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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踏上了新的征程，我们正式迈入

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发展时期。这个新时期充满了无限希望和机遇，为我国的未来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十大报告提出：“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

质要求，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青少年承载着国家的未来与

民族的希望，同时，他们也是推动体育领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是通往更高

发展境界的必由之路。随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

不仅关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更是实现体育强国梦的重要基础。本文将从

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三个维度出发，深入探索社会发展新时期我国青少年

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了解到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体育价值认

识缺失；学校体育各环节助力不足；相关部门难以突破行动壁垒等；进而提出青少年

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之策：加强多元体育活动与竞赛体系；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与资

源共享；明确政策引领与法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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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otation, Dilemma and Strategy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Youth Sports in the New Period

LI Mei-lin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Abstract: The successful convening of the Party’s 20th National Congress marks a new journey for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we have officially entered a new period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This new period is full of infinite hopes and opportunities, and ha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our country’s 

future development.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the primary task of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put forward. Young people carry the future of the country and the hope of the n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y are also the core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sports, 

and is the only way to a higher level of development. As China enters a new period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youth sports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young people, but also an important basis for realizing the dream of sports power. Starting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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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的逻辑路径
1.1  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

青少年体育的高质量发展深深根植于坚实的理论

逻辑之中。从理论认识角度，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

是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探索新国

情理论下的坚持与发展，从我国体育实际出发。在《体

育之研究》中，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

对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他批判了将

身心割裂的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明确强调了健康的

身体对于个人全面发展的重要性。毛泽东认为，身体

强健不仅有助于知识的增进，还能增强个人的意志力。

这种辩证的思维观体现了青年毛泽东对体育的独特理

解和重视［2］。

同时结合了列宁对物质世界的深刻理解以及马克思、

恩格斯关于“意识源于物质，意识是物质的反映”的论述，

鲜明地提出了“身体是第一位”的观点。这一观点凸显

了身体健康在个人全面发展中的基石作用，对国民的体

育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得社会各界对青少年身体素

质的关注度大幅上升。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体育事业迎来了一个充满活力

和无限可能的崭新发展阶段，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盛

世。这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支持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青少年体育发展获得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和更多元化的选

择。在这一积极氛围中，青少年体育事业取得了显著的

进步，为培养健康、活力四射、全面发展的新一代青少

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2  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历史逻辑

青少年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百年

来的奋斗历程紧密相连，其根系深深扎入这一波澜壮

阔历史进程的沃土之中。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在

《新青年》杂志上提出“体育救国”的理念，他明确

指出：“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这一

观点强调了身体健康对于德育和智育的基础性作用，

2022 年 10 月 16 日，党的二十大圆满落幕，宣

告我国正式踏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全新征途，更预示着我们将迈向一个更加繁荣昌盛、

光辉灿烂的未来。此次盛会特别强调了对青少年体

育发展的重视，以及对青少年健康促进的更高要求，

突显了国家对年轻一代身心健康的深切关怀。当前，

我们正位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壮丽画卷的

核心交汇点，既充满挑战与机遇，也充满了无限的

可能与希望。

高质量发展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征途上的核心驱动

力，更是其不可或缺的发展目标。体育，作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实支撑，在这条通往高质量发展的道

路上，同样展现出其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引领并助力

国家向更高层次迈进。高质量发展，简而言之，就是追

求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多样化需求的发展路 

径［1］。青少年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坚实基石，他们的

体育素养既是铸就强健体魄的基石，又是培育积极精神

风貌的关键所在。在迈向体育强国的征途上，青少年体

育不仅是支撑我国竞技体育长期领先的重要力量，还是

推动群众体育广泛参与、持续发展的肥沃土壤，更是学

校体育活动丰富多样、深入人心的有力延伸。因此，青

少年体育的繁荣与发展，将直接决定我国体育强国建设

是否能够最终取得辉煌的胜利。这不仅能够显著提升青

少年的身体素质，促进其全面发展，而且对于培养竞技

体育后备人才，乃至实现体育强国的宏伟目标，都具有

深远的战略意义［3］。青少年，作为构建体育强国不可或

缺的基石，其体育发展质量的高低，直接关联着体育强

国建设能否顺利推进。本文依据青少年体育发展的内在

逻辑和路径，深入剖析了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

内涵，同时揭示了当前制约其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

并探索了可行的解决路径。通过这一研究，我们期望能

够为国家的体育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推动体育大国向体

育强国的历史性转变。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oretical logic, historical logic and realistic logic, this paper will deeply explore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youth sports in the new period of social 

development. Understand the realistic dilemma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youth sports: Lack of awareness 

of sports value;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links are not enough to help; It is difficult for relevant departments 

to break through action barriers; Then it puts forward the necessary measures for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youth sports: Strengthening the multi-sport activities and competition system; Increas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resource sharing; Clear policy guidance and legal protection.

Key words: The new period; Teenagers;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sports; Connotation; Dilemma;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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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在增强民族体质、实现救亡图存中

的核心地位［3］。

社会主义探索时期，朱德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上发

表重要讲话，为体育事业指明了发展方向。他强调体育

必须紧密联系人民群众，服务于人民，特别是服务于国

防和国防健康。在这一时期，青少年体育作为体育事业

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赋予了极高的战略地位，其在

国防及国防健康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到来，特别是

1979 年中国体育正式融入国际体育组织，青少年体育不

仅在提升国家国际地位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还成为激

发中国体育发展活力、培养体育后备人才的重要基础。

青少年体育的蓬勃发展，为国家体育整体实力的显著提

升筑牢了坚固的基础。

进入新时代，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印发了《关

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同时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也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

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这些文件的出台，为青少年体育的发展做出了更为详尽、

清晰的战略指引。展望未来，青少年体育将在新时代的

浪潮中持续占据关键席位，成为推动青少年全面成长的

重要引擎。

1.3  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逻辑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取得丰硕

的成果，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也日益强

烈。而体育，作为衡量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尺，尽管取得

了长足进步，但仍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挑战，

成为制约人民日益增长需求满足的关键因素之一。

2014 年，我国领导人在南京青奥会寄语“少年强则

中国强”，彰显青少年关键作用，体现国家提升青少年

体育水平的决心。他鼓励青少年通过积极参与体育活动，

不仅强健体魄，还要在学业上追求卓越，实现德智体美

全面发展，成为国家繁荣富强的中坚力量［4］。

2017 年 10 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

进一步强调了体育事业与国家命运、青年成长的紧密联

系。他明确指出：“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5］这一论述深刻

揭示了体育事业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以及青少年

体育工作对于培养新时代人才的重要性。

在 2020 年 9 月的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

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了坚持“健康第一”的

教育理念的重要性，深化学校体育工作的全面改革与强

化措施，核心目标在于推动青少年在学业精进与体育锻

炼之间实现和谐共生、均衡发展的良好态势。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不仅彰显了青少年

体育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核心地位，也为青少年体育事

业注入了强大动力。在新时代的征程中，我们必将以更

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坚定的信念，推动青少年体育事业

不断迈上新台阶。

2  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
2.1  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

从新中国成立伊始，学校体育就受到党和国家的高

度重视，实现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新时代教育事

业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学校体育关注的重要目标［6］。

《意见》［7］提出：“学校体育是立德树人之根本，是

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基础性工程”。学校体育在助力健

康中国建设、提升竞技体育实力、加快体育产业发展以

及丰富体育文化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青少年人

群的定义广泛，既涵盖了已离开学校环境的青少年，也

包含了在校就读的青少年学生。作为学校教育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学校体育因其与义务教育的紧密联系，确保

了绝大多数青少年能够在接受义务教育的过程中，接触

和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这种强制性的体育教育环节，

对于培养青少年的体育兴趣、技能和习惯，具有至关重

要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

标纲要》（简称“十四五规划和 2035 远景目标”）［8］

提出：到 2035 年，基本形成多样化、现代化、高质量

的学校体育体系。在国家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宏大画

卷中，青少年体育无疑占据了基石般的重要地位，而

学校体育则作为这一基石的核心，承载着培育新一代

体育人才的使命。从教育视角审视，学校教育不仅是

推动青少年在品德、智慧、体魄、审美和劳动技能上

全面发展的核心力量，更是打造体育强国、培育未来

体育精英的关键所在。鉴于青少年体育在体育事业中

的核心地位，其高质量发展对于推动学校体育的全面

提升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通过不断加强青少年体育

工作，我们不仅能有效提升体育后备人才的整体素养，

更为学校体育的蓬勃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为

其打下坚实而稳固的基础。

2.2  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

在新时代的浪潮与新征程的征途上，竞技体育已跃

升为我国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不仅彰显着

国家的硬实力底蕴，还成为展示国家独特软实力与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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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舞台。竞技体育的繁荣兴盛，不仅鲜明地展现了

“为国争光”的爱国主义情怀，还催生了诸如“女排精

神”“乒乓精神”及“登山精神”等富含中国特色的体

育精髓。这些精神不仅与中华传统文化紧密相连，更是

传承和发展了勇攀高峰、艰苦奋斗、团结协作等中华民

族精神的核心价值［9］。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在备

战巴黎奥运会座谈会上强调：“竞技体育不仅是体育强

国建设的排头兵和实力展现的重要标志，其高质量发展

更是实现体育强国宏伟目标的必由之路。”［10］竞技体

育的高质量发展，其核心聚焦于回应人民对竞技体育日

益增长且多样化的需求，力求实现一种既高效、又高质

量且均衡发展的模式。但夏季与冬季项目发展不均衡问

题成为竞技体育发展的一个难题。为克服这一难题，我

国在筹备并举办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之际，

积极部署并实施了促进夏季与冬季体育项目均衡发展的

综合性战略。借助奥运会的国际舞台，我们致力于实现

竞技体育的全面均衡发展，这已成为新时期我国竞技体

育发展的基本遵循。

2.3  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提高

为实现体育强国与健康中国的辉煌愿景，深化体育

事业的改革举措已成为不可或缺且刻不容缓的关键步骤。

青少年体质健康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因此，我们必

须将提升青少年体质健康作为核心任务，确保他们获得

全面且健康的成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青少

年健康议题倾注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与重视，连续发布了

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政策文件，如《关于

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中

国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指南》《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

划》以及《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

见》等。这些政策文件的宗旨聚焦于全面增强青少年的

体魄，力求显著提升他们的健康水平。这些政策的落

实，犹如为青少年健康成长铺设了一条坚实的道路，不

仅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还为他们指明了具体可行的

实践路径，确保他们能够在健康的体魄下茁壮成长，为

国家的未来发展贡献力量。尽管近年来我国在学生体质

健康方面付出了诸多努力，但青少年体质健康依然呈现

出令人担忧的态势。深入剖析历届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

研数据后，观察到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已步入回升轨道，

呈现出稳定向好的可喜变化，但体质健康各项指标的发

展不平衡问题仍然显著。具体来说，耐力指标数据持续

下降，而视力不良检出率和肥胖检出率则持续上升［11］。

《2018 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体育与健康监测结果报

告》指出：学生的身体形态发育整体较好，但视力不良

和肥胖问题依然严重，居高不下。这凸显了我们需要进

一步加强制度干预，并协同各方力量来共同提高学生体

质健康水平的重要性［12］。具体数据方面，2019 年全国

6 ～ 22 岁学生体质健康达标优良率为 23.8%［13］；而到

了 2020 年，6 ～ 17 岁儿童青少年的超重肥胖率已经接近 

20%［14］；更令人担忧的是，2020 年儿童青少年的近视

率高达52.7%，超过半数的学生视力健康受到了影响［15］。

这些数据无疑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提示我们需要更加重

视青少年体质健康的问题，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改

善这一状况。为此，促进青少年体育的高质量发展被视

为一条至关重要的途径，旨在有效解决青少年体质健康

所面临的挑战。

3  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
3.1  体育价值取向的影响

体育价值，即体育能否以其自身的功能和价值满足

人和社会的需求，是评估体育影响力的核心标准［16］。

而体育价值认识，从根本上来说，是人们对体育作为客

观事物的主观解读与评判体系。然而，当前对体育价值

的认知普遍较为局限，主要集中在其对身体的锻炼作用

上，而未能全面理解其育人功能。这种局限性导致了以

下问题：

（1）体育锻炼习惯难以养成。青少年的成长之路伴

随着意志力的逐渐构建，这一过程中，他们的意志力尚

显稚嫩，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变化、社会压力及个人情绪

波动等多重因素的侵扰与动摇。在应试教育的重压之下，

众多学校普遍存在“智育优先，体育次之”的偏见，使

得体育课被文化课频繁侵占，而原本活力四射的大课间

时段也常被安排为自习，这样的环境极大地限制了青少

年培养体育锻炼习惯的空间，对其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

构成了显著的阻碍。

（2）青少年体育受重视程度不足。家庭，作为青少

年体育启蒙的温馨港湾，家长对体育所持有的态度与观

念，深刻影响着孩子的成长轨迹。然而，现实中许多家

长对体育的重视程度不够，体育教育观念相对滞后，这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青少年体育的健康发展。同时，社

区体育设施和服务往往偏向老年群体，对青少年体育的

关注和投入有所欠缺。

（3）体育文化氛围稀薄。体育文化直接制约了其

激发青少年体育兴趣、增强体育意识的潜在效能。然

而，由于人们对体育价值的认识不够深入，体育文化

氛围难以形成，青少年难以在浓厚的体育文化中受到

熏陶，体育意识薄弱，难以形成对体育的深刻理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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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热爱。

3.2  学校体育各环节助力不足

学校体育是推动青少年体育事业向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驱动力，更是青少年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

其根本宗旨在于全面促进学生的身心发展，提升他们的

体质，同时培育出对体育的热爱、积极的态度以及持久

的习惯。然而，目前学校体育在场地、设施和教学资源

等方面仍然面临着一些质量挑战。

（1）体育场地资源稀缺。全国第六次普查数据公报

显示［17］，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体育场地面积已达

到 12.5 亿平方米，人均面积也基本符合国家标准，但随

着学校体育课程的增加和“双减”政策下课后服务的普

及，对体育场地的需求显著增长，导致学生在校期间的

日常运动量普遍未能满足每日至少一小时的官方健康建

议标准。

（2）优质体育教育资源匮乏。据教育统计数据显

示［18］，2021 年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人数高达 1.58 亿，

而专项体育教师人数仅为 67.4 万，师生比例高达约

234 ∶ 1［19］，凸显出体育教师队伍的严重短缺。此外，

由于国家教师资格考试的门槛限制，许多具备丰富经

验和专业知识的退役运动员难以进入教育行业，进而

造成了学校体育教师队伍中退役运动员的占比极低的

现象。

（3）体育项目创新资源的开发亟待加强。目前，学

校体育在课程设计层面仍面临大、中、小学各阶段课程

无法有效衔接的困境。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许多学校

倾向于“以考定教”，体育项目多局限于传统的足球、

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等，缺乏对新兴体育项目

的积极引入与自主研发，导致难以满足学生们日益增长

且多元化的运动偏好与需求。

3.3  相关部门难以突破行动壁垒

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作为驱动青少年体育高质

量发展的两大核心引擎，应当紧密携手，在教学规划、

训练模式及竞赛组织等多方面进行深度整合与协同，

以实现体育资源和教育资源的优化共享。然而，长期

以来，两者在体教结合与融合方面的合作并不充分，

形成了难以打破的行动壁垒。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在

青少年体育发展上都有相对独立的发展思路［20］，不能

通过有效整合实现体育和教育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具

体来说：

（1）体育部门在推动体教融合的过程中，首要任务

是强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体系，解决运动员在文

化教育上的缺失，以及他们退役后所面临的职业转型挑

战和就业安置问题。这种专注于竞技层面的策略，虽有

助于提升国家竞技水平，但可能忽视了体育教育的广泛

性和普及性。

（2）教育部门更加侧重于体育训练的普及化工作，

力求通过丰富多样的体育活动，鼓励青少年积极参与，

从而全面增强他们的体质状况和整体健康水平。然而，

在实际操作中，教育部门往往面临体育系统内运动员文

化教育水平不高、竞技后备人才储备不足等问题，这在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青少年体育的全面发展。

（3）尽管已出台体教融合的相关政策文件，但两

大部门在协同性方面仍存在不足，导致在价值理念上

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使得两者在行动上难以形成合力，

资源共享难以实现，从而影响了青少年体育的高质量

发展。

4  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之策
4.1  加强多元体育活动与竞赛体系

多元化体育活动与竞赛体系对于促进青少年体育的

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鼓励和支持学校、社区、俱乐部等组织举办多

样化的体育活动。根据青少年的特点和需求，设计并开

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体育活动。例如，可以组织羽

毛球、篮球、乒乓球等传统运动项目，也可以开展散打、

轮滑、攀岩等新兴运动项目。同时，还可以根据地域文

化的不同，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体育活动，从而让青少

年在参与中感受文化的魅力。

（2）建立健全的青少年体育竞赛体系。建立健全的

赛事体系，强化校园与俱乐部赛事协同，需深度融合组织、

内容、规则等。也可通过组织校级、区级、市级乃至全

国性的体育竞赛，可以激发青少年的竞争意识和拼搏精

神，让他们在比赛中积累经验、提高技能。

（3）培育丰富的赛事文化，强调体育的育人功能。

在竞技赛场之外，体育精神的滋养尤为重要。赛事不仅

是技能比拼的舞台，更是青少年锤炼毅力、学会协作、

尊重规则的成长熔炉。同时，积极打造具有特色的青少

年赛事文化，让体育成为他们成长道路上的重要支撑和

宝贵财富。

4.2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与资源共享 

基础设施建设与资源共享是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环节，对于提升青少年体育活动的质量和普及度

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1）加大对青少年体育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政府

应成为投资主体，通过财政预算、专项基金等方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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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馆和设施建设方面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同时，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青少年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多元

化的投资格局。在建设过程中，应严格遵循相关标准和

规范，确保体育场馆和设施的安全性、实用性和环保性，

为青少年提供一个良好的运动环境。

（2）加强体育和教育资源的共享。教育部门可以

为体育部门提供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培养经验，帮助青少

年树立正确的体育价值观，拓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

养路径。而体育部门则可凭借深厚经验，为教育部门提

供训练设施、赛事组织、场地建设、师资培训等全方位

支持。

（3）实现资源共享和高效利用。政府应加强对青少

年体育资源的统筹规划和合理配置，避免重复建设和资

源浪费。鼓励学校、社区、俱乐部等组织之间开展合作，

共享体育场馆、设施等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建立青少年体育资源共享平台，

实现资源的信息化管理和智能化调度，为青少年提供更

加便捷、高效的体育资源服务。

4.3  明确政策引领与法规保障

政策引领与法规保障是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基

石，对于确保青少年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至关重要

的作用。

（1）政策引领方面，政府应出台一系列鼓励和支

持青少年体育发展的政策措施，如提供财政补贴、税

收优惠等激励措施，以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到青

少年体育事业中。同时，政府还应加强对青少年体育

工作的规划和指导，制定科学合理的青少年体育发展

规划和年度计划，确保青少年体育工作有序、高效地

进行。

（2）法规保障方面，应建立健全青少年体育相关的

法律法规体系，明确政府、学校、家庭及社会各界的法

律责任和义务。例如，可以制定相应的法规，对青少年

体育的组织管理、经费投入、设施建设、活动开展等方

面作出具体规定。同时，还应加强对青少年体育法制的

宣传和普及工作，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

为青少年体育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3）政策引领与法规保障还应注重与其他方面的协

同配合。例如，体育部门可以和教育部门合作，共同制

定和执行相关政策措施。通过加强政策引导，我们可以

确保体育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为青少年体育的发展创造

更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同时，学校可以与社区、企业

等社会各界合作，共同举办多样化的体育活动和竞赛，

丰富青少年的体育生活。

5  结论
党的二十大指出要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青少年

作为国家的未来，青少年体育需要高质量发展。但青

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需要解决人们的体育价值取向、

学校体育各环节助力不足、相关部门难以突破行动壁

垒等问题。面对我国体育发展的新征程，青少年体育

必须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我国青

少年体育新发展模式。面对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的

困境，应加强多元体育活动与竞赛体系培养青少年体

育兴趣、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与资源共享保障青少年体

育训练环境、明确政策引领与法规保障为青少年体育

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和明确的政策导向，从而推

动体育强国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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