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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2.2万人的队伍，
是我们科学健身的“免费教练”

■吕亦菲 文 夏晨希 摄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在 常 州 的 大 街 小
巷，有这样一群人，他们
可能是普通的健身达人，
是退役或现役运动员、教
练员和裁判员，同时，他们
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社会体育指导员。目前，
常州共有2.2万名各级社会
体育指导员，他们活跃在城
乡每一个健身公园、每一个
群众体育赛事赛场、每一处
健身点，将自己的专业知识
应用在指导广大群众更科学、
更好、更专业地享受健身中。

年轻人带着阿姨科学健身

今年上半年，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我省在具体实施意见中尤其强调要推动
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常态化、服务专业化、队伍年轻化。在常州，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了社会体育指导员的队列。

在天宁区天宁街道，“90”后仲佳欢是一位颇有名气的“领队”，她
也是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在很多人的观念里，社区老年健身队伍
的领队一般也都是老年人。”2013年，因为工作关系，仲佳欢开始负
责天宁街道街道文体等一系列的活动，也成了社区老年各个健身团
体的领队，她从没想过可以将自己的兴趣爱好做成自己的事业。

仲佳欢大学学的是艺术，这份工作对她来说还算对口。“现在
年轻人做文体口的工作不仅仅是带队这么简单。”2015 年以来，她
坚持每周辅导群众健身活动，除了传授健身方法还会传播科学的
健身理念。每周固定会在街道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指导老年人健
身活动。除了教大家一些新的动作，给大家听一些最近的音乐外，
她还会教大家如何拍摄小视频。如今的她，虽然已不在街道文体
科工作，但她依旧带领各个健身团队“玩转”科学健身。

社会体育指导员是谁

社会体育指导员是全民健身志愿服务的主力军。根据《社会
体育指导员管理办法》，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从低到高分别为：
三级、二级、一级和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常州共有社会体育指
导员2.2万名，无论是数量，还是等级质量，均处于江苏省前列。

基层的体育工作者、退役的专业体育人士，以及我们身边的体
育爱好者，经过相应级别的培训后，都可以成为社会体育指导员。
他们活跃在各地晨晚练点、健身步道等健身圈内以及全省大中小
群众性体育赛事上，热情地为邻里乡亲介绍多种项目的锻炼方式，
提供科学的健身指导、维护健身器材、组织全民活动等服务。

每天一大清早，在新北区中心公园，总能看见一群老年人在打
太极拳，伴随着悠扬的音乐，他们动作优雅、步伐一致。领头的老
人是李志芳，他的外貌和身形完全看不出今年他已经 80 岁高龄。
年轻时的李志芳酷爱文艺，在部队里学了手风琴，退休后更是贯彻

“文体不分家”的理念，不仅自学了多套太极拳，在全国大赛上一举
拿下金奖，而且还取得了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称号。

“带领大家学习太极拳的过程中，科学指导十分重要，因为不
正确的拳法动作有时候可能会让膝盖受损。”李志芳说。同时他满
怀热情地介绍：“太极的魅力不仅在于健身本身，更在于其背后的文
化内核支撑。希望大家能在科学锻炼的基础上，享受太极带来的健
康，体会古人的智慧，这样太极拳这项运动也能历久弥坚。”

专业力量为全民健身“保驾护航”

江苏省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采用省、市、县三级联动方式。
以省级为例，今年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开设 11 期，分别为太
极拳、毽球、广场舞等10个项目，共有800人参加培训。

一些新的运动方式，如健身气功、排舞、柔力球、轮滑等越来
越受到市民青睐，也对体育指导员的专业化有了更高的需求。省
体育局在全国较早推出一线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再培训这一轮
训工程，依托全省乃至全国各体育院校和部分高校的体育教师和
专家资源，通过对一线社会体育指导员进行再培训，进一步提高
他们的业务水平，从而更好地为健身群众提供指导服务。再培训
开展近十年来，已累计培训700余期6万余人，涵盖近50个项目。

每年，这些社会体育指导员都要赛一赛

2023 年 12 月 11 日至 12 日，江苏省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展
示交流大赛在常州举行。本届大赛旨在搭建社会体育指导员交
流平台，提升社会体育指导员业务技能，展示江苏全民健身志愿
服务风采，助力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除了省级比赛，常州已经连续多年举办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
技能比赛。今年6月10日，常州市第十六届运动会社会部社会体
育指导员（健身）职业技能比赛在常州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
校举办，共有来自各区的 19 支参赛队 150 多名选手参加。竞赛
包括个人赛（晋级赛、总决赛）和团体赛两部分。比赛重点关注选
手个人职业水平及团结协作能力，是对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素质
的检阅，也是选手们展示技能、切磋技艺、交流共进的舞台。

“面对社会广泛的健身需求，很多小众、新颖的运动项目出
现，社会体育指导员也需要不断学习，只有自身的知识和技术水
平不断更新和提高，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全民健身。”常州市体育局
群体处处长丁树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