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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崖子村位于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

太平寨镇东7公里处，是擦崖关所在地，

成村于明洪武年间。擦崖关，通称“擦崖

子关”，为迁安、青龙、迁西三县交界处的重

要关口，也是迁西境内长城东起第一道关

口，据老迁安县志记载，擦崖关地当要冲，

形势险峻，明代乃为戍防要塞。“昔有堡，把

总按焉”，《迁西石刻·七关一营屯田文告

碑》记载“该城曾管辖东起白道子关、西至

城子岭关共七道关口，辖区近70华里”。

古韵满边城 秀美擦崖关

民生连线□ 李丽 林德韧 王君宝 马锴

从双板到单板，在育才学校上六

年级的小明（化名）跟着教练学滑雪

已有些年头，在高级道上也能滑得很

溜。妈妈吴霞（化名）陪着儿子滑遍

国内各大雪场，甚至为陪练自己也学

会了单板。离元旦假期还有一个多

月时，她已预定了全家去崇礼太舞滑

雪场的房间。

这并非特例，如今在国内许多滑

雪场的初级道上，随处可见家长陪伴

“小豆丁”们驰骋的身影。也并非只

是滑雪，小明就先后报过游泳、乒乓

球和网球的课外培训班，跆拳道拿到

黑带。吴霞则说，“我们家报的还算

少的。”

在各种课外辅导班中，运动类课

程几乎成为家长报班的“标配”，火爆

程度不输名声在外的奥数。小明大

部分同学都报过不止一个体育班。

体育培训市场火爆

几个月前的暑假，爆表的高温也

没能阻挡许多成都家长送孩子去体

育夏令营和培训班的热情。在四川

金强篮球俱乐部温江训练基地，每天

至少有150名孩子接受培训，球场都

得掐着表使用。上百个停车位被送

孩子的私家车挤得满满当当。

这绝非成都一地的“奇观”。在

全国各地，在文化课和艺术培训之

外，选择“体育课”的家长和孩子越来

越多。隶属CBA总冠军、新疆广汇

篮球俱乐部的广汇小飞虎训练营，在

2009年最初创办时仅有30余名学

员，而现在仅乌鲁木齐市训练营的人

数就达1500余人。

广汇俱乐部副总经理郭舰介绍，

目前面向青少年的篮球培训市场火

爆，除职业俱乐部外，还有很多退役

的教练员、运动员及体育专业的老师

开办训练营，形式也灵活多样，有短

期集中培训的，也有每周按课时进行

的长期训练。

成都的篮球培训班学员石浩林

的妈妈林南表示，孩子喜欢篮球，独

生子女参加些集体活动对性格培养

有好处，学习成绩不再是唯一追求。

她的观点在家长群体中颇具代表性。

中国体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鲍

明晓认为，体育培训业尤其是青少年

体育培训近两年发展很快，从消费者

也就是家长的角度来说，是出于对孩

子教育的长远考虑。“家长让孩子接

受体育培训的需求，是既要长身体，

又要学技能，还要通过体育实现早期

社会化，包括人格的锤炼。体育是人

格教育非常重要的手段。”

这种现象，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

市的中等收入家庭中尤为明显。

除了游泳、乒羽这样的“大众”项

目，冰球、高尔夫、棒球甚至马术等

“小众”项目也相当有市场。

靠学校远远不够

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司长刘扶民

认为，家长对孩子的体质健康状况和

全面发展越来越重视，“随着生活水平

的提高，人们的健身和教育理念发生

着变化，个人消费观也改变了，体育培

训的市场前景会越来越广阔”。

在他看来，学校虽然越来越重视

体育活动，但属于普及性质，对于孩

子形成和提升运动技能的作用有限，

而这恰恰是众多培训机构的发展空

间。“体育技能在学校可以学，但光靠

学校是远远不够的。”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和国家统计

局联合发布的数据，“体育培训与教

育”2015年总产出为247.6亿元，增

加值为191.8亿元，占当年体育产业

增加值的3.5％。这一比重仅次于体

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等，排名第

四，甚至高于体育竞赛表演、体育传

媒与信息服务等热门领域。

对体育培训热，清华大学体育产

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雪莉总结了

三个原因。从内因看，说明体育在人

的成长、人格塑造、社会交往方面的

功能日益受到重视，这也是社会发展

到一定阶段后，观念升级带来的消费

升级。从外因看，满足消费升级的方

式随着提供者的增加而越来越多，以

前想学但不知去哪儿学的项目，比如

冰球、击剑、马术等，都有了服务的提

供商，而且随着运动员创业和资本的

投入越来越多。此外，体育是跨国界

的语言，随着我国的发展开放和全球

化的进程，百姓越来越认识到体育独

特的魅力，无论是作为个人体验，还

是进行自我规划或接轨国际，都是有

意义的事情。

对于体育课外班已能“叫板”奥

数，鲍明晓认为是一种进步。他觉得

体育是基础性教育和养成教育，弥补

了文化课教育缺失的另一半。“选择体

育培训的家长在目的上功利性更少，

看得更长远而不求短期的成绩。他们

希望通过体育给孩子人生打下更好的

基础，更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

王雪莉同样将这看成一个好现

象。她认为，我国对体育的认识会有

回归价值本原的纠偏过程，以往一说

体育就是竞技体育，对于体育价值的

认识是狭隘的。“从全民体育的角度，

对体育培训热更多的应是鼓励。”

这个现象，也与中国学生体质健

康状况一度出现持续20多年的下滑

形成对比。在过去近十年中，触目惊

心的数据以及“小胖墩”“近视眼”比例

的大幅攀升日益引起社会、学校和家

长的重视，随着体育成绩被纳入中考、

各地三令五申保证体育课时等一系列

措施的推行，至2014年，教育部发布

的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监测数据出现

积极变化，大部分指标止跌回升。

核心商业模式“简单粗暴”

2016年成立的清华大学体育产

业发展研究中心确立了两个主要的

研究领域，体育教育培训就是其中之

一。王雪莉说：“近年来，青少年体育

培训市场开始出现了一些很有趣的

现象，比如，网球、棒球、冰球，包括更

高端的马术、高尔夫球，这些都不是

传统上中国的优势项目，但都有不小

的群体，其实这些消费人口就是体育

产业非常重要的金字塔塔基。”

击剑在我国就并非热门项目，然

而做击剑培训起家的万国体育去年却

成功登陆新三板。万国目前拥有会员

3万多人，占领了近一半的击剑市场，

并扩展到游泳、自行车、篮球等项目。

今年9月，动因体育（原宏远时代）获得

创年度行业纪录的5亿元融资，由姚明

作为发起人之一的曜为资本领投，引

发广泛关注。成立7年的动因体育以

篮球培训等为核心业务，运营覆盖北

上广深等18个一、二线城市。

除了这两家大型连锁机构，其他

大大小小的体育培训机构也不胜枚

举。电视里能看到的所有体育项目，

在市面上几乎都有提供培训的机构。

在经历了一掷亿金、“壕”出手不

断的疯狂阶段后，今年以来体育投资

渐趋理性，为何青少年体育培训能异

军突起？鲍明晓认为，从投资回报角

度来说，是因为变现的渠道简单直

接，投资人比较好掌控。

有人给孩子报班就有营收，报班

的人多营收就多……相对于目前很

多概念诱人但“变现”困难的创业，体

育培训的核心商业模式“简单粗暴”

但清晰。

有看得见摸得着的真金白银，加

上青少年体育培训受益于素质教育

红利，符合中等收入家庭未来教育投

资的大方向，体育培训业目前被视为

最具价值的体育投资领域之一。仅

上市公司中，就有四川双马、苏宁控

股、莱茵体育、国旅联合、奥瑞金等开

始布局青少年体育培训。

“体育新东方”未来会有吗

全民健身成为国家战略，校园体

育受到广泛重视，带热了运动健身和

青少年体育。而中小学教改、新高考

也让素质教育迎来新契机。

由于叠加了运动健身热和素质

教育热的双重利好，体育培训业的前

景广受看好。

越来越多的教育机构已在试水

体育行业。好未来集团（前身即家长

熟知的“学而思”）今年5月宣布控股

围棋在线教育品牌“爱棋道”，进一步

拓展其素质教育领域。另一个教育

培训巨头新东方更早一步，2015年

参与体育培训机构优肯篮球的A轮

投资。而优肯篮球本身在2013年已

获得真格基金天使轮投资。

教育＋体育的联合，足以制造很

大想象空间。同教育培训类似，体育

培训也有清晰的商业模式、优质的现

金流、庞大的潜在消费人群和较低的

从业门槛。那么，“体育新东方”，未

来会有吗？

毫无疑问，都需要吸引学员，体育

培训在获取客户上易与教育机构实现

融合。新南洋旗下昂立教育创立的昂

立慧动体育品牌，已与昂立教育及东

书房国学、STEM、夏加尔美术等有机

结合，据介绍，很多学员家长会同时报

英语、美术和体育等课程。

万国体育CEO张涛认为，体育

和文化课培训之间既有共通，也有差

别，差别更大。“由于升学的现实问

题，教育培训偏‘刚需’，易标准化，无

论英语、语文都可以培训，也有很多

可行的模式，比如，线上进行。而体

育天然需要线下的场地和器材，互动

性也更强，项目之间差别巨大，足球、

篮球、乒乓球、游泳，一个项目的培训

就是一个单独的产业。”

同文化课相比，体育培训“刚需”

小，家长未必愿意持续付出时间和金

钱，续费率低的问题也是目前所有素

质教育培训的痛点。

同时，还处在发育阶段的体育培训

业也存在着鱼龙混杂、标准和监管缺

失、恶性竞争等现象。大部分培训机构

是在近几年体育产业热潮中成长起来

的，不具备规模化、规范化的能力。

鲍明晓认为，体育场馆不足是体

育培训成本居高不下的一个原因，但

随着城市体育场地及体育特色小镇

的建设，以及公共体育场馆的开放，

未来场地问题会逐步改善。

“叫板”奥数 体育课外班能走多远
——青少年体育培训热观察

走下竞赛场
人生赛场再上阵

田海龙是2013年全运会男子古典

式摔跤74公斤级冠军。走下竞技场4年

的他已经是一家搏击俱乐部的合伙人。

图为12月9日，田海龙（右二）指导小学

员训练。 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 摄

少林寺所在地中小学
开设武术课

本报讯 推、挑、劈、扫……少林棍

在一群四年级小学生手里舞得虎虎生

风。这既不是专业武馆的项目，也不是

武术学校的训练，而是河南登封一所普

通小学的少林武术课。

作为驰名中外的“功夫之乡”，少林

寺所在地——登封市的大人孩子几乎都

会耍上一招半式。长期以来，少林功夫

吸引了海内外众多游客，2006年还被列

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为了传承和弘扬少林功夫，同时增

强学生体质，多年前，登封就尝试在中小

学开设少林武术课。通常每周上两节，

教授最能体现少林武术基本功的小洪

拳、少林连环拳、七星拳等。

对学生而言，学少林功夫不仅能强

身健体，还有助于升学考试。早在2010

年，登封市就把少林五步拳纳入中招体

育考试的必考项目。今后，这一传统还

将继续保留。

为打造少林武术特色教育品牌，登

封2016年启动编纂中小学嵩山文化和

少林武术系列地方教材，2018年将建立

嵩山文化和少林武术进校园课程体系。

（双 瑞）

北京市中小学
武术比赛增加动作难度

本报讯 或是龙腾虎跃，或是静若

处子……12月9日，2017年北京市中小

学武术比赛在北京地坛体育馆举行，共

有来自86所小学和28所中学的近600

名中小学生参赛，诠释武术魅力。

比赛由北京市教育委员会联合北京

市体育局等单位举办，设有高中男、女

组、初中男、女组和小学男、女组共6个

组别。比赛分为自选和传统武术两大

类。其中，自选类包括长拳、太极拳、规

定拳及器械等10个项目；传统类包括传

统拳、传统器械共计8个项目。

本次比赛的最大变化是增加了“动

作难度加分”。比赛总裁判长、国际级武

术裁判张继东说：“我们增加‘动作难度

加分’参照了全国学生运动会武术比赛

的标准，由裁判长根据加分标准确认现

场成功完成的动作难度给予加分，希望

能够鼓励和引导习武中小学生勇于挑战

自我，不断提高技艺水平。”

（周 欣）

足球“洋教头”培训小学员
冒着初冬寒风，在一群孩子的围簇下，西班牙巴塞罗那足球学校职业教练塞尔希奥开始指导孩子们如何

在快速攻防转换中，把握住自己的场上位置与作用。小球员们在这个“洋教头”的指导与陪伴中，享受着足球

运动带来的快乐，感受着足球运动特有的魅力。图为11月26日，塞尔希奥（右一）在训练结束后与小学员一一

击掌告别。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 毛建国

全民健身成为国家战略，校园

体育受到广泛重视，带热了运动健

身和青少年体育。而中小学教改、

新高考也让素质教育迎来新契机。

在全国各地，在文化课和艺术培训

之外，选择“体育课”的家长和孩子

越来越多。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司

长刘扶民认为，家长对孩子的体质

健康状况和全面发展越来越重视。

面对“体育热”，很多人将其放

在“奥数班”的对立面看待，认为“体

育热”的出现对于打破“奥数班”的

天花板大有益处。“体育热”取代“奥

数班”当然是一件好事，但要说两者

具有本质区别，恐怕有点理想化。

很多人都心有余悸，在大讲素

质教育的当下，辅导班已经成为孩

子新的“魔咒”。这其中，“奥数班”

更是非典型代表。“奥数班”很热，报

名的孩子很多，但要说中国家长和

孩子天性喜欢数学，恐怕也是在“讲

故事”。“奥数班”的大热，还是源于

一种功利选择。真要有一天，应试

教育的天窗打开了，“奥数班”还会

大热那还才算是“时代之幸事”。

分析家长为孩子选择体育班的

目的，可能有两个，一个是为了应试。

很多家长指望通过体育，为孩子实现

人生的另外一条路。即便成为不了专

业运动员，能够在高考中得到特长生

资格或者拿到加分，也算是“值了”。

还有一个则是看中体育带来的好处，

希望体育能够成为孩子成才的加分项

目，通过体育来改变人格，改变人

生。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健全人格，体

育是人格教育非常重要的手段。

前几天，朋友圈流行一篇文章，

讲世界上很多成功人士都有体育背

景，著名的美国常春藤名校联盟开始

其实是一个体育联盟。这篇文章讲

到了，通过参加体育，不仅锻炼了身

体，而且塑造了品质，增强了团队合作

意识。有人可能会说，这没什么错

啊。问题的关键是，人家选择体育，更

多出于一种兴趣，因其参加体育而带

来的好处只是“附属产品”。而到了我

们这里，则把“附属产品”当成了主要目

的，至于说兴趣，已经完全不重要了。

诚如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司长

刘扶民所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的健身和教育理念发生着变化，

个人消费观也改变了，体育培训的

市场前景会越来越广阔。”这是可以

预见的，也是可以乐见的。相对于

“奥数班”，“体育热”同样带有很强

的功利性。但在内心深处，笔者还

是希望“体育热”主要是由于兴趣驱

动的，而不是因为看到了参加体育

的好处，出于一种功利选择给孩子去

报一个体育班；甚至孩子明明不喜欢

一项体育运动，因为家长看到有“前

途”，责令孩子必须去学去练。

“两权相利取其重，两权相害取

其轻”。相对于“奥数班”让人窒息的

应试味，“体育热”的出现还是值得点

赞的。但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兴趣是

永远的奢侈品，无论是“奥数班”还是

“体育热”，都难言是兴趣需要。能不能

更纯粹一点，尊重孩子兴趣，让他们凭

着兴趣选择和参加体育运动？不必讳

言，在很多家长心中，“体育热”和“奥

数班”其实都是一种功利选择，而与兴

趣无关。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莫让

奥数班的应试味传染给体育。

莫让奥数班的应试味传染给体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