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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体育老师原来是这样的

28岁的刘子新曾是一名公路自
行车运动员，退役后她尝试了不同
类型的工作。2023年，她作为领骑
员搭档一名残疾人运动员在杭州亚
残运会拿到金牌。运动员身份之
外，她还在一个自行车俱乐部担任
主教练，也准备尝试做自媒体。

这次来到成都，经过一个月的
实训后，她对体育老师的职业有了
全新的认识。

“这一个月体会校园生活，发现
跟想象中不一样。没当老师的时候
觉得老师就是上上课，很轻松。进
了校园才发现，当体育老师需要会
很多，不仅要会运动技能，而且要能
调动孩子们上体育课的积极性。老
师就像一个‘全能超人’，什么都要
会做。”刘子新说。

刘子新介绍，当运动员的时候
生活简单，穿着也比较随意，而在学
校需要为人师表，在仪容仪表、行为
举止等方面都要有为学生作榜样的
意识。

“当老师以后，回顾教练员、老
师们跟我们说的一些话，当时可能
没那么理解，现在真是理解了。”
她说。

对于当老师的成就感，来自江
苏的中长跑退役运动员周美军也感
同身受，“听到孩子们叫‘老师好’，
真的有种很满足的感觉。”

本次实训包含5天集中培训与
一个月的入校实训，培训采用“实
操+讲座+评测”的模式，在实训过

程中，运动员与骨干教师实施“一对
一”结对，深度参与课堂教学、教研
活动、体育特色队伍训练及赛事组
织，以此强化运动员教育素养与教
学能力。

在本次实训中担任导师的天府
中学体育教师邓情表示：“我感觉这
些运动员都很聪明，同时很刻苦，很
爱学习。到我们学校来的三名运动
员，来了不久就能帮我们做很多教
学方面的工作，平时大太阳天跟我
们一起搬器材，一起加班磨教案之
类的，总之都是很认真。”她说。

现代五项退役运动员李湃也
说，来到这次实训以后，对体育老师
看法有了改观，以前对这个职业的
认识比较片面，现在体会到了体育
老师其实非常忙，从带课、组织大课
间活动，包括升旗仪式的纪律管理
以及一些活动策划等等，都要由体
育老师来负责。从运动员到老师，
就是要完成从“自己会”到“让别人
会”的转变。

“之前不太擅长跟孩子们打交
道，熟悉了发现，孩子们很可爱。”李
湃说。

平台：拓宽退役运动员就
业渠道

“退役运动员入校实训”项目，
今年已经是第二届了。该项目由国
家体育总局人事司指导，体育总局
体育基金管理中心、中华全国体育
基金会主办，四川天府新区教育和
卫生健康局承办，四川天府新区教
师共享中心、四川天府新区教育学

会执行，旨在帮助退役运动员顺利
转型学校体育教师、教练员，增强学
校体育专业师资队伍。

实训既给运动员们带来了宝贵
的经历，同时也带来了就业的机
会。在结训仪式现场，4名退役运动
员与四川天府新区体育教师共享中
心用人单位成功签约“共享体育教
师”，开启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新
篇章。

国家体育总局人事司副司长刘
立强说：“运动员是国家的宝贵财
富，是我们宝贵的人才资源。组织
运动员入校实训，对于进一步落实
国家体育总局、中央编办、教育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的
《关于在学校设置教练员岗位的实
施意见》文件精神，促进运动员将体
育技能优势转化为教育教学能力，
为运动员走进体育课堂增强信心和
技能储备，推动退役运动员转型发
展就业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退役运动员进校园方面，天
府新区有着自己的实践。该区在
2021年7月成立了体育教师共享中
心，借助这一平台，大量退役运动员
人才资源得到有效盘活，不仅帮助
运动员在退役后实现转型，而且改
善和丰富了中小学的体育教学
工作。

四川天府新区教育和卫生健康
局副局长陈颀介绍，天府新区近年
来推动共享教育改革，允许符合条
件的退役运动员“先入驻、再培训、
后上岗”，经过规范培训，承担学校
共享教练员工作，拓宽了运动员职
业转型路径。与此同时，该区建立
了共享师资的“动态评估+监管保
障”机制，将学生体质提升、教学满
意度等纳入考核，与薪酬、评优挂
钩，激励成长，实现退役运动员从

“赛场冠军”到“校园名师”的转型，
数十名退役运动员在共享中心稳定
就业，部分成长为教研骨干。

难点：双向奔赴，期待更宽
的路

“国家体育总局2025年退役运

动员入校实训”项目总导师肖遥把
退役运动员入校实训形容为一场

“双向奔赴”，她说：“我们都有共同
的运动员的经历，也都怀揣着对体
育事业的热爱。那么这份共同的底
色让我们在教与学之间自然有了更
多的理解与默契。”

然而，从运动员向教师的转型，
过程中也有诸多难点。

陈颀表示，从目前的实践来看，
主要难点有四个：一是政策支持还
有待深化，教师资格认证、职称评定
等政策与运动员职业转型需求存在
断层；二是能力转型挑战大，由于传
统培训体系针对性不足，运动员在
教育理论、课堂管理及德育融合能
力等方面存在短板；三是资源统筹
需加强，体教部门协同机制需要进
一步加强，学校需求与运动员专业
分布存在结构性矛盾；四是社会认
知偏差依然存在，部分家长对运动
员任教缺乏信任，个别学校对运动
员的“育人价值”认知不足，过度聚
焦技能传授而忽视体育精神育人
功能。

作为人才的需求方，天府中学
副校长梁昌健表示，目前的中学对
体育老师的需求其实主要并不在

“高精尖”，而是要以学生们的实际
需求为出发点。他说：“当中学体育
老师，需要的能力跟他们当运动员
时可能并不相同。中学的教师需要
了解教育学、心理学，这样才能了解
学生、了解课程，这也是退役运动员
们急需学习的一个点。”

刘立强表示，在运动员职业转
型方面，近年来已经出台了很多政
策，目前的重点是提升运动员的综
合能力。他说：“过程当中会有很多
的困难，但是总体上、大方向是在往
前走的，这一点我们还是很有信
心。体教融合是未来的一个大方
向，但同时我们要因人而异，不是非
得说所有运动员都要转型成体育教
师，关键还是要根据运动员自身特
点，开辟多元化的渠道，让他们把各
自特长发挥出来。”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从 体 坛 到 讲 坛
——入校实训项目为退役运动员转型探索新路

新华社记者 林德韧 陈地

“协防补位”“保持阵型”……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
自治旗（以下简称“莫旗”）兴仁中学的曲棍球场上，少年们
正忘情奔跑、挥杆如风。主力队员李佳俊一记精准长传
后，如离弦之箭般迅速前插，汗水浸透球衣，脸上写满自信
与专注。这个眼神锐利的少年，与几年前初入球队时的内
向模样，已判若两人。

这里，是闻名遐迩的中国“曲棍球之乡”。那根承载着
达斡尔族古老“贝阔”（曲棍球）文化的球杆，不仅搅动了校
园的青春热血，更悄然为无数像李佳俊这样的“草原娃”，
推开了一扇通往广阔天地的梦想之窗。

“孩子们的变化，实实在在看得见，更阳光、更自信
了。”兴仁中学体卫艺办公室主任于海博站在场边，目光跟
随着奔跑的身影，由衷感叹。日复一日的训练，磨砺着他
们的筋骨，更锻造着坚韧的意志；一场场激烈的比赛，锤炼
着他们的抗压能力，也深植下团队协作的种子。

莫旗将曲棍球深深融入教育的血脉——体育课上，它
是必修项目；社团活动中，它是兴趣焦点；各学校的专业校
队，更是少年们挥洒汗水、追逐荣誉的舞台。曲棍球文化，
早已浸润校园的日常。

“曲棍球的意义，远不止一项运动技能。”莫旗教育局
（体育局）副局长苗春英道出了更深层的价值，“它给了孩
子们一个热爱、一个释放的出口、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

如今，莫旗这片沃土上，79支青少年曲棍球队蓬勃生
长——41支男队、38支女队，1120多名注册小球员的身影
活跃在从幼儿园到高中的40所学校里。曲棍球，实实在
在拓宽了草原孩子的成长路径，也构筑起国家曲棍球运动
坚实的人才“摇篮”。

这份耕耘，结出了累累硕果。莫旗的青少年男、女曲
棍球队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赛场上所向披靡，冠军奖杯是荣
誉室里不变的风景。自2018年起，49名莫旗青年披上了
内蒙古男子曲棍球队的战袍，更有两人入选国家队，五人
进入国家软式曲棍球队。更令人欣喜的是，那根灵动的球
杆，也为“草原娃”敲开了高等学府的大门——凭借出色的
运动成绩和综合素质，多名队员走进了北京体育大学、沈
阳体育学院等梦想殿堂。

梦想的起飞，离不开坚实的跑道。如今在莫旗，6块标准
11人制室外场地、1块11人制室内场、1块6人制室内场，以
及10块专业训练场，共同编织起完善的训练竞赛体系。

“有这么好的条件和装备，孩子们练得更起劲，安全有
保障，进步自然更快！”一位基层教练望着在崭新场地上飞
奔的孩子们，脸上满是欣慰。这份蓬勃，也凝聚着社会的
温度——众多爱心企业、公益组织与热心人士，正通过捐
赠设备等方式，为孩子们的追梦之路添砖加瓦。

“‘贝阔’，是我们达斡尔族的瑰宝，传承的担子不能丢。”前国家队队员
孟军的话语朴实而坚定。他俯身指导着新一代队员，将精湛技艺和民族体
育精神薪火相传。更动人的传承图景，在每年暑假上演。那些从全国各地
高校归来的莫旗籍曲棍球学子，身影总会出现在母校的球场上，他们自发组
织做志愿者教练，将大学里汲取的新理念、新战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弟
学妹们。

小小的球杆，在莫旗少年们手中挥舞，划出的不仅是竞技的弧线，更是
改写人生的轨迹，推开未来无限可能的希望之窗。

（新华社呼和浩特6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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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安 6月 18日电（记者
姚友明）18 日，中国队“双塔”张子
宇、韩旭均交出“两双”答卷，帮助中
国女篮在热身赛中 101:92 战胜日
本队。赛后中国队主教练宫鲁鸣
说，他给女篮姑娘们的表现打8分。

去年6月，两队曾在西安两度交
手，中国队均负于日本队。李缘赛
前接受采访时说，虽然日本队并未
派出全部主力参赛，但中国女篮将
全力以赴打好每场热身赛，检验此
前的训练成果。

首节比赛，张子宇替补登场后
带领中国队打出 8:2 的得分潮，一

度领先对手6分。不过日本队星杏
璃连续命中两记三分球，扳成 23:
23。随后潘臻琦两罚中一，日本队
快速反击反超比分。首节结束前，
王佳琦抢断成功并上篮得分，中国
队26:25领先。

第二节比赛中，中国队利用张
子宇绝对的身高优势，在篮下连续
强攻得手，一度握有 9 分领先优
势。日本队利用三分球和快攻与
中国队周旋，半场结束时追至 44:
49。中国队第三节内外线同时开
花，很快把领先优势扩大到两位
数 。 日 本 队 三 节 过 后 以 69:79

落后。
末节日本队体能下降，三分球

也失去准星，中国队则在杨舒予和
张子宇的带领下再度打出9:2的得
分潮。虽然日本队随后投篮命中率
有所提升，但为时已晚。最终，中国
队101:92战胜对手。

全场比赛，张子宇砍下18分并
收获10个篮板球，韩旭同样贡献18
分，抢下11个篮板球。杨舒予也有
17分进账。日本队方面，川井麻衣
拿到全队最高的13分。

“我们贯彻了教练的意图，不过
如大家所见，还是有很多的问题，让

对手投了很多的三分球。”杨舒予赛
后总结说。

宫鲁鸣表示：“日本队是一支有
非常突出特点的球队，速度快、外
围准、球员能够大范围不停移动，
其实这原来 是 我 们中国队的风
格。今天比赛，我们在进攻上坚持
以我为主、以内为主、内外结合的
方针，发挥了我们身高、力量的优
势。今天防守端对对方外线控制
不够好，针对这一问题，我们下场
会做出调整。”

20日，中国队将坐镇安徽合肥，
与日本队再进行一场热身赛。

“双塔”闪光 中国女篮热身赛击败日本队

新华社香港 6月 18日电（记者
王子江、刘欢）中国女排 18日在世
界女排联赛香港站比赛中以3:1击
败捷克队，取得本队首场比赛的
胜利。

中国队主帅赵勇当天派出的首
发阵容由队长龚翔宇压阵，吴梦洁
和庄宇珊搭档主攻，王媛媛和20岁
的万梓玥搭档副攻，此前在北京站
比赛中发挥出色的 16 岁小将张籽
萱继续承担二传重任。

首局比赛中国队开局落后，龚
翔宇拦网得分将比分扳成 7:7 后，
中国队一直领先。捷克队紧咬比
分，在利用中国队触网失误扳成22:
22 后，以 24:23 拿到局点。中国队
顽强反击，龚翔宇、吴梦洁和庄宇珊
接连得分，终于以 29:27 拿下首局
胜利。

第二局中国队仍然在开局不利
的情况下取得领先，捷克队将比分
追成19:19后，以25:23扳回一城。

面对捷克队的攻势，中国队主
教练赵勇提醒队员放开进攻，“不能
保守”。果然，中国队气势上压倒对
手，以25:15拿下第三局。

第四局两队比分再次陷入胶
着，中国队在 15:11 领先时被对手
追成 16:17。关键时刻王奥芊、吴
梦洁和王媛媛先后得分，中国队再
次拉开比分，以 25:22 取胜，从而
以 3:1 的总比分取得本站“开门
红”。

吴梦洁拿下全场最高的25分，
庄宇珊拿下 21 分，王媛媛进账 15
分，龚翔宇得到11分。

王媛媛赛后说，尽管对手在拦
防上给中国队制造了很多困难，但
中国队还是打出了“比较高的水
平”，“全队上下坚定地冲击对手，终
于拿下了比赛胜利”。

这是中国女排第一次在最新启
用的启德体艺馆比赛。王媛媛说：

“我们当然对红馆（红磡体育馆）比
较熟悉，但启德也很舒服。我们只
进行了两次适应性训练，比赛起来
已经适应得很好了。”

中国队19日将与保加利亚队交
锋。当天其他比赛中，日本女排在
0:2落后的情况下连扳三局战胜了
泰国队，意大利队以 3:1 战胜保加
利亚队。

世 界 女 排 联 赛 香 港 站

中 国 队 首 战 力 克 捷 克 队

新华社北京 6 月 18 日电 在
2025年奥林匹克日将要到来之际，
国际奥委会延续了其从 2023 年开
始提出的倡议——“动就一起？动
就一起！”，希望激励并支持人们多
参加体育锻炼。

从1948年起，国际奥委会将每
年的6月 23日定为奥林匹克日，旨
在纪念 1894 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
会的诞生。

国际奥委会表示，今年的奥林
匹克日鼓励每个人邀请他人一起
动起来。“无论是朋友、邻居、队友，
还是刚认识的新朋友，每一次邀请
都能带来改变。参与集体体育锻
炼能帮助人们开启并坚持运动，通
过共享目标、彼此激励与趣味互
动，运动的意义早已超越‘动起来’
本身，它更是与他人共度时光、建
立联结、凝聚社群的契机，既能催

生归属感、对抗孤独，也能守护心
理健康。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体
育即欢乐，体育让人们相聚。体育
锻炼是低成本、高效益的工具，能塑
造健康体魄、强健心智，让社群更具
凝聚力。我们邀请世界各地的人们
体验运动的乐趣，在奥林匹克日带
上朋友一起运动，并将这份热情传
递下去。”

国际奥委会候任主席考文垂
说：“体育中最具力量的时刻，往往
发生在赛场之外。当队友在你不想
训练的日子陪伴左右，当你们携手
追逐目标——正是在共同奋斗、彼
此支持中，运动的真谛得以彰显。”

为庆祝今年的奥林匹克日，预
计超 150 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国
际体育联合会与奥运会组委会将参
与其中。

2025年奥林匹克日：

动就一起？动就一起！

退役，是运动员职业生涯的重要节点。退役后，运动员们
面临着转型，在新的岗位和角色上开启职业生涯的“下半场”。

日前，“国家体育总局 2025 年退役运动员入校实训”项目
在四川成都天府新区举行了结训仪式。在一个月的时间里，
来自全国各地的 23 名退役运动员深入校园实训，以体育老师
的身份参与教学工作，在与学生们的交流中获得了各自的收
获，也为未来的职业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6 月 19 日，2025
年第 12 届世界运动
会（成 都 世 运 会）
奖 牌“ 竹 光 ”正 式
亮相。“竹光”奖牌
整 体 呈 现 大 熊 猫

“ 蜀 宝 ”造 型 。 奖
牌 正 面 ，国 际 世 运
协 会 会 徽 居 中 醒
目 ，赛 事 中 英 文 名
称 环 绕 呼 应 ，并 巧
妙融入太阳神鸟纹
饰 ，与 暗 合 城 市 轮
廓 流 动 凹 凸 线 条 ，
在底部营造出层层
光芒；奖牌背面，成
都世运会会徽居于
中心，设计灵感源于
象征高洁与坚韧的
中国竹文化——竹
节与竹叶造型。

这是成都世运
会金牌效果图。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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