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料照片

当下， 出于强

身健体 、 锻炼意

志、 体育中考等原
因， 越来越多学生

正将更多课余及假
期时间用于校外体

育培训。 这是有助

于孩子全面发展的
好事 ， 也是 “双

减 ” 成果的体现 。

不过记者多地走访

发现， 体育类培训
班爆火背后， 也存

在培训师资良莠不
齐、 培训课程随意

任性等乱象。 青少

年体育培训行业如
何从 “野蛮生长 ”

走向高质量发展 ，

是当前亟须探讨的

课题。

家住辽宁省海城市的郭先生每周除周三

外， 每天晚上 5点半到 8点都会带两个上初

中的孩子到金鸿体育馆参加篮球培训。 看着

孩子在场上跑得满头大汗， 即使时有磕碰，

郭先生还是觉得这个培训班报得值。

郭先生告诉记者， 篮球培训能增强体

质、 锻炼意志， 同时掌握一项爱好和技能，

让未来多一条出路， “参训后， 孩子明显变

得勇敢了， 性格也变得豁达， 近视也得到了

控制”。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家长重视、 青睐体

育运动。 半月谈记者对沈阳一所小学学生家

长随机采访了解到， 他们基本都带孩子在校

外参加一项或多项体育培训， 学得较多的有

篮球、 羽毛球、 游泳、 乒乓球、 冰球、 滑

雪、 击剑等， 一节课的价格大多在 100 元左

右。

业内人士认为， 家长们日益重视体育培

训， 一方面是受社会大环境影响， 另一方面

是由于“双减” 及体育中考改革等政策发挥

了导向作用。 河北石家庄新目标动作教育中

心负责人杨硕说， 体育中考改革是体育类培

训机构发展的重大利好， 2022 年中心中考

体育培训人数比 2021年增加了 20%。

2023 年元旦前夕， 教育部等 13 部门发

布 《关于规范面向中小学生的非学科类校外

培训的意见》， 重点对面向中小学生 （含 3-

6 岁学龄前儿童） 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资质

不全、 培训行为不规范、 培训质量良莠不齐

等问题进行规范。 而早在该意见发布之前，

北京、 辽宁、 海南等多地已出台了体育艺术

类培训机构的开办标准及其他相关规范措

施。

不过记者走访发现， 市场上体育类培训

班场地不固定、 师资不专业、 质量参差不齐

的情况依然较为普遍， 特别是培训内容和教

学方式缺乏行业标准， 让不少家长感到担

忧。

当前， 一些培训机构没有场地， 存在安

全隐患。 石家庄一名初中学生的家长告诉半

月谈记者， 她曾根据校门口传单给孩子报了

一个体育辅导班， 该辅导班利用公园场地授

课， 老师时常因场地问题与前来锻炼的市民

交涉。 还有部分健身俱乐部将儿童体适能训

练区与成人健身区混在一起， 安全隐患较

大。

有的培训机构是“草台班子”， 师资专

业性差。 一家体育培训机构工作人员透露，

公司聘请的专业从业人员较少， 大多数专职

人员都是通过公司内部培训而来。 一名健身

教练称， 他们的教学知识来源于俱乐部培

训， 训练方式是否符合青少年身体特征， 他

们自己心里也没数。

部分体育项目培训缺乏行业标准， 教学

不规范。 家长们对一些体育项目适合从几岁

开始学习等情况并不了解， 很容易被机构销

售洗脑。 小学生家长张媛说， 孩子的篮球课

教学进展缓慢， 一个简单动作要拆解成几节

课教。 “我多次向教练询问教学计划， 都没

有得到明确答复， 总说因人而异， 取决于孩

子自己。”

少数培训机构存在注册不规范问题。 有

机构以服务咨询类企业在工商部门注册， 逃

避教育等主管部门的监管； 还有学校体育老

师不注册机构， 自行组织培训； 也有机构跑

路或转包， 家长维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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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体育培训不能“野蛮生长”
各级部门合力促进行业走向高质量发展

多部门强化监督

行业乱象依然存在

政策利好影响大环境

体育类培训班走俏

（来源： 半月谈、 北京日报）

受访业内人士认为， 要正视市场需求和

体育培训的积极作用， 在各级各部门严格监

管之外， 应采取更多措施， 引导校外体育培

训机构健康良性发展， 促进其平衡好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在课程质量方面， 应尽快研发青少年体

育项目培训标准及教学规范。 杨硕认为， 多

年来， 国内只有针对竞技体育的运动员技术

等级标准， 青少年体育教育培训缺乏清晰的

行业标准， 建议允许、 鼓励部分头部培训机

构与科研机构、 学校一道， 开展体育项目培

训标准研究及推广。 另外， 培训机构可以建

立完善的青少年运动处方库， 做到不同性

别、 年龄、 个体特征都有相应的“运动处

方”， 开展针对性教学训练。

在场馆场地方面， 建议各地积极推进将

老旧闲置厂房等改建为体育综合运动场， 盘

活沉睡资源， 提高公共体育场馆的使用率，

减少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的场馆成本。

在师资素质方面， 可积极吸纳退役运动

员、 优秀教练员加入体育培训机构， 提升青

少年体育培训质量。 在健全体育培训行业准

入制度的同时， 还应构建多元协同的监管体

系， 明确政府、 行业协会、 第三方机构及家

长、 学生等主体责任， 促进校外体育培训行

业健康有序发展。

此外， 应促进社会体育与学校体育的融

合发展， 让高质量的体育类培训机构深度参

与校园体育教学计划， 让专业的体育类教育

成为校园体育教育的有力补充。 各地方学

校、 体校、 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也应积极探索

尝试在人力、 资金、 场馆以及教学资源上与

学校进行多方面的融合发展。

体育培训良性发展

还需多方融合发展

在一系列利好政策推动下， 各种体育

培训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然而在这一新

兴市场中， 场地不固定、 师资不专业、 标

准不统一、 质量参差不齐等情况十分普

遍， 亟待监管发力， 规范市场秩序。

孩子们在运动中锻炼强壮的体魄， 习

得坚强的意志， 无疑是课堂知识教学以外

的有益补充。 近年来， 随着 “与其在家看

电视刷手机不如去户外锻炼身体” 成为共

识， 体育教育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 近年

来 ， 全国艺术、 体育培训类主体新增了

3.3 万余家， 预计到 2023 年， 我国少儿体

育培训市场规模将超 1300 亿元， 成为一

片超级 “蓝海 ” 。 但与飞速发展同步 ，

“乱” 也成了当前体育培训行业的突出问

题。

放眼当下体育培训市场， 有的培训班

教师来路不明， 所谓的退役运动员往往只

在第一节课露个脸； 有的培训课程漫天要

价还捆绑预付卡， “跑路” 现象时有出

现 ； 还有很多连场地都没有的 “野生机

构” “野生教练”， 在居民小区、 公园中

以 “攒班” 等形式开展 “游击式” 培训，

安全性和科学性都很难保障…… “体育是

阳光的， 但体育培训许多时候却见不得

光”， 市场之乱令孩子伤心、 家长忧心。

乱象频仍背后， 原因错综复杂。 由于

运动项目多有专业门槛， 体育培训行业一

直存在着信息的高度不对称， 导致家长几

乎只能依靠口口相传来选择机构。 同时，

只要不属于游泳、 潜水等高危项目， 手续

办理也相对简单， 准入门槛普遍不高， 给

了试图钻政策空子浑水摸鱼者以空间。 而

市场规模的急速膨胀， 更令相关部门在体

育培训机构的详细数据摸查和监管上都存

在很大难度， 难以有充足的资源对乱象进

行打击。

一边是客观存在市场缺口， 一边是良

莠不齐的准备入场者， 引导体育培训行业

良性发展缓， 监管需要在规范与引导上投

入更多精力。 首先， 权责边界首先需要厘

清， 在相关机构的申请注册、 具体运营、

年审核查等阶段确立清晰的监管主体， 有

益于各部门相互配合、 形成合力； 其次，

行业需要一目了然的质量标准体系， 教练

水平的高低、 教学课程的设置、 培训场地

的条件等应当有明确的等级划分， 方便家

长甄别优劣。 最后， 处罚措施应当更加有

力。 对于违规的机构与从业人员建立 “黑

名单” 制度， 严防 “按下葫芦浮起瓢”。

“运动场热起来” 是个好现象。 付出

更多努力， 花上更多心思， 进一步促进校

外体育培训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青少年的

全面发展、 健康成长也就有了更为坚实的

依托。

体育培训

如何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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