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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体育

□本报记者 宋云杰

第一届学青会游泳项目比赛（公开组）11月 4日收

官，河北有来自河北泰华锦业游泳俱乐部的 8名运动

员参赛，取得 3金 4银 4铜及 10个四至八名的优异成

绩，再次展现出河北游泳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这是河

北省体育局高瞻远瞩实施开门办体育与社会力量联办

省优秀运动队的必然结果，也是泰华锦业游泳俱乐部

推动实施体教融合不断走深走实所带来的突出成效。

“引进来”让运动员丰富知识

要想更多青少年参加游泳训练，必须解决的一个

难题就是文化教育。因此，俱乐部以解决运动员文化教

育难题为初衷，积极引入衡水市优质教育资源，保证运

动员系统训练的同时，又能使其接受实质性文化教育。

针对不同阶段、不同特点的运动员，俱乐部采取了两种

方式落实文化教育工作。一是对于集训、试训苗子与专

业队适龄运动员，俱乐部设立文化课班，聘请具备专业

资质的教师，常态化开展文化课教学，使其能不间断地

接受文化教育，为其文化修养的形成奠定坚实基础；二

是与衡水泰华中学合作开设游泳特长班，使未能进入

专业队的运动员仍能通过体育单招或高水平运动队考

试进入高等院校，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其中，俱乐部开设的文化课共有五、六、七、八 4个

年级，聘请具备专业资质的教师开展教学，定期组织随

堂测验、月考等考试，并实行量化考核等方法评选优秀

学生予以适当奖励，激发孩子们学习文化知识的积极

性。

同时，俱乐部每周组织运动员们分享读书心得，在

运动员中形成“好读书、读好书”的良好氛围；丰富运动

员的学习生活，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安全教育、心理健

康教育、亲情教育等，为其长足发展注入了强大精神力

量。

俱乐部满满的“书香环境”，让孩子们在徜徉泳池

之余，也能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

“在这里集训并没有让我落下文化课学习，能跟学

校的同学保持一致。平时白天训练、晚上上课，我觉得

过得很充实，而且随着知识的增长，我能更好地理解教

练的训练计划和指导了。”邯郸市输送的 12岁集训苗

子杨昕曈已经在俱乐部训练了 3年多，同时在这里完

成了三年级到六年级的学业。“老师还会定期组织读书

活动和班会，每次参加这些活动都感觉很开心，也能收

获很多知识，我已经读了不少课外书了，学会了很多道

理，给了我努力坚持训练的动力。我也很喜欢这里的老

师，每次上课都会主动回答老师问题，我还拿了很多奖

状。”杨昕曈在今年 5月河北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上达

到了国家一级运动员水平。

目前，俱乐部基本实现了适龄运动员能够正常接

受文化教育，并通过与教练、家长及时交流促进了学

训、家校联动，为运动员的文化学习提供了强有力的外

部保障。俱乐部仍在不断完善文化教育管理方法，努力

化解长期存在的学训矛盾，始终致力于培养全面型游

泳人才，为其长远发展保驾护航。

另外，为深化实施体教融合政策，推动后备人才队

伍建设，俱乐部与泰华中学联合成立游泳特长班，双方

共同发力，促进体育和教育互融互通，使特长生们既能

长期训练提升水平，又能系统接受文化教育。今年，已

经就读天津大学的 2023届游泳特长毕业生郝叙淙就

是这一措施的实际受益者。“我很感谢我的教练，让我

的游泳水平有了很大提升。俱乐部给我们提供了文化

学习的环境，能让我们专心准备体育单招和高考，能够

考入天津大学的关键就是文化课成绩比较高。”

“俱乐部在保障河北省游泳队备战训练的同时，还

承担着后备人才培养的任务，文化教育是人才培养工

作的重要内容。”俱乐部总经理康靖说，“运动员文化教

育难题是长期、普遍存在的，我们在不断探索直接有效

的解决方式。引入衡水市教育资源后，大部分运动员都

能正常接受文化教育了，我们希望能培养出更多高水

平的学训双优运动员，既能壮大河北游泳人才队伍，又

能让孩子们有更多的发展选择。”

“走出去”让青少年健康成长

游泳不仅是一项竞技体育项目，更是一项“安全技

能”。深知这一点的俱乐部近年来积极“走出去”来到校

园，开展游泳普训活动，并开放训练场馆、提供师资团

队、设计训练方案，让学生们能在课后时间学习游泳防

溺水技能、畅享游泳乐趣。目的是普及游泳防溺水知

识，减少儿童溺水事故的发生，扩大群众游泳基础，增

强青少年健康体质，挖掘选拔游泳苗子，扩充后备人才

队伍。目前，俱乐部已经与衡水市滨湖新区第一小学、

衡水泰华中学合作开展了游泳普训活动，活动共覆盖

了近 3000名学生。

其中，滨湖新区第一小学普训工作自今年三月正

式启动，面向 2-6年级学生。为提升训练效果，每一期

培训只有一个年级、分为男女两队、为期 15天。在每天

90分钟的课程中，教练们详细讲解蛙泳知识技巧、手把

手纠正水下动作，孩子们学起来非常认真，经常踊跃提

问、主动演示，表现出了对游泳的浓厚兴趣。结课时，每

一名学生都掌握了蛙泳的基础技巧，能独立游下 25

米，有意愿长期练习游泳且具有较大潜力的孩子被选

拔到了衡水市游泳队进行系统提升。

“以前，衡水市游泳队运动员较少，挖掘苗子的途

径也比较单一。”衡水市游泳队教练任昊说，“普训活动

开展之后，我们把 10余名有潜力的苗子选拔到了队

中，孩子们在课堂上都非常积极，看得出来都很喜欢游

泳，进步也很快。”

已经在衡水市游泳队训练了一段时期的 10岁小

姑娘杨可瑶说：“我在普训之前没有接触过游泳，普训

结束时就可以游下 25米蛙泳了，现在能完全执行教练

的训练计划了。当时是衡水市队的任教练问我想不想

到队里系统学习，我觉得游泳很好玩儿，想继续练习，

爸爸妈妈很支持我，以后可能会一直游下去。跟我一起

进队的还有好几个同学，大家游得很开心。”

在衡水泰华中学，为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健康发

展，将游泳课列为素质教育重点课程，俱乐部以游泳普

训的形式为其提供了场馆资源、师资团队、课程建设等

方面的支持。 泰华中学普训面向高一年级学生，共计

1500余人。很多学生表示，在学习游泳过程中感受到了

很多乐趣，也体会到了游泳对生存和健康的重要意义，

以后会把它当作运动健身的首选。

游泳普训不仅能让孩子们掌握防溺水安全知识，

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提升校园安全系数，还能够培养

他们长期游泳健身的好习惯，增强其健康体质，实现

“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初衷，也能增强后

备人才储备力量，壮大河北游泳人才队伍。因此，依托

游泳普训落实体教融合政策措施，在实现青少年健康

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体育和教育实现互惠共赢。

“引进来”百炼成钢 “走出去”大展辉煌
河北游泳体教融合工作亮点多，蓬勃发展势头良好

■小队员在刻苦训练。 俱乐部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