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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冬奥迎冬奥 赛冰雪赛冰雪 燃少年燃少年

在中国冰雪运动领域，作为专业运动员孵化器，沈阳体
育学院是一座绕不过的高校。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
上，该校更是沉淀多年，成为冬奥夺牌健将的摇篮。

1998年，徐囡囡在长野冬季奥运会实现中国雪上项目
冬奥会奖牌“零”的突破，获得银牌；韩晓鹏在第20届冬
奥会上夺得男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冠军，实现了我国冬奥
史上男子项目和雪上项目金牌两个“零”的突破。他们都出
自沈阳体育学院。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上，沈阳体育
学院培养的运动员代表中国队连续参加了第18-23届冬奥
会，夺得我国冬奥史上雪上项目12枚奖牌中的10枚。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家体委相继将越野滑雪、跳
台滑雪、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三支雪上国家队放在了沈阳体
育学院。辽宁省政协委员、沈阳体育学院运动训练学院冰雪
教研室主任徐囡囡告诉记者，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极具
观赏性，既要有技术动作完成的精度，也对运动员体能和综
合素质有很高要求。多年来，学院培养运动员积累了丰富经
验，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也是今年冬奥会夺冠热门。

其实，不仅在竞技领域，在日常教学中，沈阳体育学院
也在将冰雪运动打造为教学亮点和特色。2006年，退役后
的徐囡囡一直在学院从事教学工作。而今，她的愿望是能够
为祖国培养出更多具有冰雪运动技能的综合型人才。“现在
懂冰雪运动、会冰雪运动的综合性体院毕业生的市场缺口很
大，培养这类人才将为中国更多人上冰雪创造必要条件。”

正因如此，2008年前后，徐囡囡尝试开设“大众滑雪”课程。“最近四五
年，该课程已成为学院大学生必修课。更重要的是，不同专业学生越来越有意
愿学习冰雪运动。比如新闻与传播专业研究生，学习了滑雪课程后，能更加方
便地从事冰雪运动项目的新闻报道，增加了择业的精准性和竞争力。”

徐囡囡曾多次就“冰雪运动进校园”提出提案。“过去困难较多，今年
‘双减’政策实施后，已有明显改善。”作为辽宁省“冰雪运动进校园”宣传推
广大使，她曾对全省青少年发出参与冰雪运动倡议。

在徐囡囡看来，随着冰雪运动普及，社会对懂冰雪、会滑雪的人才需求量
与日俱增。“在冬奥会这样国际性赛事的推动下，中国冰雪产业将完成向更高
层次的跃进；沈阳体育学院培养出来的有冰雪运动技能的学生，必将在全国冰
雪运动场馆及赛事的管理、运营和传播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她说。

沈阳体育学院：

让冰雪运动为人才“增值”
本报记者 王金晶

北京市第二十中学附属实验
学校的北极星冰球队，有点“不一
般”：建队最早，与学校“同龄”；获
奖最多，捧回过2021年北京市中
小学生校际冰球联赛乙组冠军奖
杯；最荣耀的是，球队队员还曾在
2017年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接
见，在现场，孩子们由衷许下“5年
之约”，励志助力北京冬奥，成为国
家冰球项目的“栋梁”。

如今，5 年之约已到，北京
2022年冬奥会举办在即，这一拨冰
球小将不仅已成长为校队主力，而
且有的队员成功入选北京市冰球
队，有的加盟了俱乐部打球。朝气
蓬勃正当时的少年们，用实际行动
兑现了浪漫的冰球之约。

而这一切的起点，源自学校践
行“冰雪运动进校园”的初心。一路
参与筹备、见证冰球队发展的学校
冰雪项目负责人冯亚宁介绍：

“2014年学校初建时，冬奥会正在
紧张申办中。学校对我们国家申奥
成功很有信心。若举办冬奥会，推
动冰雪运动发展，青少年群体是重
要一环。为此，建校一个月后，北极
星冰球队应运而生。”

他清楚地记得，当年第一批招
来的学生有160多名，他们从中选
出17名，从零起步开始培养。“可以
说，这支校队是北京市第一批完全

由学校牵头、自主培养的冰球队，师生共同成长。”冯亚宁笑着回
忆道，老师们当时也不懂冰球，校内也没有场地，所幸附近有个
冰场。于是，就在这样一个租来的冰场上，队员们一人一个小板凳，一人一双同样
从冰场租来的鞋，开始了校队第一场“懵懵懂懂”的冰球训练。

“当时专业知识匮乏，还闹出过不少笑话。比如，我们以为打冰球，只要一个
板凳和一双鞋就够了，后来才知道冰球需要专业的装备，从鞋到服装到球杆，都
要全副武装。”冯亚宁说。训练很辛苦，每周都要上冰，从精力、财力、物力上，学
校、家长都要投入很多。

但最令他触动的反而是年幼的孩子们。“为了上冰，他们常常会在车上争分
夺秒地写作业，玩乐的时间少了也没有抱怨。尤其是那些连鞋带都系不好、日常
生活有些懒散的孩子，到了冰场、打上冰球，简直像换了一个人：滑得比谁都快、
学得比谁都认真。”冯亚宁笑着说，不仅如此，冰球还有个“奇效”，若哪个孩子学
习时不专心，班主任只要一说不让他打球了，他会立马端正态度、改正缺点。

“我是一名冰球队员”，冯亚宁最常听到孩子们这样介绍自己，那份自豪与自
信溢于言表。“对于他们而言，这个身份很光荣！打冰球，塑造了他们的价值观，让他
们勇敢坚毅、不轻言放弃，有集体意识、有拼劲儿！”

如今，8年磨一剑，冰球队正如队服上的那抹绿色一样，已成为校园内最别样
的风景。“学校搭建起科学的梯队培养计划，各个年级都有队员，1-4年级学技术，
5-8年级学战术。连我自己，也和学生们共成长，已成为冰球、花样滑冰、短道速滑
的国家一级裁判员。”

海淀区的冰球运动之风也从这里刮起。2015年，由海淀区教委牵头，该校组织
承办了北京市第一届海淀区中小学冰球联赛，并连续做了四届。“各院校倡导冰球
运动进校园蔚然成风，比赛的学校也从当初的十几所增加到了现在的二十几所。我
们学校也被评为北京市冰雪运动特色学校及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

由点及面、从纵向到横向，学校以冰雪运动教育为特色，又开设了花样滑冰社
团，并在全校范围内积极开展冰雪运动普及活动。如，率先出版了第一本《中小学冰雪
知识读本》丛书；举办冬奥知识竞赛、冬令营；组织奥林匹克脊梁嘉年华运动会，让学
生们将冰雪运动诉诸绘画、书法、舞蹈、相声等艺术形式；最主要的，每学期每个学生
都能体验上冰……

“从学校层面来说，让更多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落脚点还在育人。我们希望孩子
们借助这些项目，去感受体育精神，去体验冰雪运动的乐趣，得到身心的健康成长。”
冯亚宁说，“5年之约”已到，还有“下一个5年”和“下下个5年”，“我们会持续做好冰
雪运动进校园这项事业，不遗余力地去圆孩子们的冬奥梦、冰雪梦、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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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日益临近，地处湖北省西北
部的神农架林区，冰雪运动的氛围也愈发浓
厚。从这个雪季开始，已有几百名中小学生
陆续参加了为期5天的冰雪研学活动，为北
京冬奥会加油。

2021年12月17日，近400名来自神农
架实验初级中学初二年级的学生，开启了冰
雪研学课程。5天时间里，基本都掌握了冬
奥会的相关知识，学习了初步的滑雪技能。

“我在这次研学中，学会了半犁式刹车和平
行转弯。”该校学生张远晨曦说起这个进步依旧
很兴奋，他告诉记者，虽然自己以前就上过雪
场，但这次研学让他的滑雪技能更进了一步。

“学生们不仅燃起了对滑雪的兴趣，还
大大增强了团队意识。”带队老师王涛说，
为了让冰雪研学更有的放矢，今年学校还在
初一年级开设了每周两节的旱地轮滑课。

“旱地轮滑可以摆脱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
又能掌握基本的滑雪动作要求，是滑雪运动
很好的辅助练习。”

作为神农架林区最早实践冰雪运动进校
园的学校，神农架实验初级中学在2016年
就组建了冰雪运动队。该校校长李国会介
绍：“去年12月19日举行的第八届全国大
众冰雪季启动仪式神农架会场上，由我校
38名学生组成的冰雪运动队，进行了精彩
的滑雪表演，获得阵阵掌声。除了表演，我
校的冰雪队员还经常代表神农架林区参加全
省比赛，也曾代表全省参加全国的比赛，并
取得了优异成绩。”

近年来，神农架林区大力推广普及冰雪
运动，不少学校因地制宜开展冰雪运动进校
园活动。平日里，学生们利用体育课学习旱
地轮滑技巧，到了滑雪季便到雪场进行实战
训练。越来越多的神农架林区青少年爱上了
冰雪运动。

“基本从一年级开始，我们就会让学生

接触冰雪运动的相关知识，然后组织游
戏或带孩子们参加比赛。主要是让大家
对冰雪运动产生兴趣，从而喜欢上
它。”神农架创新实验学校教师刘阳
说，学校还购置了冰壶、旱雪器材等，
定期组织学生去雪场进行研学活动。

“学生们的精神面貌有很大改变，
更加积极乐观，特别是在冰雪研学的体
验集体生活中，学会相互关爱和帮
助。”神农架实验小学校长王先彬说。

2021年11月，神农架林区政府办
公室印发了《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
少年冰雪运动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
在全区大力推广普及青少年冰雪运动，推
动冬季奥林匹克教育全面开展。为此，神
农架林区将冰雪运动课程正式列入体育教
学计划，真正让冰雪运动融入学生的生
活、扎根校园。多所学校将陆地冰壶、轮
滑等运动引入校园，开设冰雪运动课程、
成立社团或兴趣小组、组建学生冰雪项目
运动队，聘请专业教练帮助学生进行训
练。为让农村学生也能在冰雪运动中成
长，神农架林区还投入专项资金，给每名
参加冰雪运动研学活动的学生300元补
贴，2021年12月到今年1月，神农架已组
织4批1200余名学生圆梦冰雪运动。

“青少年是冰雪运动的基石与未来。”承
担每年林区各学校冰雪研学对接工作的神农
架国际滑雪场总经理袁房林说，截至目前，
神农架国际滑雪场冰雪研学活动已培训学生
1500余名，覆盖林区6所学校。

“2019年滑雪场专门新建了一栋研学
楼，可以同时接待600余名学生开展冰雪研
学活动。”袁房林表示，神农架林区推广青
少年冰雪研学，不仅带动全区的冰雪运动热
潮，也为全区的冰雪旅游营造了良好氛围，
培养了大批滑雪运动专业型人才。

湖北省神农架林区：

研学游让孩子爱上冰雪
本报记者 刘圆圆

青少年爱上冰雪运动，与学校重视
冬奥宣传，推广普及冰雪运动文化紧密相
关。2021年10月，位于张家口市怀来县
的沙城第六小学入选河北省第三批“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奥林匹克教育示
范学校”公示名单，就是最好的印证。

该校常组织师生参与省市县教育系
统开展的冬奥主题征文、绘画、书法等比
赛，师生获奖，进一步激发大家的参与热
情。学校先后开展了“相约冬奥，喜迎新
春”师生书画展；“我为冬奥争光彩 争
做环保小卫士”系列活动；“民族传承，共

赢冬奥”剪纸、沙画、征歌词等。特别是在冬
奥会倒计时100天时，学校开展系列庆祝
活动，让学生对冰雪运动文化入脑入心。

“五大洲的伙伴，来分享冰雪上的盛
筵。为荣誉而战，赛场是我梦想的源泉
……”在学校浓厚的冬奥文化氛围下，六
年级学生李凤创作《扬起风帆》歌词，由
音乐教师谱曲后在全校传唱，还以原创歌

曲形式参加市县展演并获奖。
有文化熏陶，也有运动体验。前不

久，学校五年级学生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冰
壶比赛，现场观赛的学生们也被点燃了，
传递着他们对这项运动发自内心的喜爱。

为了让师生更好地掌握冰壶运动，校
长杨英杰外出求援，与张家口市崇礼区西
湾子小学结对联谊，邀请专业老师传授项
目技能、竞赛规则、观赛礼仪等。学校成
立师生冰壶社团，从零基础到能组织对抗
赛，感受冰雪运动魅力的同时，也体会到
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增强了凝聚力。现
在，冰壶课已成为高年级学生的必修课。

观看冬奥会比赛视频，讲解冰雪运动
器材，实地操作和体验，沙城六小一直在
创新形式向同学们普及冰雪文化、冬奥知
识，让学生收获健康和快乐。今年1月，

“冰雪大篷车”开进学校，师生们又近距
离地体验了冰雪运动，他们期盼北京冬奥
会开幕，感受冰雪运动的激情与魅力。

张家口市怀来县沙城第六小学：

让“冷”运动“热”起来
本报记者 高新国 通讯员 黄永君

“50米，20米，15米，加油！张国权加
油！”王雪峰在赛道外目光如炬，紧紧盯
着奋力滑翔的小运动员，“太精彩了，最
后十几米，我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他滑
过终点躺倒在雪地上那一刻，我几乎不
能呼吸。”这是“筑梦冰雪·相约冬奥”全
国学校冰雪运动竞赛上的一幕。

王雪峰是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中心
小学的体育主管，上述场景，正是他带领
学生代表北京市小学组参加此次竞赛的
瞬间。这次比赛中，已有5年滑雪经历的
六年级学生张国权，最终取得中国小学
生越野滑雪锦标赛2公里男子组的冠军。

取得这样的成绩不是偶然。作为北
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教育示范学
校，南尚乐中心小学早在2016年就开始

向学生普及冬奥知识，丰富农村孩子的文
化生活。随后，学校开设了双板高山滑雪、
单板高山滑雪和越野滑雪三种冰雪运动课
程。王雪峰说：“我们学校虽然地处农村，但
房山区云居滑雪场就在学校几公里外，对
我们开设雪上运动项目课程非常有利。”

尽管如此，正式开课前，学生们大多没有
接触过冰雪运动。为响应“带动三亿人参与冰
雪运动”的号召，老师们拿出十足的劲头。让
他们欣慰的是，首次带学生去体验滑雪，就发
现了几个好苗子。王雪峰说：“他们很有天赋，
让学校非常重视。即便师资力量不足，还是想
办法为他们创造条件。”就这样，南尚乐中心

小学高水平滑雪社团初现雏形。
如今，学校高水平滑雪社团的成员们平均

年龄不到10岁，除去每周两三次滑雪场集训，
每天在学校还要进行15到20公里的越野滑
轮训练。而开学第一课就是学会摔跤。“摔跤是
有技巧的，怎么摔不会受伤，遇到障碍怎么保
护好自己，这是我们反复强调的。”王雪峰说。

学会摔跤能很好地克服心理恐惧，但真正
要在雪道上如鱼得水并不简单。王雪峰说，最
开始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年纪小的孩子摔了
一跤，看着队友们一骑绝尘，开始默默掉眼泪。
但一两分钟后，他们又能回到雪道上驰骋。寒
假时，社团成员每天要训练3小时。零下几度
的天气，一趟下来，几乎都是满头大汗。王雪峰
说：“他们能吃苦、有韧性，安排休息时，很多孩
子还坚持练习。学习滑雪锻炼身心，增强了学
生体质，也提升了自理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

该校同样注重对全校学生的冰雪运动教
育。除举办冬季运动会、冬奥知识竞赛等活动
外，学校每年至少提供一次机会，让1000余名
学生走进滑雪场。学校还专门开设“尚乐讲
堂”，让师生、家长一起讲述冬奥故事，提倡学
生制作冰雪手抄报、石头画等艺术作品。近期，
学校还鼓励学生将冰雪元素、冬奥会知识与书
法写作融合，举办了冰雪书法展。

“冰雪运动进校园，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
活，带动越来越多远郊地区的孩子参与其中，
我们乐见其成。冬奥会即将举办，我们也会带
学生去现场感受冰雪竞技的魅力。”王雪峰说。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中心小学：

尚冰雪之乐 展少年风采
本报实习生 李婷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中心小学学生享受冰雪运动的乐趣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中心小学学生享受冰雪运动的乐趣。。

沈阳体育学院训练现场沈阳体育学院训练现场。。

““燃动冰雪燃动冰雪 情系冬奥情系冬奥””冬奥冰雪文化体验营现场冬奥冰雪文化体验营现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贾宁贾宁 摄摄

湖北省神农架林区冰雪运动氛围浓厚湖北省神农架林区冰雪运动氛围浓厚。。

北京市第二十中学附属实验学校冰球队赛场风采北京市第二十中学附属实验学校冰球队赛场风采。。

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沙城第六小学冰壶训练现场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沙城第六小学冰壶训练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