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特别报道

相约大运 成就梦想

社址：北京海淀区文慧园北路10号 邮政编码：100082 电话中继线：82296688 发行单位：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发行方式：邮发 京海市监广登字20170213号 印刷：人民日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定价：每月36.00元 零售每份：2.00元

2023年7月28日 星期五04 主编：苏令 编辑：杨文轶 设计：张鹏

【大运观察】
7月28日晚，成都第31届世

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来自五
大洲的大学生体育健儿将在这里展
开角逐竞技，一展全球学子风采。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素有“小
奥运会”之称，由于该项赛事每
两年举办一次，且经常在奥运会
前一年举行，因此深受世界各国
选手的青睐，成为众多高水平运动
员历练的首选。就赛事本身而言，
大运会无疑是值得欣赏的高水平大
赛，非常值得现场近距离观看。成
都大运会门票一票难求的现状，
不仅彰显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世界
级高水平赛事的渴求，也说明体育
运动在成渝大地上具有广泛的基
础，体育运动已成为经济文化生
活的一部分。

成都大运会是近年来我国举办
的高水平世界综合性体育赛事之
一，集聚了世界各国顶尖高手和后

起之秀。从该项赛事中，我们可以
看到世界大学生群体的竞技水平和
发展趋势，一窥世界著名高校培养
优秀运动员的路径和方法，探寻世
界顶尖运动员成才的轨迹，进而为
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指明方
向。同时，大运会又是激励更多人
奋勇向前、拼搏向上的舞台，通过
观看和欣赏大运会比赛，能够帮助
更多青少年坚定信心、树立远大目
标，在体育成才和奋斗的路上书写
绚丽青春篇章。

大运会又是精彩的体育大片，
在这部名为“大运会”的体育片子
里，我们可以看到欢笑、喜悦，也
可以看到悲伤、泪水；既有获胜后
的激情相拥，也有失败后的沮丧哭
泣；可以教会青少年如何在规则的
约束下去赢，也可以教会他们如何
体面并且有尊严地输。

在这里，团队精神和英雄主义
可以融为一体，在不抛弃不放弃的
执念下，不畏强手、勇于挑战的惊
天逆转情节时常发生，不屈不挠、
为了尊严和荣誉拼搏到底的坚忍不
拔更是赛事的常态。大运会带来的

不仅仅是激情盛宴，也是情感的宣
泄、心灵的震撼和炫技的舞台，更
是激发青少年体育热情、激励一代
人励志的“真人秀”，理当受到更
多青少年的追捧。

“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
在复兴奥林匹克运动时就选择以竞
技运动为载体，推崇“健全的精神
寓于健康的身体”理念。他一直秉
持“奥运即教育”，把教育视为奥
林匹克运动的核心诉求。

世界大运会举办理念中有着眼
未来、坚持业余属性等，但其首要
任务始终是育人，其次才是运动。
怎样更好地利用体育手段育人、帮
助青少年成长，是其始终不变的追
求。成都大运会无疑是教育的大课
堂，可以让广大青少年学生学到更
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世界大运会既是体育的盛会，
也是教育的契机，我们要利用好这
一契机，跳出体育看体育，把大运
会当成体育教育与各科融合的现实
版“研学旅行”。

教育部门，尤其是举办地的教
育部门，应抓住大运会的契机，通
过组织学生观看成都大运会开闭幕

式、赛事，进行场外交流等一
系列活动，让青少年更加全面

地了解成都大运会、举办大运会的意
义以及体育运动在世界和我国的开展
情况，在青少年学生心中播下热爱运
动的种子，让强健体魄成为他们的自
觉追求。

德育工作者可以将成都大运会上
各国运动员表现出来的体育精神、体
育品质以及大运会所提倡的宗旨“健
康生活、积极运动”传达给学生们，
让他们更加深入了解大运会。

美育工作者可以通过让学生观看开
闭幕式、赛场上运动员的精彩表现，赏
析体育比赛中的力与美，以及体育和艺
术结合所展示出的运动之美，通过体育
和艺术的审美体验，提升学生美的素
养。

外语、地理、历史等学科教师可
以以研究性学习的方式，通过对世界
各个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历史渊
源、所用语言的了解，探究各学科与
体育、美育之间的融合。

体育工作者则可以将家庭体育作
业与大运会紧密结合，通过让学生了
解“运动知识+基本的运动技能+专项
的运动技能”，去学习、实践、体会新
课程背景下的教学改革，并勇敢地走
上自己的赛场，不仅成为体育运动的
爱好者，更要成为终身体育的践行
者，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成都大运会 教育大课堂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小伟李小伟

“眉心要打开，眼睛要有神，
尽量露牙笑……”近日，成都体育
学院的阶梯教室里举行了一堂特别
的礼仪课。这堂课的学生，是成都
FISU世界学术大会的联络员和礼
宾组志愿者，教师是西南石油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林莉。

FISU世界学术大会是国际大
体联最高级别的学术会议，也是世
界大学生运动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林莉的这堂课，是她“大运课
程表”的最后一节，随着开幕式的
临近，相关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已
经逐步上岗，进入服务状态。

林莉是成都大运会聘请的专业
培训讲师之一，负责相关人员的礼
仪培训。今年3月，她就受邀参与成
都大运会观众服务教材的编写，同
时还带领团队先后为开闭幕式志愿
者、观众服务志愿者、大运村志愿
者、世界学术大会志愿者和部分城
市志愿者进行服务礼仪专项培训20
余次。成都大运会上万名志愿者和
工作人员，都是林莉的“学生”。

4月28日，志愿者通识培训；
5月21日，观众服务礼仪培训；6
月20日，礼仪实操训练；7月10

日，大运村志愿者礼仪

培训……在林莉的手机里，有一张
密密麻麻的“大运课程表”，从3月
开始，每个月几乎都有10节课以
上。与手机日历绑定，随时提醒她
准备下一次课程，也同时记录了她
为成都大运会上的每一堂礼仪课。

“针对观众服务志愿者，侧重
在氛围营造、座席引导；针对城市
志愿者，更多地会在他们的表情管
理和言谈上……”林莉说，针对此
次大运会的礼仪培训，她和团队量
身定制相关礼仪课程，针对不同岗
位，通过集中授课、分组实训的方

式，从志愿者服务意识、服务形
象、服务技术等方面开展培训，内
容覆盖志愿服务全过程。

“我们希望通过培训，不仅让
同学们在这次的志愿服务中出彩，
还能对他们以后的学习和职业生涯
有所帮助。”针对大学生群体的特
点，林莉介绍，培训课程更加注重
强化服务意识、明确角色定位，并
用可量化的礼仪标准让志愿者能够
满足各自岗位的需求。同时，林莉
还着眼于大学生志愿者的长远发
展，对课程进行了精心设计。

成都大运会观众服务领域专家
顾问齐怀远告诉记者：“林莉礼仪
团队在大运会观众服务志愿者培训
中，既充分让志愿者学习到了
应有的礼仪知识，又

利用课堂传授了大运会知识，受到
了志愿者们的一致好评。”成都
FISU 世界学术大会礼宾组志愿
者、成都体育学院学生刘乙钦说：

“听了林老师的课，不仅学习到礼
仪中最实用的技巧，也让我对以后
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新的认识。”

“你们代表着中国青年的形
象，你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
这是林莉每堂课都会给学生讲的一
句话，在她看来，礼仪培训不仅仅
是简单的技术操作，更重要的是思想
引领。作为从事思政工作的高校教
师，林莉注重在礼仪培训中融入思政
元素，以礼仪之美培根铸魂。依托设
立在西南石油大学的四川省重点中
华传统文化研究院，林莉牵头成立礼
仪培训工作室，工作室现有10名成
员，既有在高校从事礼仪教育的教
师，也有电视台记者和主持人，承担
过全国第十二届运动会、全国第九届
残运会暨第六届特奥会、成都世乒赛
等重大赛会的礼仪接待培训。

在参与大运会礼仪培训的工作
中，林莉也看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
的许多闪光点：有理想、敢担当、
能吃苦、肯奋斗。每一次上课，林
莉都会遇到一些性格腼腆的学生，
但每一次也都能看到他们在努力改
变自己。一次次地练习眼神、微
笑、引领手势，课堂上他们往往是
最刻苦的，也是进步最大的。

“相信这次成都大运会能够再
次刷新社会对年轻一代的认知，让
世界看到中国Z世代青年的志气、
骨气和底气。”如今，林莉手机里的

“大运课程表”全部都变成“已完成”
的状态。但是她的工作却并未结束，
大运会正式运行期间，她将以观察
员的身份，继续指导相关礼仪工作。
她相信，她的大运“学生们”定
能向世界展现好中华礼
仪之邦的风采。

培训成都大运会上万名志愿者和工作人员——

林莉教授的“大运课程表”
本报记者 倪秀 通讯员 葛仁鑫

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将在
万众期待中拉开大幕。这是继北京、深圳之
后，中国大陆第三次举办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
会，也是中国西部地区首次举办世界性综合运
动会。“注定不同、必定精彩”的成都大运会
看点多多。

看点1：开幕式如何出新出彩？

大型赛事开幕式是最能体现举办地文化和
赛事理念的环节，备受人们期待。成都大运会如
何精彩亮相？开幕式有哪些文艺表演？融入了哪
些中国文化元素？点火方式有何新奇之处？

据成都大运会开幕式总导演陈维亚透露，
将把追寻梦想、奋力拼搏、青春友谊等有机融入
仪式和文艺表演环节。开幕式融入很多艺术创
意，就是一个大型文艺表演。这也将是科技含量
很高的开幕式，无论是仪式还是文艺表演，包括
最后的点火环节，都渗透了浓浓的科技感。

看点2：中国军团表现如何？

大运会被誉为“体育明星的摇篮”，中国
运动员的竞技表现和青春风采值得期待。

成都大运会上，中国代表团有411名运动
员参赛，将参与全部18个大项的角逐。中国运
动员平均年龄22.9岁，绝大部分是首次参加世
界性综合运动会，当然，也有张雨霏、李冰洁、张
家齐、邹敬园等奥运冠军。名将如何闪耀赛场？
新秀能否一鸣惊人？中国能否巩固传统项目的
优势？薄弱项目能否取得新的突破？

看点3：世界体坛竞争格局如何演变？

大运会是世界青年学生体育竞技的最高舞
台，也是观察世界体坛竞争格局演变的窗口。
参赛运动员都是各国和地区运动水平最高的大
学生，也是世界体坛的未来和希望。

中外很多超级运动明星都是从大运会起
步、腾飞，如“体操王子”李宁参加的第一项国际比赛就是1981年的大运会，他
囊括了自由体操、鞍马、吊环三项冠军，从此开始了辉煌无比的职业生涯。“中国
飞人”刘翔也是在2001年的北京大运会上拿到自己第一个世界级比赛冠军。

可以说，成都大运会将是各国和地区青年力量的集体展现，从某种程度
上也体现出世界体坛的竞争格局和走向。

看点4：成都将交出怎样的答卷？

作为首个举办世界性综合运动会的中国西部城市，成都为成功举办一届
具有中国特色、彰显时代风采、展现巴蜀韵味的大运会，经过了长时间精心
筹备，力求在场馆设施、竞赛组织、服务保障等方面达到国际标准，做到世
界一流。国际体育组织和官员对成都的筹备工作大加赞赏，认为成都已准备
好举办一届伟大的赛事。

28日，成都大运会就将正式拉开大幕，成都将迎来世界各地的青年健
儿，也将接受各方的检验。

看点5：中外文化如何交相辉映？

大运会不仅是体育竞技的激烈比拼，也是当代青年精神风貌的集体展
示，更是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璀璨舞台。

世界各地的青年学生汇聚成都，虽然语言不同、文化不同，但同样热爱
和平、追求梦想。成都大运会期间，将举办丰富多彩的人文交流、体验活
动。来自全球各地的运动员将走进巴山蜀水，体验中国文化的无穷魅力。

看点6：新科技如何闪耀赛场？

当大运会真正在成都展开画卷，不少硬核科技将给参与人群带来全新体
验。大运会的衣、食、住、行、赛等，都融入了“科技元素”，具有很高的
科技含量。大运村的智能翻译对讲系统能提供83种语言在线互译；“咖啡机
器人”能在90秒内调制完成不同口味的咖啡；“3D照相馆”能在3秒内拍
摄800张全方位人物照片；搭载“车路云一体化”系统的自动驾驶巴士，将
带来智慧出行体验；外观设计时尚的比赛场馆装有“最强大脑”，先进数字
技术为场馆运行保驾护航；全部比赛和开闭幕式将按照“全4K”超高清标
准制作公共电视信号，部分项目实现8K超高清制作。

新华社成都7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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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大运盛典，我们为你讲解
蓉城名胜，为诸位接风洗尘……”这
几天，参加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
夏季运动会的全球注册媒体记者
们，都收到了一封内容各异的手
写小信，有的介绍成都的名胜古
迹，有的讲解历史人文故事，这
是来自成都不同学校的学生们，
给媒体记者们的一份“小心意”，
让人非常暖心。不仅如此，扫描
信上的二维码，还能听到写信同
学的声音，别致有趣。

随着成都大运会即将开幕，类
似的“小温暖”频频令人动容。

迎着朝霞出发，踏着星光而回。
作为成都大运会演职类志愿者，西
南民族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硕士研究
生王智泽和同伴们每天都很忙碌。
最让他难忘的一幕是几天前的一次
开幕式全要素带妆彩排时，合唱团
的成员们穿上各自的民族服装在后
台候场时，大家手拉手即兴跳起舞
蹈，整个合唱团如同一家人，像石榴
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目前，成都35所高校的2万名
赛会志愿者已蓄势待发，他们将以
细心与热情，与全球青年一起共享
盛会，在奋斗中成就青春梦想。

王智泽告诉记者，很多时
候，志愿者们一起互相帮扶、互
相打气，努力做好工作，希望让
一个个“小温暖”汇聚成大能量。

用运动来迎接大运会，也已
经成为这座城市的新风尚。成都
把闲置的城市“金角银边”充分
利用起来，打造成市民身边的运
动场地。天桥下、屋顶上、大街
边……曾经无人问津的边角地，
摇身一变成为市民的网红运动打
卡点，一处处“小运动场”折射
出“大运之城”的运动日常。

今天的成都，随着大运会的
筹办，将丰富多彩的美好城市生
活，体现在了一个个日常“小温
暖”中。

据新华社成都7月27日电

这些“小温暖”，
你注意到了吗？
新华社记者 董小红 吴晓颖

7月25日，中国大学生艺术体操队的选手们在成都体育学院体操馆训
练。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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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