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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项考试规定的出台，儿童
体能培训市场更加“升温”。记者近
日调查发现，随着家长对儿童体能关
注度的提升，儿童体能馆迎来了行业
快速发展期。但“火爆”背后也存在
诸多隐患，尚处于发展初期的儿童体
能培训行业，急需相关部门引导、扶
持与规范。

机构数量年增长超80%

助跑、起跳、腾跃、落地……山西
太原一家儿童体能馆内，一群五六岁
大的孩子正在练习跳鞍马。负责人岳
希超告诉记者，这是一堂儿童体适能
训练课，除了跳鞍马外，孩子们还要进
行跳远、跑酷等多项训练。

“儿童体适能也叫儿童体能，这
个概念最早出现在西方国家，近年来
被引入国内。”岳希超介绍，“3~6岁是
儿童身体发育和运动能力形成的关
键时期。儿童体能训练就是主要针
对这一时期的儿童进行去专项化的
综合性体育锻炼，为他们打下良好的
运动基础。”

在浙江台州温岭市经营一家少儿
体能馆的陈鑫还记得，2018年，他把少
儿体能馆带到这个县级市的时候，“儿
童体能”还只是个在一线城市时兴的
概念，温岭市尚没有一家专业的儿童
体能馆。“两三年后，儿童体能馆已在

全国遍地开花，仅温岭市区就有5家。”
陈鑫说，“来我这里报课的家长也从最
初的五六个发展到现在的600多个。”

长期从事儿童体能培训的爱酷体
育所做的一项统计显示，截至2020年
年底，全国拥有儿童体能培训课程的
机构有2950家，而在2015年，这一数字
仅有几十家，儿童体能培训机构数量
正在以每年超过80%的速度增长。

“疫情让很多家长更加关注孩子
的身体发展和免疫力的提升，去年下
半年我们的业绩迎来了大幅增长。”陈
鑫表示，儿童体能培训这一市场仍有
巨大潜力等待挖掘。

行业隐患亟待关注

儿童体能培训行业爆发式增长的
同时，其背后存在的一些乱象和隐患
也引起人们关注。

——行业门槛低，水平参差不
齐。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市场上的儿
童体能培训机构五花八门。有业内人
士表示，一般正规的中大型培训机构
场地至少要在200平方米以上，以保证
孩子有充分的活动空间，同时设施要
经过软性材料包裹等特殊处理，以保
障安全。但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一些
小型培训机构的场地只有几十平方
米，空间狭小、空气混浊，还有一些机
构设备老旧，存在安全隐患。

——速成教练多，缺乏优质师
资。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
副教授张莹表示，好的儿童体育教练
还应了解孩子的身心发展特点和教育
规律。然而记者了解到，由于收入不
稳定等原因，行业内教练流动性很
大。“目前业内近一半教练都是‘速成
教练’，大多通过几天的培训考个证，
再跟着正式教练做一两个月的助教就
正式上岗了。”郑东东说，“真正有经验
的优质师资非常稀缺。”

——课程不科学，没有统一规
范。记者发现，虽然都叫“儿童体能
馆”，但不同机构的教学方式却各有不
同，有的以体操项目为主，有的以田径
项目为主，有的以游戏为主……一些
专业人士指出，3~6岁的孩子在动作发
展上每隔半年就会有很大的变化，但
目前很多机构从小龄段班到大龄段班
都用同一套教材和教学方法，显然不
够科学。

让孩子更科学地“蹦蹦跳跳”

随着社会发展，幼儿体育教育日
益受到重视。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明确提出：“推进
幼儿体育发展，完善政策和保障体系；
推进幼儿体育项目和幼儿体育器材标
准体系建设，引导建立幼儿体育课程
体系和师资培养体系。”

不少专家认为，儿童体能培训行
业的兴起为少儿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新
的探索。“如今在不少幼儿园，体能课
正逐渐成为一种新‘时尚’。”山西省体
操协会秘书长雷丽云说，“目前仅太原
市就有约50所幼儿园通过与专业培训
机构合作等方式开设了儿童体能训练
课程，不少幼儿园还将其作为亮点来
吸引生源。”

业内人士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应
加大对儿童体能培训的规范和引导，
加强幼儿体育教师培养和学科体系建
设，同时推动儿童体能课程进社区、进
校园，引导这一行业加快发展与成熟。

雷丽云认为，有关部门和机构应
加强对幼儿体育理论的基础性研究，
形成儿童体能训练的科学体系和标
准，推动行业规范发展。

张莹建议在体育院校设置学前体
育专业，将幼儿教学理论纳入体育教
学理论，培养更多专业的幼儿体育教
育人才，同时，相关部门应在机构、课
程、教练等方面加强规范，建立教练资
质认证和机构评价体系。

爱酷（北京）体育文化服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郑东东提出，在推动儿童体
能课程进社区、进校园方面，相关部门
可试行出台社区场地端的扶持政策、
校企端的资源嫁接政策，让蓬勃发展
的儿童体能馆成为推动家、园、社区体
育三位一体的重要力量。

3月3日，民警在主
题班会上向小学生们
介绍安全知识。

当日，重庆市梁平
区护路办联合重庆铁
路公安处在重庆市梁
平区星桥镇中心学校
举办“开学第一课，安
全进校园”宣传活动，
通过主题班会、现场讲
座等方式宣传反诈骗、
人身安全保护等知识，
以增强青少年自我安
全保护意识。
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作为基层教育工作者中的人大代
表，重庆市九龙坡谢家湾小学校长刘
希娅每年提交的建议都和教育热点难
点问题息息相关。今年她带来的《基
础教育阶段合理使用人工智能的建
议》，关注的就是教育类App的滥用
问题。

刘希娅调研发现，部分教育类
App与在线学习平台缺乏教育专业
性，导致学生学习能力与学习效果下
降，比如快速获取答案、错漏百出、夸
大宣传师资等。部分教育App与在
线学习平台，为获取利益推送色情、暴

力广告甚至挑战制度红线，不利于学
生社会性发展。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
的应用，缺乏有效的准入、监管、约束
及退出机制；以课外补习机构为主导，
形成人工智能学习产品与课外补习机
构、媒体甚至部分学校、教师的经济利
益链条。

刘希娅提出建议：首先，加强人工
智能在基础教育阶段应用的专业研
究。在规范研究导向的基础上，注重
研究如何采用互动式学习方式，避免
单向传输，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
性。研究团队方面，探索以学校引进

专业人士进行技术研发，实现“教育+
互联网”模式，探索建构“人机协同”

“A1教师与真人教师协同执教”的教
学模式，两者优势互补，融合教育。

其次，完善智能技术运用于基础
教育领域的准入机制、监管机制和退
出机制，形成自上而下的基础教育阶
段学生、教师、学校使用线上学习产品
的相关规定、建议。

最后，她建议媒体主管部门、教育
主管部门应加强监管，减少大量线上
学习产品对教育的干扰，为孩子健康
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机构数量翻倍 半数教练“速成”

儿童体能培训市场急需规范
新华社记者 刘扬涛 马晓媛

人大代表刘希娅：教育类App隐患多
■ 唐琪 杨国营

近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
由该所调查并编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出版的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心
理健康报告（2019—2020）》。其中的

“2009年和2020年青少年心理健康状
况的年际演变”专题报告通过考察青少
年的抑郁和睡眠状况在十余年间的演
变趋势发现，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保持
平稳，睡眠不足现象日趋严重：95.5%的
小学生、90.8%的初中生和84.1%的高中
生的睡眠时长未达标。

蓝皮书副主编、中科院心理研究所
教授陈祉妍说，青少年睡眠不足主要有
两方面体现：一是上学日睡眠不足8小
时的比例升高1个百分点。2009年，有
47.4%的青少年在上学日的睡眠时长在
8小时及以上，2020年这一比例只有
46.4%；2020年青少年的平均睡眠时长
为7.8小时，比2009年减少0.3小时。

二是上学日睡眠时长随年级升高
而呈现下降趋势，周末补觉的现象呈现
学段分化。相比十余年前，2020年各
个学段青少年的睡眠时长均呈现下降
趋势，小学和初中阶段在上学日平均睡
眠时长减少约40分钟；小学生周末平
均睡眠时长减少约12至25.2分钟，初
一、初二年级减少约20分钟，初三及高
中阶段减少40.2至51.3分钟。

陈祉妍说，与十余年前相比，青少
年的心理健康状况稳中有降。抑郁的
检出率基本保持平稳，轻度抑郁的检出
率略有升高。但有自杀意念的青少年
比例，2020年比2009年高出6.2个百分
点，尤其是女生，高出2009年10.4个百
分点。 （来源：中国青年报）

95.5%小学生
睡眠时长未达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