策精神，以

体教融合为引领，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

图5　 青少年体育宣传渠道占比情况

Figure 5.　 Proportion of Youth Sports Publicity Chan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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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健全整合资源、协同育人体制机制，完善体教融合

政策体系，使体育和教育相关部门在青少年体育教学、人

才培养、服务社会，以及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条件、

社会参与等方面实现一体化设计、一体化推进、一体化落

实、一体化实施。要在体教融合引领下，不断完善政府、

社会力量、学校、家庭、青少年自身的协同机制，探索政府

出资、社会承办、学校推动、家庭支持、青少年参与的多元

协同治理模式。利用协同联动机制充分调动课外体育相

关的各类资源，有效促进青少年体育活动参与的积极性，

形成“学生-家庭-学校-社会-政府”五位一体的青少年体

育活动促进良性发展生态圈。

3.2　以广泛深入开展体育活动筑牢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的

核心要义　

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的核心要义在于体育活动。1）加

强校园体育教学。学校应当面向全体学生，开齐开足体

育课，将体育与健康纳入课程综合改革统筹谋划，注重大

中小幼相衔接，聚焦提升学生核心素养，促进“五育”学科

课程融合发展、协同育人。要切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完

善“健康知识＋基本运动技能＋专项运动技能”的教学模

式，建立日常参与、体质监测和专项运动技能测试相结合

的考查机制。2）切实丰富校外体育活动。一方面，积极

开展围绕“让孩子跑起来”的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

通过举办全国示范性典型案例，将现有青少年体育品牌

活动、相关全民健身品牌活动、精品赛事纳入主题活动体

系；打造全国性或区域性青少年冬（夏）令营活动，建立社

会化、网络化的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体系。另一方面，

进一步扩大校外体育活动的受众人群，加强幼儿体育活动

建设，大力发展家庭体育，强调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青少

年都能找到适合其生理特征与兴趣爱好的体育活动内容。

3）充分利用“三大球”改革和“后冬奥”时期冰雪运动发展

的红利时期，推动运动项目文化和运动技能的普及。要广

泛开展足球、篮球、排球等集体球类项目，加强“三大球”集

体球类项目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建设。以青少年冰雪赛事

和校园冰雪活动为重点，向青少年普及冰雪运动知识、宣

传冰雪项目文化、普及开展冰雪运动。面向青少年推广中

华传统体育项目，因地制宜开展武术、摔跤、棋类、射箭、

龙舟、毽球、五禽戏、舞龙舞狮等项目的教学、训练、竞赛

活动，增强青少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3.3　以组织开展各类体育竞赛助力青少年体育活动普及与

提高　

竞技是体育活动发挥功能价值的重要因素，以赛促

进是青少年体育活动开展的重要原则。顾拜旦在《奥林

匹克宣言》中提出，“竞技运动可以造就一批身心协调发

展的青少年”（皮埃尔·德·顾拜旦，1892）。通过竞技比

赛，青少年儿童可以进一步认识到自身的体育能力和水

平，并在比赛过程中培养团结、规则、坚持等体育精神。

体育和教育相关部门应共同做好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

改革推动工作，推动建立统一赛制，畅通分级分类、有序

参赛的渠道，建立分学段、跨区域的国家、省、市、县四级

学校体育竞赛制度，支持大中小学校、体育传统特色学

校、体校和社会体育俱乐部组队参加区域乃至全国联赛。

同时，在赛事举办方面，要鼓励全国性体育组织开展丰富

多彩的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鼓励各地加强青少年体育

赛事品牌孵化创新，培育一批影响力大、知名度高的社会

精品青少年体育赛事，推动全国性体育单项协会建立青

少年体育俱乐部赛事积分体系和赛事分级制度。

3.4　以实施“青少年体育素养提升行动”塑造青少年体育活

动促进的内驱力　

青少年体育素养既包括个人在体育方面的能力与修

养，如参与意识、相关知识、身体素质以及具体技能，也包括

因参与体育而塑造的各种知识、技能、意识、个性、品德和

行为等（冯古首 等，1999；王涛，2014；曾旭升 等，2005）。

实施“青少年体育素养提升行动”可以帮助青少年普遍树

立科学的运动观和“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意

识，使青少年的体育参与成为其自主选择，这是青少年体

育活动促进的核心内驱力。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将

体育活动与青少年的兴趣相关联，寓教于乐，让广大青少

年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

志，才能进一步增强其参与体育活动的主动性，从而使其

身体素质和综合素养不断提升。为此，要积极营造校园

体育文化氛围，倡导科学、健康的体育健身和生活理念，

把身心健康作为青少年个人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的重要

能力，使社会体育参与的氛围成为青少年进行体育活动

的外部推动力之一。此外，应对青少年的校园日常体育

锻炼、体育课程、体质测试进行科学、合理的引导管理，根

据实际情况对其进行持续性地优化调整，一方面以成绩

为硬性指标进行约束，另一方面以乐趣为引导激发广大

青少年学生持续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从而带动整个

学校体育面貌的改变。

3.5　以数字化服务平台建设推进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智能

化发展

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作为一项参与广泛、内容广泛、

管理复杂的综合性工作，对大数据综合处理、信息收集发

布等具有较高需求。搭建体育活动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

的数字化服务平台，推动体育活动的管理形成有效闭环

系统，能够为有效检验体育活动的项目开展质量提供技

术和数据支持，以此更加科学合理地评估具体实效。同

时，数字化服务平台是深入推动青少年体育活动与教育

医疗、旅游、文化、健康、文化创意等融合发展的重要手

段，能够加快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与青

少年体育活动深度融合，为开发更具特色的各类青少年

体育活动提供条件。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络体育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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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线上体育活动已成为青少年体育发展的重要补充形

式。“线上＋线下”“虚拟＋现实”已成为后疫情时代青少

年体育活动的主要趋势（黄元骋 等，2021），进一步加强网

络信息管理建设，优化学校线上体育教学的基础设备，并

对各类网络体育信息加以审核监管，为青少年线上体育学

习和线上体育参与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要以数字化服

务平台所汇聚的各类信息为依托，不断寻求青少年体育活

动内容的创新形式，加强青少年体育活动与特色小镇、综

合体建设有机融合，培育打造青少年品牌活动。应抓住数

字中国建设的机遇，及早启动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大数据

平台建设，推进线上线下体育资源的共享体系建设。

3.6　以机制创新全面提升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保障条件　

1）加强青少年体育组织孵化培育。积极推进体校、

体育传统特色学校、青少年体育俱乐部、青少年校外体育

活动中心的建设发展，引导各地成立青少年体育行业协

会。鼓励体育、教育相关部门和体育单项协会将青少年

体育赛事活动交由青少年体育社会组织承办。实施青少

年体育俱乐部促进工程，推动学校、社区、体育中心（场

馆）等创建青少年体育俱乐部。2）加强青少年体育人才

队伍建设。通过政策引导，加强对青少年体育相关指导

人员专业技术能力的培训，重视青少年体育俱乐部、青少

年户外体育活动营地等从业人员的能力培养。探索建立

青少年体育指导人员培训市场机制，以市场化的手段探

索体育指导培训的新思路和新方向，以完善健全的人力

资源保障体系推动社会体育指导员、教练员、体育教师和

退役运动员等参与青少年体育活动指导服务。3）加大青

少年体育场地设施供给。体育系统应进一步通过给予适

当减免和税收优惠方式促进各类公共体育设施、体校免

费或低收费向儿童青少年开放，并在此基础上更新、调适

器械设施，增强场地和器材的适儿性。要进一步完善青

少年体育场地设施和运动器械标准规范制定，严格审查

各地区的场地设施供给质量，保障青少年体育活动的科

学、安全。4）加大政府投入，激活市场主体。政府要通过

相关政策，鼓励财政投入和社会投资向青少年体育活动

倾斜，不断健全财政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加大彩票公益

金用于青少年体育活动开展的力度。引导和支持融资方

式创新，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投资青少年体育，推动形成

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青少年体育活动投资体系。

4 结语

实施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是我国体育强国、健

康中国建设，以及全民健身、体教融合等重大政策的明

确要求，也是“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的核心要义。我国

《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从“十三五”时期正式确立，

得到各地的积极响应，经过探索实践，已初步搭建起青

少年体育活动促进工作发展框架。立足于当前我国青少

年体育活动促进工作面临的新形势，以问题为导向，在

深化体教融合引领加强政-社-家-校协同联动、扎实体育

活动竞赛开展、营造体育文化氛围、搭建数字化服务平

台、健全机制保障等方面不断完善强化青少年体育促进

工作效果，探索以体育活动促进青少年体育优先发展的

新路径，无疑是新时期国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的重要发

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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