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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区体育局

对区政协十五届一次会议

第 055 号提案的答复

办理结果：采纳或解决 签发人：程遐梁

薛来民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以体教融合为抓手，完善青少年体育公

共服务体系，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议”的

提案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贯彻落实《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

意见》（体发〔2020〕1 号）、《关于加强新时代体教融合

和学校体育工作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沪委

办发〔2021〕27 号）等文件精神，以“资源共享、特色共建、

责任共担、人才共育、成果共享”为理念，充分利用体育、

教育优势资源，深入推进体教融合发展，努力提升中小学生

身体素质，促进长宁体育高水平人才的培养。助力打造长宁

更具竞争力的开放之城、更富创造力的智慧之城、更有吸引

力的宜居之城、更强凝聚力的人民之城，加快建设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国际精品城区，全区人民享有更加美好的生活。

一、统一思想，提高站位，加强顶层设计

充分发挥区体教结合联席会议办公室的组织、协调作

用，加强区内青少年体育工作的统筹协调和指导，协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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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工作的落实。长宁是全市最早开展实施体教结合的区之

一，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区体育和教育部门的共同努

力下，通过定期开展工作例会，研究制订、部署和协调本区

青少年体育工作，区体教结合工作一直保持有序开展。随着

国家进一步提出体教融合，也对青少年体育工作提出了新要

求。要从根本上促进体教融合的发展，不仅仅是把体育和教

育的资源简单相加，而是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转变理念、提

高认识，才能聚焦重点，形成合力，真正的将“结合”转变

为“融合”，产生 1＋1＞2 的效果。

二、融合体育资源，完善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普

及提升青少年运动能力

区体教结合联席会议办公室、少体校、有关学校、社会

办训单位等多方协作，通过努力构建“普及、提高、专业”

三级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体系。

（一）发挥体育部门赛事组织的优势

根据今年的区级赛事总体安排，完善班级——学校——

区——市学生赛事体系，2022 年拟举办的区学生阳光体育大

联赛暨长宁区“青春杯”、“希望杯”中小学生运动会共计

45 场，比赛项目上在原有足球、篮球、排球、田径等项目的

基础上，对标市青少年高水平体育竞赛和学生普及型联赛等

市级赛事体系，增加了广播操、跳踢拍、三人篮球等项目，

达到了 24 项，继续在赛事组织、安全保卫、医疗保障、宣

传氛围和服务保障等方面锻炼和提升。

同时，拟继续举办“海棠杯”和“延安杯”桥牌赛、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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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爱心暑托班体育课、“奔跑吧少年”青少年体育季活动、

庆“六一”活动等赛事、活动，提升中小学生身体素质与运

动能力，普及传承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

（二）发挥体育部门教练员的优势

一方面，通过向社会购买体育服务的方式，为中小学校

提供专业的体育课程配送。今年，区体育局已为延安实验初

中、北二小学、古北路小学等 8 所中小学配送了武术、五子

棋、跆拳道等 7 个项目的体育课程，预计将有 2.5 万人次的

中小学生参与体验各项课程。

另一方面，积极鼓励和倡导教练员进校园，利用教练员

专业性强的特点，与学校体育教师共同带训，提供更多的专

项指导，帮助学校普及体育项目，发展体育特色。2021 年，

经机构调整合并，现长宁区少体校目前实有教练员 65 人，

其中高级教练员 14 人、中级教练员 33 人、初级教练员 18

人。目前已有 48 名教练进入了延安中学、建青实验学校、

天山中学等 17 所中小学校，利用拓展课或是课余时间，开

展体育训练指导，涉及田径、手球、射箭等 17 个项目。抓

好“双减”契机，主动服务学校，发挥专业优势，加强对学

校体育专业化指导，促进学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推动学校

体育水平的提高。对于教练员进入学校兼职体育老师，缓解

学校体育老师短缺的问题，目前由于政策缺失，缺乏相应激

励机制。

（三）发挥体育部门体育场地设施的优势

多年来，区体育局下属公共体育场馆一直坚持向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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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免费或优惠开放，优先满足中小学生校外健身需求，公共

体育场馆多年来免费或优惠向全区青少年开放体育场馆设

施，全年参与游泳学会班、网球进校园课程等人数近千人。

自 07 年起，体教两家每年在公共游泳馆为全区 26 所小学近

五千名四年级学生开设游泳课。未来，随着长宁国际体操中

心、娄山关路 445 弄综合项目的陆续落成，将有更多的公共

体育设施可供区中小学生进行体育锻炼。

三、融合教育资源，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

促进高水平体育人才的培养

多年来，我区始终坚持“输送第一”的指导方针，以少

体校为主导,形成以游泳国家高水平后备人才基地为龙头,

以游泳、射击、手球、垒球四个项目的区、学校办二线为重

点，形成少体校、体教融合办训学校、社会力量三轮驱动的

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

（一）发挥教育部门学校场地的优势

由于区属公共体育场地资源有限，特别是长宁国际体操

中心实施重建后，真正属于区体育部门可供训练的场地仅有

长宁温水游泳池（游泳项目）、长宁网球场（网球项目）以

及长宁少体校（重竞技、体操等项目）、长宁军体校（射击

项目）四处，甚至连一块属于自己的田径场都没有。如田径

项目，区田径队甚至一度在苏州河畔的健身步道上训练，训

练效果和训练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如足球项目，今年我区

将有 6 支足球队伍参加市运会，区体育局没有足球场，学校

可供训练的标准足球场也不足；如排球项目，没有专门的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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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训练场地，而正式比赛都是在室内馆举行。其他项目的训

练使用场地也有不充分或保障条件有欠缺的问题。我区目前

共开展项目 39 个，其中奥全运项目 32 个（除海模、棋牌），

注册运动员人数达 2315 人，现有场地资源无法承载区里数

千名业余训练运动员的日常训练，大量项目的训练需要依托

学校场地，填补长宁业余训练场地不足的劣势。

2020 年起，区体育局与延安中学签订了合作办训协议，

以田径、游泳、羽毛球、网球为合作项目，借助延安中学的

优质场地资源，开展业余训练，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此外姚

连生中学、天山中学、娄山中学等学校也为区业余训练提供

羽毛球馆、田径场等场地支持。但还有一些问题有待细化解

决：每年暑期都有不少学校有大修安排，训练场地也无法使

用；新冠肺炎疫情下，学校严格执行封闭化管理，未能实施

分类化管控，教练员和外校学生运动员无法入校训练；双减

后课后延时服务和业余训练的时间冲突导致无法正常训练

等。

根据体育场地普查结果，十三五期末，长宁区学校体育

场地面积为教育行业体育场地面积总共 321976 ㎡，326 片场

地，其中高教系统体育场地 26 片（工程技术大学、东华大

学和华东政法大学），场地面积 50644 平方米，普教系统（含

外籍学校和职校）300 片，体育场地面积 271332 ㎡，尚有许

多学校体育场地资源可供发掘和利用。下一步，在体育和教

育部门的共同协调沟通下，将继续打通渠道，促进越来越多

的学校场地资源向区业余训练开放，实现资源共享，成果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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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

（二）发挥教育部门学校管理的职能

据统计，区教育局所属学校有 50 所（不包括特殊学校），

在校中小学生约 4 万，每年中考人数 2000 人左右（全市最

少），在学生和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更应打通选材、升

学渠道，完善激励机制，才能确保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的持

续培养。

以本次学校体育“一条龙”人才培养体系项目布局为契

机，建立健全优秀体育苗子早期发现和培养机制，鼓励和支

持体育系统教练员进校园选拔苗子。对于优秀运动员苗子，

在学籍管理上给予政策支撑：如对于输送二线的运动员，尽

可能为其保留学籍，保证其顺利毕业、升学；对于运动成绩

突出的运动员，在升学方面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建立从小

学到高中学段的有效衔接。将体教融合工作实施情况纳入校

长考核体系，对于工作突出的学校给予表彰和奖励。

上海市长宁区体育局

2022 年 7 月 1 日

联系人姓名：张婷婷 苏玉菁 联系电话：22051204

联系地址：长宁路 599 号 邮政编码：20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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