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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朋

当前，机械式“按规定办”的问题让

基层干部十分为难：基层干部在向上级请

示时，有时会得到“按规定办”之类的回

复。无规矩不成方圆，依据法律规章和有

关 规 定 来 治 理 公 共 事 务 本 身 并 没 有 错 。

但 是 ，“ 按 规 定 办 ” 不 能 走 向 机 械 僵 化 。

机 械 式 “ 按 规 定 办 ” 会 滋 生 哪 些 基 层 治

理 顽 疾 ？ 为 何 出 现 机 械 式 “ 按 规 定 办 ”

问 题 ？ 何 以 有 效 破 解 机 械 式 “ 按 规 定

办 ” 难 题 ？ 这 些 都 是 基 层 治 理 中亟须关

注的现实问题。

我们先来看看机械式“按规定办”滋

生基层治理顽疾的问题。其一，它消解了

基层治理效能。抓基层工作的根本目的在

于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而实现这一目标，

离不开各项政策文本的贯彻落实和基层干

部 的 有 效 承 接 。 但 是 ， 机 械 式 “ 按 规 定

办”的做法与此相背离。一方面，它使上

级政策在打太极式的推演中变形，得不到

执行落实。另一方面，它使基层干部不得

不把大量的时间精力用来琢磨回复甚至等

待命令，而不是认真思考如何解决实际问

题。这在一些地方已出现了问题：有的地

方囿于机械式“按规定办”、等待上级命

令，错失了解决突发问题的最佳时机，造

成了无以挽回的损失。

其二，它会滋生不作为、不担当的问

题。干事担事是干部的职责所系，也是价

值所在。有调研发现，有的机械式“按规

定办”是不作为、不担当的新变种和官僚

主义、形式主义的“挡箭牌”。在改革攻

坚任务艰巨复杂的当前，面对各种层出不

穷的新问题新现象，如果一味地表示“按

规定办”，极易导致问题难以推进，创新

举措难以作出。久而久之，就会衍生更多

的不作为、不担当行为。

不可忽视的是，在现实中，还有多重

因素诱发机械式“按规定办”的问题。这

首先体现在政策文本供给滞后或不明晰的

问题上。公共政策的数量供给及其实施效

度直接决定着基层治理效能。近年来，面

对日渐增多且日趋复杂的公共事务，上级

都 在 不 断 加 大 基 层 治 理 的 政 策 供 给 。 但

是，由于基层治理中的诸多问题具有不确

定性，而且涉及层级多、牵扯面广，从而

导致一些政策文本往往是在新问 题 出 现

后 才 陆 续 出 台 。 这 种 滞 后 性 的 政 策 文 本

客 观 上 使 上 级 在 接 到 下 级 的 请 示 报 告

后 ， 无 法 迅 速 给 出 具 有 明 确 倾 向 性 的 解

决 方 案， 只 能 无 奈 地 回 复 “ 按 规 定 办 ”。

特 别 是 对 那 些 涉 及 开 创 性 、 系 统 性 、 集

成 性 改 革 的 问 题 ， 每 项 举 措 可 能 都 “ 牵

一发而动全身”。为避免出错，上级也不

敢 轻 举 妄 动 ， 只 好 以 “ 按 规 定 办 ” 回 复

下级。

这其中还有下级请示报告的动机多元

问题。一般来说，下级提出请示报告有解

惑型请示、报备型请示、偷懒型请示、避

责型请示等多种类型，这些类型的请示报

告蕴藏着不同动机。比如，一些人在遇到

问题时，直接把难题推给上级，希望上级

直 接 给 出 指 导 意 见 甚 至 是 现 成 的 解 决 方

案。对于这种请示报告，上级作出“按规

定办”的回复，本身就带有批评及警示之

意。这说明，不能贸然地将“按规定办”

的症结都归因于上级。

我们还要看到上下级双方试图规避责

任的问题。责任政治是现代政治生活的本

质要求。有权要担责、失职则问责是现代

政治的基本逻辑。但是，有些主体会根据

自己的需要偏狭地选择责任承担方式。比

如，有的下级为了规避独自承担责任，便

通 过 请 示 报 告 的 方 式 向 上 级 请 示 处 理 意

见，以此达到既化解基层治理难题又避免

或者至少分担问题处理不当而要承担责任

的目的。而上级也有同样的考虑。面对下

级不管大事小事都要“请示授权”的习惯

性 做 法 ， 便 简 单 回 复 要 求 下 级 “ 按 规 定

办”。其主要目的显然也是分担责任。

因此，我们要拿出具体的措施，来破

解机械式“按规定办”的难题，至少要从

机制和操作两个层面入手。在机制层面，

要坚持激励与约束并举。

其一，提高政策供给水平。政策供给

不足是基层治理频繁出现机械式“按规定

办”难题的主要原因。因此，要根据不断

变化的时空环境，及时制定或修改现有的

政策文本。特别是要在政策制定过程中，

富有前瞻性地预判未来一段时间可能出现

的问题及相应的应对策略。

其二，要健全完善容错机制。一定程

度上讲，基层治理中的“按规定办”难题

与上级在容错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不敢贸

然行动密切相关。因此，要从明晰容错机

制的适用范围、错误的研判标准、容错的

主 要 流 程 、 后 续 跟 进 措 施 等 方 面 作 出 完

善，以容错机制的有效落地消除上级作出

“按规定办”的思想顾虑。

其三，要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对于那

些明显不作为、不担当等随意将“按规定

办”当作“挡箭牌”的行为，要根据规章

予以问责，以形成有效震慑。

在操作层面，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的原则。可按照因事而异、分类处理的

原则对下级的请示报告作出回复。对于偷

懒 型 请 示 ， 要 根 据 相 关 政 策 给 予 明 确 回

复，同时告知其认真研读上级政策、提高

业务能力；对于解惑型请示，该答疑解惑

的要答疑解惑，该指正的要及时指正；对

于明显是规避责任的请示报告，则要根据

权责分工作出解释，引导下级根据职责权

限作出决策；对于自己和下级都拿不准、

确实属于突破性的创新举措，则可以通过

邀请专家或第三方机构共同研讨的方式来

给出意见和建议。

（作者系江苏省社科院廉政与治理研
究中心研究员）

别让机械式“按规定办”成为基层治理难题

网恋女友不仅拒绝见面，还以种种理由要求转账，男子抱着“女朋友就是要宠着”的心态共计为爱付出了 138 万元巨

款，等到真相揭开，发现一直浓情蜜意的女友竟是昔日狱友假扮的。近日，经湖南省湘潭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诈骗罪

判处被告人马某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检察日报》2 月 13 日） 漫画：徐 简

□ 李康尼

“太尴尬了”“他到底在表达什么”

“ 说 得 很 好 ， 下 次 别 说 了 ” ⋯⋯ 最 近 ，

一些演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或观众提问时

的“绝望名场面”引发热议。即便是面

对一些常规问题，有人也支支吾吾、语

焉不详、逻辑混乱，因不知如何回答而

尽显局促；有人只是来回重复一两个关

键词，让观众吐槽“仿佛进入了无限循

环”；还有人连“题干”都没搞懂，于

是要么假装陷入沉思状，要么索性反指

“这个问题没有意义”。

凡此种种，让人不禁反问：知识素

养如此堪忧的演员，能把戏演好吗？

这样的质疑不无道理，不管是接受

采访还是日常宣发， 人 们 固 然 不 要 求

演员表现得“绝对完美”，对所有问题

都 不 假 思 索 、 对 答 如 流 。 但 是 ， 如 果

戏 演 完 后 把 整 体 时 代 背 景 都 搞 错 了 ，

连 “ 对 演 员 的 理 解 ” 这 种 基 本 问 题 都

回 答 困 难 ， 谈 及 剧 情 就 “ 大 脑 一 片 空

白”，则显然构成了一种难以遮掩的自

我 暴 露 ： 他 们 似 乎 缺 乏 演 员 之 为 演 员

的基本素养，更谈不上对表演事业的敬

畏之心。

由此衍生而来的，是一系列让观众

看了深感“如坐针毡、如芒在背、如鲠

在喉”的“塑料演技”。比如，一些演

员没看懂剧本，感受不到人物心理的显

著 变 化 ， 于 是 不 管 高 兴 、 悲 伤 还 是 惊

讶 ， 都 只 用 一 种 表 情 、 一 个 口 吻 去 呈

现。此前就有网友吐槽一些明星的“无

差别演技”，仿佛 A 剧中的表演可以无

缝移植到 B 剧中，而且还是同样地浮夸

油腻、木讷呆板。

绿 幕 、 抠 图 等 技 术 手 段 ， 本 该 是

基 于 剧 情 和 拍 摄 需 要 ， 适 时 适 当 地 使

用 ， 近 些 年 却 不 时 异 化 为 “ 一 出 戏 动

用 一 切 手 段 来 弥 补 和 掩 盖 演 员 水 准 的

缺失”。演员在路演、采访中表达自身

对 表 演 的 认 识 ， 对 角 色 的 解 读 ， 对 剧

情 的 理 解 ， 能 够 使 观 众 对 作 品 的 认 知

更 为 生 动 、 丰 满 。 这 原 本 是 一 种 有 益

的 沟 通 ， 如 今 却 常 常 仅 剩 空 洞 肤 浅 的

“美貌营业”。

要看到，若是头脑空空、缺乏文化

素养，那么不管怎样的“送分提问”都

难 掩 自 身 专 业 水 准 的 缺 失 ， 演 员 遭 遇

“绝望名场面”就几乎是必然的。与演

员一时的手足无措相映照的，则是观众

日渐被消耗殆尽的耐心。

近 几 年 ， 有 两 个 显 著 变 化 值 得 被

关 注 。 一 是 一 些 由 流 量 明 星 担 纲 主 演

的 影 视 作 品 口 碑 、 收 视 双 双 “ 扑 街 ”，

流 量 光 环 不 再 是 票 房 和 收 视 率 的 绝 对

保 障 ， 演 技 “ 不 在 线 ”， 观 众 就 不 买

账 。 二 是 踏 踏 实 实 锤 炼 演 技 的 优 秀 演

员，逐渐从沉寂中“出圈”，被更多人

看到和欣赏。

一 个 有 意 思 的 现 象 是 ， 很 多 观 众

不 仅 会 分 析 优 秀 演 员 在 每 一 场 戏 中 的

表 情 变 化 和 情 绪 转 折 ， 还 会 热 衷 于 阅

读 他 们 在 社 交 媒 体 发 表 的 “ 小 作 文 ”，

听 他 们 讲 述 自 己 如 何 认 识 世 界 、 感 受

内 心 ， 平 日 爱 读 什 么 书 ， 演 戏 时 怎 样

用心打磨每一个动作，琢 磨 该 用 什 么

语 气 讲 一 句 话 才 更 符 合 角 色 个 性 。

这 些 言 之 有 物 的 表 达 ， 既 体 现 出 演

员 的 知 识 素 养 ， 也 符 合 当 下 观 众 的

欣赏旨趣。

当 网 友 发 出 “ 绝 望 名 场 面 ” 的 吐

槽，明星及其粉丝不管是反唇相讥，还

是忙于“甩锅”他人，其实都不明智。

因为比知识素养堪忧更加可怕的，是拒

绝承认、无心提升，最后的结果恐怕只

能是被市场抛弃。

所谓闻过则喜，与其忙于徒然争论

自辩，不如沉下心来，好好思考什么是

演员，何为好的表演，用细腻的触角感

受 真 实 生 活 ， 用 心 撰 写 每 一 个 人 物 小

传。如此，自然也就不会太担心回答问

题时“大脑空白”“无话可说”了。

头脑空空的演员
终将走向“绝望名场面”

□ 夏熊飞

进入新学期，不少家长又开始考虑

给孩子报班，五花八门的非学科类校外

培训迅速升温。日前，教育部等十三部

门印发了 《关于规范面向中小学生的非

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意见》，系统部署非

学科类校外培训治理。记者调查发现，

部 分 非 学 科 类 校 外 培 训 仍 然 存 在 收 费

乱 、 门 槛 低 等 问 题 。（《北京日报》 2
月13日）

从整体层面而言，非学科类培训领

域的繁荣，无论是对教育事业发展还是

学生的全面成长都是好事。参加非学科

类培训，可以让学生在“双减”后的空

余时间得到更有效利用。但这些益处得

以实现的前提，是非学科类培训能规范

发展，而不是步学科类培训的后尘，成

为新的教育“内卷”赛道。

尽管有明文规定，培训机构不得一

次性收取或以充值、次卡等形式变相收

取 时 间 跨 度 超 过 3 个 月 或 60 课 时 的 费

用，且不得超过 5000 元。可在实际操

作中，动辄上百课时、一次收费上万元

的情况仍然普遍存在，培训机构从教人

员资质不全或证书水分十足等问题也较

为 普 遍 。 此 外 ， 各 类 考 级 早 已 泛 滥 成

灾，异化为培训机构赚钱和诱导家长报

班的“法宝”。

种种乱象的存在，不仅让家长承担

巨大的经济风险，近年非学科类培训机

构卷款跑路的案例时有发生，师资良莠

不全，也会让报班的孩子无法接受科学

有 效 的 指 导 。 那 些 充 斥 着 应 试 思 维 的

“考级”，更是把大量孩子对文体项目的

兴趣消磨殆尽，甚至有人表示“考完以后

再也不想碰”。

对此，一方面要加大对非学科类培训

的规范管理。加强对课 时 跨 度 、 收 费 金

额 规 定 的 落 实 ， 违 规 行 为 发 现 一 起 查 处

一 起 ， 在 机 构 准 入 、 从 业 资 质 上 也 要 提

高 门 槛 ， 避 免 滥 竽 充 数 的 机 构 浑 水 摸

鱼 、 扰 乱 正 常 的 市 场 秩 序 ， 而 在 治 理

“考级”泛滥的问题上，也要出实招，严

控 违 规 考 级 和 把 “ 考 级 ” 与 入 学 、 升 学

相 挂 钩 的 违 规 行 为 。 只 有 传 递 出 鲜 明 的

严 格 监 管 信 号 ， 并 将 板 子 扎 扎 实 实 打 下

去 ， 才 能 增 加 违 法 违 规 成 本 ， 遏 制 乱

象 滋 生 ， 同 时 也 可 以 让 一 些 非 学 科 类 培

训 机 构 经 营 者 减 少 “ 监 管 重 点 是 学 科 类

培 训 ， 非 学 科 类 培 训 可 野 蛮 生 长 ” 的 侥

幸心理。

另一方面，广 大 家 长 也 要 打 消 在 非

学 科 类 培 训 上 实 现 “ 弯 道 超 车 ” 的 念

头 。 学 科 类 培 训 被 严 格 限 制 ， 不 少 家 长

转 而 在 非 学 科 类 培 训 上 投 入 大 量 的 金 钱

与 孩 子 的 时 间 精 力 ， 意 图 通 过 丰 富 孩 子

简 历 的 形 式 ， 在 入 学 、 升 学 上 占 得 先

机 。 殊 不 知 ， 如 此 “ 弯 道 超 车 ” 纯 属 一

厢 情 愿 ， 因 为 教 育 部 早 已 明 文 规 定 “ 不

得 将 非 学 科 类 校 外 培 训 结 果 与 大 中 小 学

招生入学挂钩”，而在这些培训上消耗孩

子 过 多 的 精 力 与 时 间 ， 不 仅 会 降 低 他 们

在 校 内 的 学 习 效 率 ， 更 会 让 其 失 去 对 一

些 文 体 项 目 的 兴 趣 ， 如 此“超车”不仅

得不偿失，更有“翻车”之虞。

一个健康的非学 科 类 培 训 生 态 ， 从

业 者 、 学 生 、 家 长 、 教 育 事 业 都 是 受 益

者 ， 要 想 实 现 可 持 续 发 展 ， 需 要 全 面 展

开 规 范 化 治 理 ， 抓 好 当 下 的 对 每 一 个 乱

象治理，查处典型案例。

非学科类培训
不是教育“内卷”新赛道

□ 欧阳晨雨

一 个 舞 蹈 训 练 中 的 动 作 ， 却 成 为 部

分儿童受伤甚至瘫痪的“无声杀手”。据

报 道 ， 我 国 一 所 三 级 甲 等 医 院 “ 国 家 临

床 重 点 专 科 ” 的 医 学 团 队 近 年 来 的 研 究

发 现 ， 舞 蹈 下 腰 训 练 已 经 成 为 导 致 我 国

儿 童 脊 髓 损 伤 的 第 一 大 诱 因 。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2005 年 以 来 ， 我 国 因 下 腰 导 致 瘫

痪的孩子超千人；近年来，“下腰瘫”孩

子数量总体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半月
谈》2月10日）

对孩子而言，“下腰瘫”的医疗是世

界难题。专家也从医学角度介绍说，他们

会发生脊柱侧 弯 、 严 重 骨 质 疏 松 、 泌 尿

系 统 反 复 感 染 、 褥 疮 、 心 理 障 碍 等 各 种

并 发 症 ， 而 长 大 后 ， 他 们 还 将 终 身 与 轮

椅 为 伴 。 当 一 个 孩 子 不 幸 患 上 “ 下 腰

瘫”，意味着一个家庭幸福的终结、痛苦

的开始，为舞蹈训练付出的代价，着实过

于惨痛。

“ 下 腰 瘫 ” 的 罪 魁 祸 首 ， 无 疑 是 不

科 学 不 规 范 的 训 练 。 无 论 宣 称 “ 教 材 体

系 源 自 美 国 ”， 还 是 标 榜 “ 训 练 内 容 与

国 际 接 轨 ”， 说 到 底 ， 都 是 一 种 缺 少 规

范 化 行 业 标 准 下 的 托 辞 罢 了 。 更 为 尴 尬

的 是 ， 入 职 都 没 有 一 点 儿 门 槛 要 求 ，

“ 无 证 上 岗 ” 也 就 司 空 见 惯 ， 而 半 路 出

家 的 舞 蹈 教 练 员 ， 很 容 易 因 为 不 科 学 的

训 练 方 式 ， 忽 略 并 危 及 孩 子 的 身 体 健

康 。 一 些 缺 乏 相 关 资 质 的 培 训 机 构 ， 违

背 孩 子 心 理 、 生 理 发 展 规 律 ， 也 是 酿 成

悲剧的重要推手。

翻看媒体报道，不乏对此类不良现象

的曝光，专业人士也屡屡发声。但令人遗

憾 的 是 ， 这 种 不 科 学 、 不 安 全 的 训 练 方

法，至今仍在荼毒孩子们的健康。既然医

学团队已经证明舞蹈下腰训练与儿童脊髓

损伤的关联性，教育部门、公安机关等职

能机构，就应当尽快采取措施，有针对性

地解决问题。

为未成年人身体健康着想，该喊停的

应当喊停，在切实排除舞蹈下腰训练的危

险性之前，要尽快停止有关培训机构开展

的不规范训练。特别是对于没有培训资质

的机构、缺少专业资质的教练，应当亮出

黄牌或红牌，避免误人子弟，贻害无穷。

此外，对于青少年舞蹈培训，可以参考竞

技体育的“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制定

专 业 化 、 科 学 化 、 标 准 化 的 规 范 ， 避 免

“把下腰、劈叉、翻跟头作为基础动作来

训练”。无论是培训机构还是教练，也都

应 当 取 得 一 定 的 专 业 资 质 ， 避 免 门 槛 过

低，造成不规范动作泛滥成灾，伤害未成

年人的身体健康。

别再让“下腰瘫”毁了孩子

□ 陈之琪

每到踏青季，许多家长会带孩子参观

博物馆、展览馆。然而，当儿童身处偌大

展厅，严肃的展陈有违他们活泼的天性，

专业的解说让他们一知半解，还要为写感

想写游记发愁⋯⋯大部分博物馆主要服务

于 成 年 观 众 ， 缺 乏 对 儿 童 参 观 体 验 的 考

虑。相关领域专家提出，可以打造“儿童

博物馆”，让儿童在更适宜的环境中收获

知识文化。

随着“打卡博物馆”逐渐成为各年龄

群 体 长 知 识 、 促 社 交 、 强 体 验 的 生 活 方

式，各种“专而精”的小众博物馆广受关

注。建设儿童博物馆，或在普通博物馆建

设儿童展厅、策划儿童展出，不仅符合大

众期待，也颇具实践价值。

要让博物馆对儿童产生持续久远的积

极影响，需要优化参观体验，让孩子乐意

“钻进去”。儿童博物馆如何准确把握自身

定位、突出创意特色，也必须结合实际情

况审慎考量。

在 世 界 范 围 内 ， 儿 童 博 物 馆 有 值

得 参 考 借 鉴 的 经 验。匹兹堡儿童博物馆

成立于 1983 年，沉浸式艺术体验项目是

其特色。前段时间，博物馆推出“机械杰

作”系列互动展，以世界名画为素材，进

行创意解构和机械装置互动，让孩子在与

名画互动中愉快记忆历史文化知识。

有人认为，建设面向儿童的博物馆并

不 容 易 ，“ 大 到 主 题 设 置 ， 小 到 展 品 选

择，都需要以孩子的眼光来审视”。这其

实 指 出 了 建 设 儿 童 博 物 馆 的 实 践 原 则 ：

用 儿 童 喜 欢 听 、 听 得 懂 、 记 得 住 的 方 式

讲好“博物故事”。国内一些博物馆已经

展 开 过 相 关 尝 试 ： 首 都 博 物 馆 曾 面 向 儿

童 推 出 亲 子 活 动 及 课 程 ， 制 作 科 普 动 画

和 在 线 游 戏 ， 让 儿 童 “ 看 得 懂 、 学 得

会 ”； 南 京 博 物 院 曾 策 划 恐 龙 主 题 儿 童

展 ， 以 “ 恐 龙 ” 的 独 特 视 角 引 领 孩 子 学

习 相 关 知 识 ， 还 将 科 普 与 亲 情 元 素 巧 妙

融汇于故事线中。

相关领域专家认为，目前博物馆面向

儿童、青少年等群体的个性化服务还有很

大提升空间，要关注满足“参展者的个性

化观展和差异化的成长需求”。建设儿童

博物馆，不妨借鉴国内外优秀策展案例，

开展馆际交流合作；立足孩童视角，开展

“个性化+儿童向”展览活动；还可以打

造亲子空间，疏通孩子与家长情感交流的

渠道，让“大朋友”和“小朋友”都有所

收获。

随 着 儿 童 博 物 馆 创 新 实 践 的 丰 富 ，

儿 童 的 内 心 世 界 和 知 识 文 化 需 求 能 被 更

好 地 触 及 、 激 发 ， 为 “ 博物馆图谱”添

一笔亮色。

用孩子看得懂的方式设计博物馆

□ 王 彬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中央机构编

制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出台 《关于在

学校设置教练员岗位的实施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部署学校教练员岗位

设置工作。《意见》 提出，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普通高中、职业院校和普通高

校可根据工作实际，设立专（兼）职教练

员岗位。学校教练员主要承担学生体育

运动专项技能、体能训练和体育后备人

才选育、学校体育赛事活动组织等工作。

学校已经有体育教师，为什么还要

设置教练员岗位？这是否有教育资源重

叠浪费之嫌？一些人看到上述新闻，难

免产生疑惑。其实，体育教师和教练员

两种岗位的性质存在显著区别。前者负

责日常体育教学，需要具备全面平衡的

教学能力，后者主要负责体育运动项目

训练和指导，需要具备较强的专项能力

和专业水准。

换言之，在理想状况下，体育教师

与 教 练 员 是 互 相 依 托 、 互 为 补 充 的 关

系。体育教师让学生接受旨在强身健体

的体育课教育，而教练员则是为了让一

部 分 对 专 项 运 动 有 兴 趣 的 学 生 提 高 水

平，让学生的体育技能更强。

重 视 和 发 展 体 育 事 业 ， 是 社 会 共

识 ， 大 势 所 趋 ， 但 如 何 重 视 ， 众 说 纷

纭，也考验着社会智慧。《意见》 强调

考 虑 各 地 实 际 情 况 ， 不 搞 “ 一 刀 切 ”，

给予基层自主权。学校根据按需设岗、公

开招聘、择优聘用的原则开展教练员岗位

聘用工作。

《意见》 鼓励退役运动员在学校教练

员岗位继续发挥专长，明确各地可拿出一

定数量的学校教练员岗位面向取得一级及

以上运动员技术等级的退役运动员公开招

聘。将退役运动员引入校园，一方面让学

生 接 受 更 加 科 学 、 高 水 平 的 训 练 ， 打 开

“专业体育”的新世界；另一方面，在教

练 员 指 导 下 建 立 的 学 校 运 动 队 、 体 育 社

团、体育俱乐部，不仅能凝聚参与者的团

队精神，还能发挥“鲶鱼效应”，带动学

校的运动氛围。

学校设置教练员岗位的改革，也可能

是改变传统体校模式的金钥匙。现实中，

多数专业运动员以及体育后备人才，是通

过传统体校选拔和培养的。功能单一的体

校模式，不利于对体育人才的综合培养，

也不利于体育人才的成长与长远发展。学

校设置教练员岗位，或将成为撬动运动员

培养模式转型的“引擎”。

《意见》 提出设置教练员的学校，不

仅有高等院校，更 是 延 伸 到 义 务 教 育 阶

段 学 校 。 学 校 提 供 的 完 善 教 育 环 境 ， 与

教 练 员 的 专 业 技 能 融 合在一起，会使体

育 和 教 育 发 生 奇 妙 的 化 学 反 应 ， 实 现

“1+1＞2”的效果。一些设置教练员岗位

的学校，便会成为培养高 水 平 专 业 运 动

员的“摇篮”。由此，体育不仅能陪伴具

有 专 业 运 动 潜 力 的 青 少 年 成 长 成 才 ， 体

育 事 业 也 将 从 学 校 汲 取 养 分 ， 获 取 进 步

的源源动力。

教练员进校园
将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

“罪”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