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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面前，体育为何总“牺牲”
——青少年体育培训热观察

随着体育对青少年全面发展
的独特作用日益受到重视，作为
校园体育有益补充的课外体育培
训得到迅猛发展。然而，“体育培
训热”并未覆盖到所有年龄段。
体育培训机构万国体育的CEO张
涛谈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万国
接受训练的孩子年龄段集中在小
学阶段，年龄越大，接受培训的
孩子越少。

这 在 体 育 培 训 业 中 具 有 共
性。除了一些计划出国读书并以
体育特长作为“敲门砖”，以及打
算报考体育院校的孩子，其他孩
子上初中后面临升学和课业压力
时，体育往往成为诸多“班”中
的第一个牺牲品。

张女士是在北京工作的“白领”，
有一个学龄前的女儿。她对记者说：

“现在孩子的课外辅导课程越来越多，
学英语，甚至学艺术都感觉会有明显
的收获，而体育培训感觉就是在玩，
对我的影响力不大。”

张女士代表了部分家长的观点。
相较于以奥数为代表的文化课补习、
以钢琴为代表的艺术培训，体育培训
班由于难以给孩子带来成绩、考级、
升学上的直观效果，在课外班清单
中，随时可能被删去。目前，体育已
在中考成绩中占一定分数，但更多还
是跑跳投等身体素质考核而少技能考
核，而考生和家长也往往倾向于考前
突击而非长期训练。

南京理工大学动商研究中心主任
王宗平说：“因为我们国家目前的人才
培养体系，中考、高考、招工、考公
务员等等，还没有认为体育是一种能
力，如果说我们整个社会认为体育是
跟奥数、英语一样的能力的话，这个
市场就不会比外语、奥数差。”

王宗平表示，目前重视体育的家长
在观念上还是比较先进的，一部分重视
体育在人格培养上的作用，还有一部分
想要送孩子出国留学的家长，是受欧美
学校和社会普遍重视体育的影响。“但
还是要靠社会体育观念的整体进步，如
果只靠部分家长的觉悟，市场就会比较
有限。”

在美国，社区体育和学校体育氛围

非常浓厚，这不仅得益于观念和文化，
也得益于体育在美国是升学刚需。美
国各大高校都非常重视体育，尤以“藤
校”为甚，体育特长生有更多申请奖学
金的机会。

据培养了多名奥运冠军的美国著
名华裔体操教练乔良介绍，美国能有大
量的体操人口，得益于体教结合。“不光
是奥运冠军才有机会申请奖学金，各种
大学都有不同的奖学金，所以总给大家
希望，有动力去练体操。”

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司长刘扶民
提供了另一种视角：随着体育产业的蓬
勃发展，大量体育相关公司和机构亟需
体育特长人才，当家长逐渐看到出路多
了，练体育的青少年也会多起来。

一位在国家体育总局任职的家长，
给孩子报了游泳培训班，但作为了解体
育的圈内人，他对培训效果并不满意。

“就是交钱上课，但比如训练计划，孩子
达到什么水平，下一步如何，都没有及
时和家长反馈和沟通，也缺少具体的数
据和指标。”

由于接受服务的对象和付费对象
不一样，所以青少年体育培训需要说服
家长，对家长心理的把握非常重要。而
体育如何体现成效，让家长满意？

如钢琴、舞蹈等艺术类培训，有考
级等体系为支撑，以此激发孩子和家长
持续参与的热情，体育培训业在这方面
也有所借鉴。其中移植自韩国的跆拳

道是个典型，从白带到黑带的等级，让
习练的青少年有清晰的进阶目标。

手握全国14个场馆、三万多击剑会
员的万国体育，除了强化系统化的分级
课程，也在着力打造自己的俱乐部联
赛、积分赛体系，希望以此增加系统性
和黏性。张涛说：“家长对培训效果的
可衡量性有要求。体育培训一定要有
晋级，有竞争、有荣誉，才有更大黏性。”

从事体育产业工作多年的北京市
东城区体育局副局长马力则指出了这
一行业的两大问题：首先是人才缺乏，
尤其是又懂体育又懂教育，以及了解家
长消费心理的专业运营人才；二是教练
员水平良莠不齐，没有资质审核。

总的来说，刚刚起步的体育培训业
鱼龙混杂，标准和规范的缺乏，让家长
们选择起来无所适从。刘扶民表示，政
府层面上，规范青少年体育社会培训的
相关标准和文件不足，但也不宜设立过
高门槛。

目前很多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都
在设立自己的标准，包括教练员资质审
核、评级、青少年体育技能评定等等，但
尚未形成足够的合力。清华大学体育
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雪莉认为，这
些标准的制定需要各项目的行业协会
发挥作用，但青少年体育培训标准涉及
教育，与专业竞技体育的标准一定不能
是一样的。

针对家长的消费心理，各家机构
对培训内容也进行了多样化的创新。

在培训篮球技能之余，优肯篮球
还利用多种渠道进行课程内容增值，
例如使用大量高水平外教提升学员的
英语水平，组织“乔丹训练营”“科比
训练营”去美国等地体验当地的篮球
文化等等。“俱乐部有教学、赛事活
动、国际交流等等，目的都是为了给
孩子营造健康的生活方式。”优肯创始
人丁仁海说。

在江山领袖国际跆拳道教育联
盟，跆拳道成为了一种育人方式。联
盟创始人王尔斯琼介绍，该机构最初

也是以技术为主，教育为辅，目前则
以育人为主，跆拳道技术教学反成了
辅助。他们不仅将 4-12岁的适龄儿童
作为培训对象，还将发展以家庭为单
位的培训模式。他说，跆拳道教学中
包含着做人做事、礼仪礼貌等内容，
这些素质教育内容将转变市场对跆拳
道的看法。

相比单纯的运动技能训练，这些
“体育+”的新卖点受众更广，更契合
家长对子女教育的多重期望。同时，
许多企业也开始了不仅限于体育培训
的更多布局。

孩子练体育时，送孩子的家长干

什么？针对这个需求，万国体育推出
了“1大+1小”或“2大+1小”的家庭
卡，上海万国体育中心不仅有瑜伽、
舞蹈等多项针对家长的组合产品，还
提供美甲、餐饮、小超市和体育装备
零售等配套服务，升级为面向家庭的
运动休闲中心。在针对体育场馆运
营、体育赛事运作等进行战略性布局
的同时，万国未来将结合线上线下，
逐步打造大体育服务平台。

无独有偶，今年刚获 5亿元融资
的动因体育（原宏远时代）核心业务
也是体育培训，但同样涵盖场馆和赛
事，并在加强互联网领域的布局。

体育，离“刚需”还很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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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培训，不仅仅培训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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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27日，少年学员在杭州陈经纶
体校游泳馆进行训练 新华社记者翁忻旸摄

2016年1月17日，小朋友们在河北崇礼云顶滑
雪场参加滑雪活动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2017年7月23日，衡水市的一些孩子在暑
假期间参加篮球训练营 新华社记者王晓摄

2016年1月17日，在北京渔阳国际滑雪场，
小朋友体验滑雪运动 新华社记者鞠焕宗摄

2017年9月7日，武汉一冰球俱乐部教练为
小学员指导技术动作 新华社记者肖艺九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