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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郭 剑

7 月 10 日下午，杭州黄龙体育中心，第一届

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启动仪式。教育部副部长钟

登华、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李建明、浙江省副省长

成岳冲、中国足球协会主席陈戌源以及来自杭州

市 10 所学校的 3000 余名师生及家长现场参与。

3 场揭幕战包括 8 人制、25 分钟半场的 U11

男子小学组、U12 女子小学组的比赛，和 35 分

钟半场的 11 人制 U13 男子初中组比赛。参加揭

幕战的 6 支球队，分别来自校园足球和社会青训

机构，其中 U13 初中组的浙江能源绿城足球学

校，是深耕青训近 20 年的职业俱乐部足校代表。

打破参赛壁垒，摒弃锦标主义，普及足球运

动，提升足球人口，是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创办

之宗旨。自 6 月 1 日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中

国足协联合印发 《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组织

工作方案 （2022-2024 年） 》 到如今赛事正式

落地仅 1 个月时间，也足以看出“体教融合”的

迫切需求。

“外战惨淡”无碍青少年发掘足球乐趣

“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

将校园足球、社会青训机构、职业俱乐部梯队高

度 融 合 ， 一 体 化 设 计 、 一 体 化 推 动 的 全 新 模

式。”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说，“中国青少年足球

联赛也是推动教育和体育行政部门深化‘放管

服’协同治理的有力试点，是教育、体育行政部

门和足球协会充分发挥各自领域专业优势，促进

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专业训练协调发展的重要契

机，对足球运动普及、后备人才培养和建设体育

强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据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了解，中国青少年足

球 联 赛 45 个 赛 区 的 赛 事 组 织 工 作 正 在 推 进 当

中，“报名踊跃”，高中阶段的比赛将于 8 月下旬

（男 子） 和 9 月 初 （女 子） 开 始 第 一 阶 段 赛 事 ，

初中年龄段全国总决赛于 7 月 31 日开始，小学

年龄段的赛事，将根据各地实际安排进行。

“学校、体校代表队与社会青训机构、职业

俱乐部可以联合使用球队名称，在校的俱乐部队

员也可以参赛，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就是鼓励专

业资源与学校加强合作。”中国足协男足青训部

部长、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办公室执行秘书

乔岱虎说，“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各方优势资源

互补，共同促进青少年球员健康成长。”

学龄青少年对足球的热爱，是支撑中国青少

年足球联赛庞大规模的坚实基础，这是“中国足

球低谷”背后的宝贵财富。

史无前例吸收的多名入籍球员，没有能够帮

助国家队通过 2022 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

12 强赛；更早时候，国奥队也“习惯性”无缘

2020 东京奥运会——连续多年缺席奥运会和世

界杯，单以国字号成绩衡量，中国足球就连“亚

洲二流”的定位都需要努力争取。正是“外战惨

淡”背景下的青少年联赛才更显可贵。事实上，

足球自始至终以其独特魅力活跃在民间街头巷

尾，至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北京市的采访中

了解到，最近几年 12 岁以下年龄段“初级足球

人口”，并没有因为各年龄段国字号球队的糟糕

成绩而有所减少，这一现象可以在若干社会青训

机构得到证实。

快乐足球专治“性格孤僻”

“我们发现有很多小学员的家长，其实根本

不关心职业足球，也不知道国家队球员的名字，

根本不算是球迷，但是他们会让自己的孩子来踢

球。我们真的很欢迎这种没有任何‘想法’的家

长把孩子送到绿茵场上，培养孩子对足球的兴

趣，这是足球的‘新兴人口’”。北京爱踢客青

训机构创始人之一李钊说，“我们进到校内的足

球辅导课和校外的足球培训基本上各占一半业务

量。我们是跟着校园足球的热潮走过创业初始阶

段的，是校园足球的受益者，其实对我们这种纯社

会性的青训机构来说，让孩子喜欢看足球、喜欢踢

足球，培养出他们的足球乐趣就达到目的了。”

作为社会足球青训机构，来自北京大约 40 所

小 学 的 7000 名 学 员 在 爱 踢 客 开 始 自 己 的 足 球 启

蒙，“非球迷”家长越来越多，是因为足球能让家

长真正感受到孩子“成长的快乐”。

北 京 大 学 心 理 学 系 毕 业 的 刘 宇 用 “ 性 格 孤

僻”来形容幼儿园阶段的儿子。“儿子 4 岁上幼儿

园，没多久老师就找我们家长谈话，说孩子在班

里 总 是 一 个 人 待 着 ， 从 来 不 跟 别 的 小 朋 友 说 话 ，

我们就想方设法给他约小朋友，带着他出去玩，但

效果一般。”

“ 孤 僻 ” 的 性 格 是 因 为 “ 踢 足 球 ” 变 得 开 朗

的。刘宇听很多家长说体育活动尤其是集体项目对

于塑造孩子性格有帮助，而且“男孩子精力旺盛，

多运动也有助于多吃多睡”，于是带着儿子来到足

球场，当时父子俩都没有想到，这一踢就再也没停

下来。

“他今年 4 年级，但每年夏天的‘百队杯’我

们已打了好几届。从最小的 6 岁年龄组就开始打，

没落下过，最好的成绩拿过一次第三名，对孩子来

说这是最大的荣耀。我们以后可能还会想着把足球

当考学‘特长’，但感触最深的其实是他踢球以后

性格开朗很多，而且孩子现在特别多的快乐，都是

足球带给他的。”刘宇说。

“其实刚开始在启蒙班也不行，孩子怯场，不

敢上场，也不敢跟着教练做动作，熟悉了以后，他

的兴趣越来越大了。后来练到了‘精英队’，一周

3 练 1 赛，虽然时间非常紧，但他自己就能坚持下

来。有训练的时候，他下午 4 点半放学回家休息一

会儿吃个简餐就要去球场 （校外培训场地离家还有

至少半个小时路程），通常 6 点到 8 点的训练，他

练完回家要 9 点，这也逼着他计划好自己的时间，

提前完成作业。”

越踢越有兴趣，越踢越有乐趣，合理的训练，

以及北京市相对丰富的各类小学生足球比赛，让刘

宇的儿子真正爱上了足球——当抛弃了功利性的

想法，纯粹的足球会带给孩子真实的快乐和真正

的成长。

“他 7 岁那年有场比赛打到了半决赛，常规时

间两边平了，最后点球决胜。我在场下看着手都不

由自主发抖，但他非常坦然走过去把球罚进了。当

时我就特别为他感到骄傲，后来说起来，他说他就

算以后参加什么考试也不会感觉紧张了。”

从小学到大学，足球可以“不中断”

5 年前很多北京市小学生的家长还是抱着培养

“小升初”特长生的特殊目的把孩子送上足球场，

但在 2019 年北京市教委宣布全市取消“小升初 ”

特长生招生、全部名额用于学区内派位后，多家专

注于 12 岁以下年龄段的足球青训机构同时惊喜发

现，“这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最主要的原因是

家长和教练达成了共识，足球对孩子健康成长有很

大帮助，就算没有特长生政策，踢球也是好事儿。”

“现在爱踢球的孩子，很少有长大以后去当职

业球员的强烈想法了。前几年北京‘小升初’还没

有取消特长生的时候，我 们 每 年 有 很 多 学 员 去 考

名校足球特长生，可是很少有孩子会去职业俱乐

部的低龄梯队试训，所以多数家长的首选，还是

希望孩子留在学校里去完成体育项目的深造。”李

钊说，“我希望我们的小学员对足球可以有自己的

见解，他们长大以后，会是和现在的职业球员不一

样的一代人。”

过 去 3 年 ， 受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影 响 ， 按 防 控 规

定，全国的中小学生都有了居家上网课的经历。学

生居家上网课期间，能够拿出一段固定时间“踢

球”并不容易，北京也有学校“暗示”家长“不要

让孩子去参加户外活动以避免风险”，但过去的两

个月内，除 6 月 11 日因新冠肺炎疫情全市青少年

校外线下体育培训活动暂停至 6 月 25 日宣布“解

禁”期间，其余周末时段，孩子们脚下的足球从未

停 止 滚 动 过 ： 2022 年 这 个 夏 天 ， 北 京 市 “ 小 升

初”学生总数约为 13 万人，“校园足球”能够辐射

到的孩子数量约为 1/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看到

的多个青训机构进行教学课程的足球场地，尤其早

8 点至 10 点的“黄金时段”，从不缺少适龄孩子在

绿茵场上奔跑——小朱姑娘的爸爸老朱，只是担心

闺女明年上了初中之后“就没时间踢球了”。

“我闺女小学 5 年级，踢球有 3 年多了，身体

健康，性格活泼，我们很满意。孩子学区里面的小

学和初中是一贯制的，明年不用操心‘小升初’，

所以我们从开始踢球就没有‘功利’的想法，就是

觉得踢球特别健康。其实 女 孩 子 踢 球 要 比 男 孩 子

踢球难很多，比如我闺女现在很多训练要跟男孩

子 一 起 练 ， 另 外 她 可 以 直 升 的 初中，目前好像也

没有女足社团和女足校队，不知道现在有了全国联

赛 ， 学 校 会 不 会 组 织 女 足 队 伍 。” 老 朱 告 诉 中 青

报·中青网记者，“作为家长，最希望中学开展女

足活动，哪怕只组建一个兴趣社团，也能让爱踢球

的女孩子有时间、有地方踢球。”

小朱姑娘运气还算好，社区球场这两年有个老

教练带孩子们踢球：十几个岁数差不多的孩子，每

周四、五、六、日训练 4 天，每天训练大概两个小

时，周末打分队比赛，也参加一些社会比赛。再过

1 个月到暑假期间，北京市传统的“百队杯”又该

报名了，老朱和小朱都特别希望“女孩子的球队越

多越好”，“12 岁以下小学段是男女混合组，7 岁年

龄段能有 200 多支队伍，但 11 岁年龄段队伍就少

好多，身边的不少人也是从一、二年级踢到五年级

就慢慢不踢了。”

让更多爱踢球的孩子，可以从小学踢到中学，

再从中学踢到大学，用竞赛体系来完善“青训”框

架，打通“社会青训”和“校园足球”的竞赛壁

垒，满足各年龄段青少年通过适合自身特点的比赛

体验“竞争”和“对抗”的实际需求，是“中国青

少年足球联赛”和“校园足球”的共同责任——当

足球甩开压力回到正常的“教育”和“体育”轨

道，正是让更多的孩子在足球场上健康成长、感受

快乐的最好时机。

淡化锦标，拒绝功利，先普及再提高——

青少年足球究竟怎么“踢”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慈 鑫

因中国女排的存在，中国人对排球运动始终保

持着深厚情感，中国排球的人才培养和可持续发展

也一直受到较高关注。但从项目的职业化发展程度

而言，中国排球与另外两个大球项目——足球、篮

球还有很大差距。业内人士指出，结合排球的运动

项目特点和一些排球运动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看，

中国排球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校园排球的壮大，这

一领域目前还需要更多的体系建设和政策支持。

原北京女排主教练、长期投身学校排球工作的

石永鸣，带出了曾在国内排球界小有名气的北京理

工大学附属中学男排。2018 年之后，石永鸣因伤

病离开学校排球队的执教一线，但在此之前，石永

鸣担任中学排球教练已有 10 年以上的时间。让石

永鸣骄傲的是，多年来，从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

男排走出了多名专业排球运动员，而且几乎所有队

员都如愿考取了大学，其中进入清华大学、中国人

民大学等名校的学生不在少数。石永鸣告诉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打排球的孩子往上有出路，是吸

引孩子参与排球运动和学校支持开展排球运动的关

键因素。

“排球本身也是一项非常考验运动员智商的运

动，”石永鸣表示，虽然排球运动员的身体条件非

常重要，但运动员的智商和受教育程度同样不可忽

视。石永鸣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回忆了他曾带领

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男排参加一次全国比赛的经

历——当时参赛的很多队伍的运动员身体条件都比

北理工附中男排的队员优越，这让北理工附中男排

的孩子们心生畏惧。石永鸣告诉他们，排球不是光

靠队员有身高就能打好的，身体条件好的运动员未

必更懂排球。那次比赛，北理工附中男排最终闯进了

前五名，这意想不到的佳绩，不仅极大增强了队员们

的自信，也让队员们更加理解了排球运动。

石永鸣表示，国外一些队伍的成绩已经表明，

排球运动拼的不只是运动员的身体，泰国女排的崛

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石永鸣认为，排球运动员

会不会动脑子打球与他们接受的教育程度密切相

关，这让他坚信，中国排球运动的未来在校园。

其 实 ， 从 目 前 中 国 排 球 的 后 备 人 才 培 养 看 ，

凭借排球特长上大学也是许多青少年排球运动员

的愿望。

北京青年女排主教练王琛近日向中青报·中青

网 记 者 介 绍 ， 青 年 女 排 队 员 介 于 15 岁 至 18 岁 之

间，正是准备考大学的年纪，这个年龄段的队员家

长大多都有希望孩子考大学的想法。如果家长认

为，继续走排球道路不利于孩子考大学，那么，他

们往往也会让孩子放弃排球。王琛表示，北京青年

女排的队员主要来自北京市的各区体校、中学的排

球传统校和从外地选拔，但无论是从哪个渠道输送

的队员，其家庭基本上都会考虑孩子上大学的事

情。“所以，一方面从我们北京青年队来说，队员

们都是训练、学习两不误，确保队员半天训练、半

天文化课学习；另一方面，我们也在不断地向队员

家长们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孩子走排球专业道路与

上大学并不矛盾，我们有很多排球运动员都是在校

大学生，而且国家有对优秀运动员免试就读大学的

政策优惠。认为孩子成为专业排球运动员和上大学

只能二选一，完全是家长的误解。”

此外，王琛也希望家长们能注意到，体育带给

孩子的还有意志品质、荣誉感、价值观等方面的塑

造，这些都可以为孩子今后更好地走向社会提供隐

性加分。另一个值得家长们关注的地方是，体育行

业在中国是一个朝阳产业，让孩子保持自己的体育

特长有助于他们未来有更宽的职业选择。

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排球的职业化改革紧跟

在足球、篮球之后启动，但时至今日，中国排球的

职业化发展程度与足球、篮球还有明显差距。职业

化相对薄弱，使得中国排球的未来发展必须更加突

出学校排球体系的建设。

据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体育教师、排球教练

李世光介绍，排球运动在中小学校的推进正在加

快 ， 比 如 ， 原 先 小 学 体 育 课 程 里 是 没 有 排 球 的 ，

但在新版课标里，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将在体育

课里进行小排球的教学，这可以说是排球运动在

学校教学体系里“零”的突破。李世光表示，小

排球不只是名字上区别于成人排球，它是根据孩子

的年龄、身心特点等，在场地、器材、教学、竞赛

等 方 面 都 有 相 应 的 标 准 。 预 计 小 排 球 最 快 将 在

2023 年春季学期开学之后，就可以在国内具备条

件的学校开展起来。

李世光做了 20 多年的学校排球教练。他认为，

孩子就是一张白纸，他们可以对任何运动产生兴趣，

从排球来说，孩子们需要的就是接触、了解、学习排

球运动的机会。而排球运动的发展，最重要的也是排

球人口的增加，只有排球人口多了，才能选出更多的

排球竞技人才。另一方面，也只有排球人口多了，才

能更好地培育排球运动文化，让更多的人能够理解

排球、看懂排球，而不只是看个热闹。

从中国排球协会的统计看，近几年，中国排球

后备人才的规模整体呈上升趋势。中国排球协会青

训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排球协会通过增加全运

会小年龄组队伍数量，取消全国 U 系列排球赛事的

参赛壁垒，从全国中学生比赛名列前茅的队伍中抽

调教练进入国字号队伍，开展全国小排球夏令营、

锦标赛活动等举措，推动了国内青少年排球运动的

进一步开展。

不过，受体育特长生招生政策改变的影响，如

何建立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排球人才一条龙培养

体系依然存在较多困难。石永鸣认为，中国排球运

动的长远发展最重要的阵地还是在校园。排球竞技

人才的培养需要运动训练与文化教育并重，同时，

提高排球人口最具潜力的群体则是学生。

排球运动后备人才
主阵地在校园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 屾

几乎每个周末，王蔚都会在北京城内的多个

场馆来回奔波，大兴、朝阳、石景山、东城，线路安

排完全根据带队训练的时间，有时甚至需要横跨

北京城。这种从早忙到晚的生活很辛苦，但王蔚过

得很充实。

“为了生活，也为了爱打篮球的孩子们。有的孩

子和家长就认我，有时实在赶不过去了，我就在群里

说一声，得到的回应都是：‘王教练，您不会以后都不

来了吧？’”

王蔚是北京攻胜道体育篮球训练营的资深教

练，该训练营虽然算不上北京顶尖的训练营，但也有

2000 多个学员。

“篮球培训在北京很火，一到周末，很多场地都

是满的，大大小小的训练营很多，我保守估计得有

10 万名北京孩子在参加篮球训练。”

篮球培训市场火爆有很多原因，而体育中考需

要在足球、篮球、排球、游泳 4 个项目里选择 1 项是

主因。

“现在的家长大多不会替孩子选项目，而是会给

孩子自主权。由于篮球运动不仅可以锻炼篮球技能、

心肺功能，还能长个儿，再加上课时费适中，所以相

比其他项目，会有一定的优势。”

参加篮球培训的孩子大多在 5 岁-16 岁的年龄

段 ，虽 然 其 中 真 正 拥 有 篮 球 天 赋 的 孩 子 只 是 极 少

数 ，但 这 在 事 实 上 已 经 形 成 了 中 国 篮 球 人 才 储 备

的基础。

“现在俱乐部的选材有几种方式，一是去篮球大

省寻找，但这需要有可靠的信源；二是通过口碑的积

累，好苗子会主动被送过来；另外就是和学校合作，

尽早地发现那些有天赋的孩子。”深圳新世纪篮球俱

乐部副总经理鲁君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

时表示。

深圳新世纪篮球俱乐部在 CBA 联赛中，是属于

长期重视青训的俱乐部之一，他们每年在青训上的

投入达到了千万级别。根据《2021-2022 赛季 CBA

联赛国内球员基础信息白皮书》显示，在整个联盟全

部 297 名从青年队升入联盟一队的球员中，广东队

以 36 名球员名列榜首，新疆和深圳则以 28 名和 27

名球员位居第二和第三。

但是相比于以前，现在的俱乐部青训做起来越

来越难——篮球大省对人才的把控越来越严，而有

天赋的年轻人也有了更多的选择。

“现在初中、高中、大学这一系列的校园篮球赛

事，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了，”某大学篮球教练告诉中

青报·中青网记者，“职业俱乐部的梯队球员，从年龄

上来说，恰好是初中到高中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由于

高中和大学的教练，也可以通过比赛去发现人才，所

以，现在不少家长会希望孩子走学校培养体系。”

尽管目前中国篮球的顶尖人才，九成以上还是

出自专业或者职业俱乐部的青训体系。但随着校园

篮球教练水平的不断提升，学校重视程度的增加，以

及校园篮球比赛水平的提高，人才输送渠道比例正

在慢慢改变。

根据中国篮协日前公布的 U18 男、女篮国家青

年队集训名单显示，总共有 13 名高中生球员入选。

其中，男篮集训名单中，有 7 所普通中学的 9 名球员

入选，女篮的 22 人名单中，有 4 名高中生球员和 1 名

刚刚从东北师大附中升入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

“职业俱乐部青训体系的劣势，就是出路单一，

因为不可能每个年轻球员都有进入一队成为职业球

员的机会。以前从俱乐部淘汰下来的年轻球员，还有

进入学校深造的机会，但最近几年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很多赛事都停摆了，年轻球员拿不到等级证

书，这方面的通道也会随之变窄。当然，很多俱乐部

也在想办法积极应对。”鲁君说。

就在前不久，广东宏远俱乐部和广东实验中学

的共建合作又续约 5 年。在双方共建的第一个合作

阶段内，实验中学负责解决有天赋的篮球少年的学

籍和学习，宏远俱乐部则派出高水平教练进入学校

教学。在这种模式下，拔尖的孩子可以进入到俱乐部

的二线队，而没能进入到俱乐部体系的孩子，则可以

继续高中的学业，并有机会通过高校的高水平运动

队单招进入到大学学习。

持续扩大的篮球人口，学校体育的持续发展，体

教融合的不断深化，确实拓宽了中国篮球的人才培

养通道。但不论是草根篮球，还是校园篮球、职业篮

球，也都有各自难念的经。

“篮球培训体量大，是热点，很多人都想挤进来

挣钱，这就导致培训机构良莠不齐，有些教练没有资

质，有些教练虽然打得不错，但不知道怎么教学生，

这些不确定因素都会影响篮球后备人才的培养。”王

蔚说。

而大学教练担心的，则是人才选拔的延续性。就

在前不久，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

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工作

的指导意见》，意见对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招生标准

进行了修改，录取分数线以及运动等级要求都有显

著提升。

“我们这些大学篮球教练在一起聊天时都比较

忧虑，2024 年以后怎么办。按照这个标准，有天赋的

孩子会果断选择走专业、职业道路，那些之前天赋不

是特别出众，但能够进入大学继续打球的孩子，可能

会因为达不到这个招生标准而选择放弃篮球了。”

作为篮球职业经理人，鲁君则认为，这个改革现

在看来虽然利好职业、专业体系，但很难预料今后的

效果。毕竟孩子的未来走向，家长的选择，学校如何

“自救”，以及篮球职业环境自身的变化，都会影响篮

球人才的流向。

中国篮球人才培养通道正悄然改变

2021 年 11 月 21 日，西安，2021 年未央区中学生排球比

赛现场，排球少年们展开激烈地比拼。 视觉中国供图

7 月 2 日，苏州市“市长杯”校园足球联赛总决赛赛况。 视觉中国供图

6 月 25 日，安徽亳州，参加 2022 年安徽省青少年篮

球 （乙组） 锦标赛的青少年运动员在紧张地进行比赛。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