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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修订的《运动员技术等级
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已于近日
由国家体育总局公布，自 2025年 1
月 1日起施行。《标准》涉及运动员
技术等级称号（以下简称等级称号）
的授予，而等级称号又与高校高水
平运动队招生和普通高校运动训
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招生
（业内简称为体育单招）的报名资格
相关，因此此次修订颇受有体育特
长的学生和其家长的关注。国家体
育总局竞技体育司相关人士日前接
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对与《标准》
修订有关的事项进行解读。

控量提质、严防造假

据相关人士介绍，本次《标准》
修订是贯彻落实新修订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体育法》和《运动员技术等
级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
重要举措。近年来，国家体育总局
不断加强和规范运动员技术等级管
理工作。由于运动员技术等级制度
与其他优惠政策挂钩，在实际执行
过程中，个别地方出现了政策走样
等问题，扰乱了运动员技术等级管
理秩序。为进一步从制度上推动实
现体育行业风气根本好转，结合持
续深入推进落实中央巡视整改，坚
决遏制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运动员
技术等级证书“掺水”“造假”问题，
国家体育总局对《办法》进行了全面
修订。新《办法》取消了运动员书面
申请、体育部门逐级审核等环节，调
整为赛后公示授予等级称号，并在
授予主体、等级标准、监督检查、责
任追究等方面进行了大幅度调整。
新《办法》将于2025年1月1日起施
行，而《标准》是相应的配套政策。

根据《办法》，等级称号分为5个
等次，分别是：国际级运动健将、运
动健将、一级运动员、二级运动员、
三级运动员。《标准》修订之后，业内
人士普遍感觉获得等级称号的难度
明显提升。相关人士表示，这次修
订坚持导向鲜明、统筹兼顾、从严从

紧的基本原则，突出运动员技术等
级制度鼓励运动员刻苦训练、顽强
拼搏、不断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和竞
技成绩的根本目标。修订体现了适
当控制数量、提高质量的导向，在可
以授予等级称号的赛事中，调整、删
除了一些过去水分比较大、管理比
较混乱的赛事，其目的是让那些真
正优秀的运动员获得等级称号，尽
量控制和防止“搭车”“混证”的
情况。

更精准地扶持“三大球”

由于足球项目的运动员技术等
级标准由中国足球协会单独制定公
布，这次修订后的《标准》未包括足
球项目。篮球和排球在可授予运动
员技术等级称号的赛事数量和组别
数量上，明显高于其他集体球类项
目。与此同时，与以往集体球类项
目主要以球队成绩作为授予等级称
号的依据不同，修订后的《标准》更
加细化了对运动员个人技术水平的
要求，如明确规定“未上场比赛运动
员不得授予等级称号”，并结合不同
项目实际，将上场时间、技术统计、
体能测试等列入授予等级称号的必
要条件。此外，在乒乓球、羽毛球、
棋类等项目中，将运动员在团体比
赛中的个人出场率、胜率、胜场数等
列入授予团体项目等级称号的必要
条件。相关人士表示，以往在一些
集体球类和个人项目的团体赛中，
的确出现过水平没有那么高的选手

“搭车”拿证的情况，这次的修订是
有针对性的。

据相关人士介绍，这次的修订
充分考虑了不同项目的竞技水平、
赛事体系、发展趋势和普及推广等
因素，分类管理、精准施策，对《标
准》涉及的赛事、组别、小项、成绩等
进行整体把握和统筹调控。国家体
育总局对于“三大球”振兴高度重
视，中国足球协会在等级称号的授
予、等级标准制定等方面已经有较
大的自由裁量权，而这次的修订对

篮球和排球项目也做了适当的倾
斜，体现了较大的支持力度。

根据《标准》，新创办的全国青
少年三大球运动会也被列入可以授
予一级运动员等级称号的篮球和排
球赛事名录。考虑到《标准》明年1
月 1日正式实施，而首届三大球运
动会在今年11月已经举行，国家体
育总局作出相关安排，印发了《体育
总局关于公布第一届全国青少年三
大球运动会篮球、排球项目运动员
技术等级标准的通知》，有关三大球
运动会的政策将提前生效。

深化体教融合、推动赛事
融合

据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统计，
相比2021年发布的《运动员技术等
级标准》，修订后的《标准》大幅缩减
了教育系统全国性评级赛事的数
量。其中，中学全国性评级赛事由
原来的20个大项减少为17个大项，
大学评级赛事从 51 个大项缩减为
28个大项。

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相关
人士表示，评级赛事数量减少是这
次《标准》调整的整体特点，而推动
体教融合高质量发展尤其是赛事融
合是这次调整的出发点之一。从目
前情况看，体育系统和教育系统的
赛事还有一部分在参赛资格、运动
员注册方面存在壁垒，部分教育系
统赛事水平不高或者办赛不够规
范。这次的调整希望从源头破除体
教壁垒，整合优势资源，完善和规范
青少年和学生体育赛事体系。从方
向上来讲，修订后的《标准》更倾向
于将体育和教育系统共同主办、具
有较高竞技水平的重大赛事列入
《标准》。《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
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义
务教育、高中和大学阶段学生体育
赛事由教育、体育部门共同组织”，

“职业化的青少年体育赛事由各单
项协会主办、教育部学生体协配
合”，而《标准》的导向与这样的工作

要求是一致的。
据相关人士介绍，在全国比赛方

面，此次修订共涉及79个项目，有57
个在青少年和学生群体中开展较好的
项目将体育和教育系统共同主办、具
有较高竞技水平的重大赛事列入《标
准》，这有利于进一步整合体育、教育
系统高水平比赛，让青少年竞技体育
人才在同一平台比拼，不断充实和拓
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选拔渠道。省级
比赛方面，修订之后的相应表述为“可
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的省级比赛
应当为省级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
主办或共同主办比赛”，这是为了支持
和推动地方体育、教育部门深度融合
发展，促进青少年体育赛事竞技水平、
等级称号“含金量”不断提高。

体育单招录取率或将提升

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相关人
士表示，我国现行的运动员等级管理
制度是1958年初创的，至今已有60多
年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标准的“松”
与“紧”是相对的，也是不断变化的。
在《标准》修订的过程中，工作人员曾
经查阅了2000年左右的《标准》，发现
当时一些项目的要求更加严苛。

据竞体司统计，2021 年至 2023
年，平均每年全国授予 5个级别的等
级称号总量大约在7.4万人次左右，而
2024年迄今为止授予总量已达9万人
次。根据记者的了解，在近几年体育
单招录取人数总量增长有限的情况
下，随着一级和二级运动员等级称号
授予数量的增多，体育单招的录取率
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今年仅在30%
出头。一方面，等级标准的提高的确
会增加获取运动员等级证书的难度；
另一方面，体育单招的录取率在未来
可能会有所回升。

竞体司相关人士表示，按照《办
法》要求，《标准》会以4年为一个周期
进行调整，未来国家体育总局还会根
据实际情况继续进行动态调整，以符
合时代发展的需要。

（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

控量提质·重视大球·深化体教融合
——国家体育总局相关人士解读新修订的《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新华社记者 王镜宇

“翻看去年的照片，有时会觉得，
自己这一年沧桑了许多。”游泳名将
覃海洋笑着对记者说。

当试图回顾和总结2024年的收
获和成长时，他似乎还没想好恰当的
回答。巴黎奥运会上个人赛的挫败
与接力赛的救赎，短池赛季的荣誉与
失误，覃海洋的2024跌宕起伏。

“我可能需要更多时间沉淀，思
考自己在过去一年中的得失。”和往
常接受媒体采访时一样，覃海洋每说
一句话，似乎都需要思考片刻。

在世界泳联赛季收官之战短池

世锦赛上，他如愿以偿，戴上象征本
赛 季 短 池“ 大 满 贯 ”荣 誉 的“ 王
冠”——15日在布达佩斯多瑙河体
育馆，世锦赛最后一个比赛日，他在
男子50米蛙泳比赛中折桂，实现短
池世界杯和世锦赛该项目四连冠。

“戴上‘王冠’很开心，这对我的
比赛质量是很大的肯定，也会提升
我的信心，对接下来的训练也提供
了充足的动力，鼓励我继续做好细
节。”

决赛中，覃海洋在转身时（前25
米）还位列第四，后半程提速迅猛，

一跃成为冠军。在男子100米蛙泳
决赛中，他也是类似战术特征，尤其
最后 25 米的分段成绩明显高于其
他选手，最终以打破赛会纪录和亚
洲纪录的成绩摘金。

“这可能就是我的游法和特点
吧。我在（50米蛙）半决赛上游得不
是很满意，结束之后回去好好思考
了一番，决赛发挥出了自己的水
平。”

覃海洋喜欢观察其他队伍运动
员在预赛、半决赛以及决赛中分别采
用什么游法，在赛前热身时有哪些做

法值得借鉴和学习。
“参加世界比赛总可以学习到新的

东西，增长见识和经验。”覃海洋说，“短
池（50米蛙）大满贯对我来说也不一定
意味着很多。以后路还长，这是我通向
未来的其中一站。无论过程和结局如
何，我还是要坚持走下去。”

作为男子200米蛙泳的长池世界
纪录保持者，覃海洋时不时在这个项目
上“栽跟头”。东京奥运会上，他在预赛
中因犯规成绩被取消；巴黎奥运会上，
他在半决赛中并列第十，无缘决赛；今
年游泳世界杯新加坡站（短池），他在
200米蛙泳决赛中因犯规被取消成绩；
短池世锦赛上，他在该项目预赛中遭遇

“卡9”，无缘决赛……
“我对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有非常

充分的了解，说出来可能你不信，我感
觉现在拼200米挺困难的。”覃海洋说，

“不是说我不自信，而是的确感到体力
状况不好。不是像有人猜想的那样，故
意控制速度，放‘过’了、‘托大’了，不
是的，而是真的觉得尽力了。可能也不
是坏事，可以让我调整体力，聚焦50米
比赛。”

在多瑙河体育馆，覃海洋夺得100
米蛙泳金牌后，对着现场观众和直播镜
头高呼“拿下！拿下！”，尽情释放情
绪。摘得50米蛙泳金牌后，他则表现
得谦逊内敛。面对现场主持人的提问，
他用英语说：“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进
步，明年，新加坡（世锦赛）见！”

“其实不只是世锦赛，2025年还有
全运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可能会很
辛苦，过程会很艰难，要咬牙坚持。回
去从冬训开始，一点一点做扎实。”
他说。

（新华社布达佩斯12月16日电）

覃 海 洋 ：需 要 时 间 沉 淀 ，思 考 得 失
新华社记者 刘旸 陈浩

新华社长沙12月16日电（记者
谭畅）2024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
超级联赛第一阶段比赛 16 日在长
沙落幕，男团、女团各决出四支球队
晋级总决赛。

当天的焦点战是樊振东所在的
上海地产集团队对阵王楚钦领衔的
山东魏桥·向尚运动队，两人均出任
各自球队的第一单打。首盘双打比
赛中，周启豪/黄友政为山东队先拔
头筹。第二盘单打比赛由樊振东对
阵王楚钦，两人在比赛中均有领先
被追平的情况，但樊振东处理球更
为合理，以 3:1 胜出，将大比分扳
平。第三盘单打比赛，山东队黄友
政获胜，取得大比分 2:1 领先。之
后樊振东再度登场，以 3:0 战胜周
启豪，帮助上海队扳平大比分。决
胜盘，王楚钦直落三局击败赵钊彦，
山东队最终3:2险胜。

本场过后，山东魏桥·向尚运动

队排名男团积分榜第二，上海地产集
团队排名第四，双双晋级总决赛。

王楚钦赛后表示，樊振东在比赛节
奏、比分把控、关键分心理博弈等方面值
得学习，自己需要在这些方面不断突破，
团队每个人都很有战斗力，将在总决赛
全力以赴，为俱乐部取得更好成绩。

黄石基地·华新队当天连胜两场，
八连胜居男团榜首晋级。汕头明润队
6胜2负，名列积分榜第三晋级。

黄石基地·华新队主将林诗栋表
示，此前的目标是进前四，拿到第一名
算是惊喜，全队将团结一心打好总决
赛。当天上午，深圳大学队主将孙颖
莎继续休战，但球队仍以 3:0 完胜上
海龙腾队。晋级女团总决赛的前四名
球队为山东鲁能、深圳大学、上海龙
腾、黄石基地·华新队。

根据赛程安排，总决赛将于2024
年 12月 30日至 2025年 1月 1日在上
海举行。

乒超联赛决出八支球队
晋 级 总 决 赛

12月初，几场大雪过后，吉林省吉林市的大青山已覆盖
上厚厚的积雪，成为白色的世界。晨光熹微，半山腰的雪道
上，几名少年如游龙穿梭，留下交错的雪痕。

这是由中国与日本两国少年组成的滑雪队伍，他们分别
来自上海市徐汇青少年滑雪队与日本新潟县滑雪联盟。他
们中年龄最大的只有17岁，但不少人在上小学前就开始滑
雪，参加过许多专业组别的滑雪比赛。

今年冬天，两国少年在吉林万科松花湖滑雪度假区训
练，共同进行了大回转旗门、自由滑等多个科目的训练，还在
一起进行了滑雪技术的视频分析与交流。上海市徐汇青少
年滑雪队领队张欣云说：“共同的话题让两国青少年们很快
就聊在了一起，日本教练员的细心讲解让我们的队员很有收
获。”

11岁的上海女孩吴思桐今年刚刚参加完上海市青少年
体育俱乐部联赛冰雪比赛，训练期间她印象最深刻的是日本
伙伴们认真的训练态度。“他们很早就起床了，一直都在训
练。”吴思桐说。

17岁的日本女孩横尾安纪4岁时就被身为滑雪运动员
的父亲带上了雪道，7岁开始参加滑雪竞技，目前正在备战
12月底在北海道举行的国际雪联高山滑雪比赛。她说：“吉
林这边的雪质很好，雪道也很长，滑起来很过瘾。印象最深
刻的是中国的雪友们都很有礼貌，大家在缆车上都在跟我说

‘你好’。”
日本新潟县滑雪联盟教练横山良早在20年前就曾以运

动员身份来过中国训练。近几年，他数次率队来松花湖滑雪
场集训，见证了中日两国的冰雪运动交流。横山良说：“现在
中国和日本在滑雪方面的交流越来越多。在新潟县，常有不
少来自中国的滑雪爱好者。滑雪运动成为我们之间友谊的
纽带。”

中国和日本在滑雪运动交流方面有悠久的历史。1979
年底，出生于吉林省的滑雪运动员朴东锡、王桂珍曾前往日
本受训，备战1980年冬奥会。当时担任他们教练的河野博
明后来曾六次访问中国，推动日本滑雪界与中国滑雪界友好
交流。滑雪运动起步较早的日本如今也是中国滑雪爱好者
出境旅游的热门目的地。

近年来，中国冰雪产业快速发展。据统计，2023年全国
共有滑雪场地935个。在横山良看来，其中不少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万科松
花湖滑雪度假区正成为新潟县、长野县等多个日本地区滑雪联盟的常用训练
基地，同时也吸引着法国、加拿大等世界多地的滑雪爱好者。

滑雪场总经理张鹏浩介绍：“相较于日本的很多地区，吉林拥有更早的开
板时间与更长的雪季。再加上良好的酒店与餐饮条件，我们正成为许多日本
滑雪爱好者与运动队冬季滑雪的新选择。”

在线旅游平台携程提供的数据显示，自11月30日中国对日本等国实行免
签政策以来，中国热门滑雪目的地的日本旅客订单数量大幅增长。吉林省吉
林市、长春市的日本旅客订单同比增长267%、103%，分别为日本游客增幅最
快滑雪目的地榜单的第一名和第四名。

“美味的食物与舒适的居住环境，给我在中国的集训提供了很多便利。”15
岁的日本少年若井谦成正面临升学，他说：“等上高中后，希望再来中国滑雪。”

（新华社长春12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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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6 日，在 2024-2025 赛季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第 16 轮比赛中，国
际米兰队客场6比0战胜拉齐奥队。

图为当日，国际米兰队球员巴斯托尼（右）与拉齐奥队球员伊萨克森在
比赛中拼抢。 （新华社发）

意 甲 ：国 际 米 兰 胜 拉 齐 奥新华社洛杉矶12月16日电（记
者黄恒）2024中式八球残疾人世锦
赛15日在美国洛杉矶开幕，主办方
希望借助赛事进一步弘扬体育精
神，并助推台球项目进入奥运会和
残奥会。

本次比赛为期 6天，共有 31个

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赛，分为男子
轮椅、女子轮椅、男子站立和女子站
立四个组别。这是中式八球运动史
上首届残疾人世锦赛，被世界撞球
协会誉为“一项彰显包容精神和运
动卓越性的开创性赛事”。

本次比赛由来自中国的乔氏台

球集团赞助，创始人兼董事长乔元
栩在开幕式上表示，中式八球是一
项充满活力且具有包容性的全球
运动，本次赛事将以一种前所未有
的姿态，向全世界展示“博爱相通，
世界球同”的魅力。

“在这里，运动员们汇聚一堂，

公平竞技，用智慧和汗水，共同书写
关于勇气、坚持和爱的故事。”乔元
栩说。

台球运动包括 8 球、9 球、10 球
等多种形式，中式八球是其中一种，
结合了斯诺克和美式台球的器具，
使用 8 球比赛规则，近年来日渐风
靡。目前，世界撞球协会正积极致
力于推动台球运动进入奥运会和残
奥会。

首届中式八球残疾人世锦赛在洛杉矶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