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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体育运动遇上影视艺术，竞技场
上的速度与激情，转换为银幕荧屏上的
动人故事。近年来，体育题材影视剧不
断涌现，既丰富了观众的文化生活，也让
体育魅力更加深入人心。随着一帧帧镜
头、一幕幕场景，顽强拼搏、百折不挠的
精神力量流淌进人们心里。

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倒计时一周
年，为营造全民迎全运的浓厚氛围，广东
省广电局开展体育电影展播活动，吸引
了人们的目光。

近年来，体育题材影视剧时有亮
点。以网球小将王发为原型的《背背篓
的网球少年》、以全国小学足球赛冠军湖
南常德石门五小球队为原型的《踢出个
未来》日前上映，让人们在光影之间感受
澎湃的体育激情。

映照时代

随着全民健身活动深入开展，体育
运动日渐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文艺创
作是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的写照，越来
越多的体育题材作品登上大小屏幕。今
年年初，通过练习拳击为自己“赢一次”
的《热辣滚烫》、参与赛车实现热血梦想
的《飞驰人生2》，更是领跑春节档，取得
了近70亿元票房的好成绩。

其实，体育影视剧由来已久，在不同
发展阶段各有特点。新中国成立后，《冰
上姐妹》《碧空银花》《水上春秋》《女跳水
队员》《女篮5号》等电影，拓展了人们的
眼界，展现了深厚的爱国情怀。

改革开放以来，表现足球魅力的《飞
吧，足球》，聚焦乒乓球运动的《五虎将》，
展现篮球激情的《我和我的同学们》等电
影受到观众青睐。上世纪80年代，中国
女排夺得“五连冠”，女排精神鼓舞人
心。电影《沙鸥》讲述了女排运动员为祖

国、为荣誉全力以赴的故事，成为观众心
目中的经典。

从1990年中国第一次举办大型综
合性国际运动会北京亚运会，到2008年
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再到2022年举办
北京冬奥会，中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世
界目光。一座座里程碑，也拓展了体育
影视剧的题材，一些新兴体育项目走到
聚光灯下。电影《飞驰人生》系列、纪录
片《我是赛车手》《中国车手周冠宇》等作
品展现了赛车运动的速度与激情；电视
剧《超越》、电影《我心飞扬》等聚焦冰上
运动的魅力。此外，马拉松题材电影《了
不起的老爸》、登山题材电影《攀登者》、
与拔河运动有关的电视剧《不就是拔河
么》、表现台球运动的电视剧《在暴雪时
分》，也纷纷进入人们视野，国产体育影
视剧的题材越来越多样化。

当大众艺术遇到小众运动，将产生
怎样的化学反应？霹雳舞入选杭州亚运
会、巴黎奥运会比赛项目，助推霹雳舞运
动在国内掀起发展热潮，电影《热烈》讲
述了一对热爱街舞的师徒克服重重困难
追求梦想，最终赢得全国街舞大赛冠军
的励志故事。“电影里的编舞很酷炫，让
人热血沸腾！看完电影，我对霹雳舞也
从看热闹变成了看门道。”一名观众这样
评价《热烈》。

“运动渐成生活时尚，爱锻炼的人越
来越多。影视剧里呈现的体育项目日益
多元化，既实现了题材上的创新和突破，
也展现着人们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北
京体育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景虹梅说。

引发共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登山队两次
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电影《攀登者》
再现了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在电影结

尾，当登山队员将保存在手电筒中的五星
红旗小心展开、飘扬于珠峰之巅时，一种
壮美崇高的美学风格油然而生，激昂自豪
的情绪从大银幕流淌到观众心间。很多
体育影视作品既刻画了突破极限的体育
追求，也弘扬着为国争光的家国情怀。

近年来，“村超”“村BA”等群众赛
事火热开展，“泥土味”的赛事成为热门
影视IP。纪录片《我们的赛场》将镜头
对准乡村赛事，紧张激烈的比赛、热情洋
溢的表演、独具特色的美食串起一帧帧
画面，让观众仿佛置身其中，感受乡村全
面振兴的活力。

如何更好地驾驭体育题材？不少作
品尝试将体育题材与青春片、喜剧片等

“嫁接”，以运动项目为叙事线，描绘青春
岁月、成长历程和情感故事，受到观众喜
爱。电视剧《爱情而已》讲述了主人公转
换体育项目之后面临的职业挑战，也展
现了年轻一代在情感中的担当与成长。
电视剧《棋魂》刻画了围棋少年的追梦身
影，也让人看到友情的力量。聚焦棒球
运动的纪录片《棒！少年》、讲述格斗运
动的电影《八角笼中》，则以体育为切口，
挖掘更丰富的社会现实，以动人的故事
引发观众共情。

“体育题材是一座富矿，要努力挖掘
其中的动人故事。”《棒！少年》导演许慧
晶说，“体育运动中有昂扬的生命力、有
人的成长、有感情的寄托，这些要素十分
动人。”

创新表达

体育竞技紧张激烈，影视剧如何精
准呈现？

随着科技发展，越来越多的新技术、
新手段应用到体育影视剧的拍摄中。

电视剧《超越》讲述了短道速滑运动

员的精彩人生。冰上运动速度极快，常
规摄影器材和拍摄方式无法进行对焦拍
摄。为了更加真实地还原风驰电掣的冰
面角逐，剧组架设多角度“飞猫”索道摄
像系统，改装遥控车进行拍摄。剧组还
研发出大型人力冰上推车，使用可拆卸
模块化结构，拼装不同滑轨，实现多种动
作的近景拍摄。参与拍摄的运动员也

“客串”起摄像师，手持摄像机在冰面上
穿梭拍摄，捕捉到很多珍贵镜头。

“如何展现高水平运动员的竞技实
力，也是一大难点。”《超越》总制片人苏
晓说。为了更好地塑造短道速滑运动员
的形象，该剧主演青年演员高至霆拍摄
前专门参加了短道速滑集训，每天训练
7小时，从一开始上冰就摔跤到后来游
刃有余，他收获颇丰。“练滑冰的过程，让
我更好地代入运动员的角色、了解他们
的苦与乐。”高至霆说，“出演这部电影，
也让我对体育精神有了更深的感悟，给
了我很多力量。”

体育影视剧的带动作用不可小觑。
2024年春节假期，电影《热辣滚烫》“出
圈”，带动不少人参与体育锻炼。数据显
示，电影上映一周，“健身房”搜索量较之
前增长80％。其中，拳击运动的搜索量
增长190％。“好的影视作品不仅要让观
众看得爽，更要让观众有收获。”曾为多
部体育影视剧提供运动指导的健身教练
刘佳说。

在景虹梅看来，体育题材影视剧大
多具有励志属性。“创作者需要不断更新
拍摄技术、打磨故事脚本、提升演员演
技，用更多优秀的作品传递正能量。”她
认为，体育影视剧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光影之间，更多体育梦想闪闪发
光，照亮人们的内心世界。

（转自《人民日报》）

体育题材影视剧日益丰富

光影之间，感受速度与激情

近日，在山东济南举行的中
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文化分会成
立大会暨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大
会上，《体育文化标志项目评价指
南》编撰工作正式启动。该标准
的制定和实施，将填补我国体育
文化项目行业标准的空白，将对
保护传承优秀传统体育文化起到
推动作用。

与会专家介绍，今年印发的
《贯彻实施<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
>行动计划 （2024-2025 年）》
明确要“健全公共文化体育领域
标准”。而当前体育文化标准的研
制，处于政策引擎已启动，但标
准供给还不到位的状态。在此背
景下，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
发展中心提出并获批的《体育文
化标志项目评价指南》研制项目
具有较强现实意义。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体育学院
院长由文华说，体育文化标志是
指特定历史时期具有显著体育文
化特征和影响力、与重要事件或
重要人物相关的体育文化遗存。
体育文化标志项目则关联有传承
历史的体育文化事件或人物，侧

重于展示具有物质形态的体育文
化载体，体现传统体育文化的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据由文华介绍，项目团队前
期已调研云南“中国第一块红土
网球场地”、福建马约翰故居、鄂
伦春射箭等，积累体育文化标志
项目在评价体系方面的基础性要
求，以确保评价指南的适用性和
广泛性。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次会
议还包含专题报告、案例交流和
墙报交流等活动。与会人士围绕
体育文化与体育强国战略、红色
体育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传
统体育与体育非遗、体育旅游与
产业经济发展、体育文化与思政
育人、体育文化与青少年培养等
多个话题展开深入交流探讨。

中国体育文化宣传大使、女
排奥运冠军魏秋月和北京冬奥会
冠军齐广璞也发来视频致辞，祝
贺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文化分
会成立，并发出倡议，希望更多
人关注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
神，向社会传递正能量。

（据新华社）

体育文化评价将有新标准
挣扎着钻出被窝、穿衣、吃早饭、出

门……对多数小学生而言，冬天的早晨
像打仗一般紧张，很多孩子常常是脑子
还没“苏醒”，人已经在教室了。在上海
浦东新区进才实验小学，学生上学的节
奏“慢半拍”——这里不仅到校时间晚，
到校后，孩子也不用急着交作业，而是先
到操场“玩”上40分钟。用校长赵国弟
的话说，这叫给孩子的大脑“开机预热”。

用运动给孩子的大脑“预热”，可行
吗？可持续吗？如何在现行教学模式下
给孩子更多的锻炼时间？在上海，包括
进才实验小学在内的一些中小学正在努
力破题、求解。

每天第一节课：体育课

早上7点 40分起床，8点 20分离
家，步行5分钟到校，拿好运动器械来到
操场，8点30分开始痛痛快快地玩上一
节课……这是进才实验小学学生田雨萱
的日常，其中，最让同龄学生和家长羡慕
的就是早上“玩”40分钟的这节课。

从长绳、壶铃、抖空竹、呼啦圈，到毽
球、匹克球、围棋、国际象棋等，一个孩子
在这里读完五年小学，掌握20项体育运
动和10项棋类活动的“阶段目标”轻松
达成。

“经过我们十多年的实践，每天让孩
子先适当运动再投入学习，学习效率比
较高。”从教43年、担任校长30多年，进
才实验小学校长赵国弟坚持一点：孩子
不仅要成绩好，更要身体棒。

那么，这个“别人家的早锻炼”最初
是如何实现的？十多年前，进才实验小
学创建时，赵国弟在冬天做过一个小调
查。他发现，早上8点15分即学校关闭
校门前的5分钟，是学生来校最集中的
时段。赵国弟明白，让孩子在大冬天早
起确实困难。他开始突发奇想：在不影
响教学秩序的前提下，让学生延迟15分
钟到校，是否可以让孩子多睡一会儿？
如果更多学生到校后能有一个清醒和

“开机”的过程，是不是更好？把第一节
课变成体育课的想法应运而生。

让早进校的学生“动”起来

放眼上海的中小学，让早到学生进
校、并开展早锻炼的学校不多。个中理
由无需多言：早让学生进校园，意味着要
承担更多看护责任，甚至要为可能发生
的风险“兜底”。

一位中心城区的小学班主任说，她
所在的学校要求学生每天7点50分到8
点15分之间到校。从8点15分到8点

半正式上课前，主要就是交作业，很难有
时间给学生运动。另一位小学校长说，
对于早于学校开门时间到校的学生，一
般会安排他们先进校，但出于安全和人
手考虑，不会让他们到操场上活动。还
有一位中学校长讲得更直白，从早上学
生进校到正式上课前这段时间不计入老
师的绩效，所以，很多学校会认为“少做
少错”。

但如果换位思考，少部分家长若确
实希望能早点送孩子进校，并且还能参
加一些早锻炼，这个需求是否能满足？
在上海，部分学校在尝试破题。

闵行区古美学校是一所九年一贯制
学校，如今，该校每天会有两三百名学生
提前到校参加“乐跑团”活动，这个学生
规模约占全校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不少
学生还会带着父母一起跑。

这么多学生提前进校早锻炼，如何
确保安全？组织这一活动的体育老师王
莉莉说，除了每天会有体育老师和轮值
的学科老师带大家一起做热身运动，学
校还组织了一批家长志愿者参与“乐跑
团”的管理。

“早锻炼”，不止于锻炼

一日之计在于晨，不少教育工作者

支持把早上宝贵的时间留给运动这件重
要的事，但也有人抛出担忧。

赵国弟记得，学校刚把第一节课变
成体育课时，就有家长问：既推迟了到校
时间，又把第一节课用于体育运动，会不
会影响孩子一天的学习进度？

不仅是家长，一些老师也有想法。
有老师说，全校学生第一节课都在上体
育课，体育老师肯定不够用，任课老师和
班主任势必要投入更多精力，如此操作
是否可持续？

学生时期练过体育的赵国弟为此考
虑了不少，他说，对学生早上适合哪些运
动，学校方面有科学设计，基本都是比较
容易上手的项目。

进才实验小学的运动场地不算小，
但面对3000多名小学生的体量，人均活
动面积并不大。为最大限度满足学生同
时早锻炼的需求，学校把走廊、校内道路
等所有能活动的场地，甚至两个屋顶都
改造成了活动场所。而对老师们起初担
心的时间、精力投入问题，赵国弟的想法
也很直接：“要把更多时间留给孩子的运
动和拓展，势必要在学科教学上提质增
效，老师设计的内容精了，学生的作业少
了，时间自然就省出来了。”

（转自《文汇报》）

上海部分中小学坚持将运动作为孩子的每日学习“开机预热”

“别人家”的早锻炼，是怎么做到的

12月10日，《哪吒之魔童闹
海》（“哪吒2”） 定档2025年
农历大年初一上映，《哪吒之魔童
闹海》由饺子执导，是50亿票房
奇迹《哪吒之魔童降世》原班人
马续作。截至发稿时，已有4部
影片定档2025年春节档上映，分
别为：《哪吒之魔童闹海》《射雕
英雄传：侠之大者》《封神第二
部：战火西岐》和《熊出没·重
启未来》，四部电影均有超高人
气，可谓旗鼓相当。

哪吒将如何“闹”陈出新

“哪吒2”自立项起便受高度
关注，此番定档春节，无疑增加
了明年春节档的“含金量”。《哪
吒之魔童闹海》 在制作上全面

“升维”，在提升故事体量的同
时，力求带给观众震撼的银幕体
验。如果说《哪吒之魔童降世》
是动画团队“小米加步枪”的胜
利，《哪吒之魔童闹海》则集结了
全族最坚硬的“龙鳞”。

这一部中哪吒将如何“闹”
陈出新，将家喻户晓的“哪吒闹
海”故事改编出意料之外的新
意，引人期待。

时隔多年 徐克再拍金庸作品

农历大年初一上映的《射雕
英雄传：侠之大者》主要改编自
金庸先生经典武侠著作《射雕英
雄传》第34章至第40章，故事
讲述恩怨情仇的江湖，权势角力
的战乱时代，郭靖（肖战饰）童
年离别家乡，逐渐练就可改变局
面和命运的力量，得传天下绝世
武功“九阴真经”和“降龙十八
掌”，却惹来各方嫉妒，与黄蓉
（庄达菲饰）在铁骑箭雨和硝烟旌
旗中，力挽狂澜，保护南宋边关。

导演徐克和金庸先生上一次
合作还是1992年的 《笑傲江湖
2：东方不败》。此次，徐克在片
中运用中国独有美学腔调，拓展

和丰富武侠电影的表现空间。

“战火西岐”特效全面升级

2023 年夏天，《封神第一
部：朝歌风云》拿下26.34亿票
房，并斩获了第36届金鸡奖最佳
故事片。由乌尔善执导的《封神
第二部：战火西岐》定档2025年
农历大年初一，也是让影迷们期
待许久。

《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作
为 《封神三部曲》 承上启下之
作，在故事剧情、人物成长以及

“封神宇宙世界观”的建立上，都
在《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的
基础上进一步延展。

该片除了故事和角色更加丰
富，视效和动作场面也迎来全面
升级。片中既有峡谷设伏、兵临
城下等战争动作场面，也有仙
法、神兽助阵等充满奇幻色彩的
视觉奇观。而这背后，是相比
《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全面升
级的特效品质与镜头量。

春节档常客“熊出没”来啦

《熊出没·重启未来》是《熊出
没》系列的第11部大电影，也是
《熊出没》科幻五部曲的最终章。
影片讲述光头强和熊二、熊大偶遇
来自未来的小亮，并一起穿越到了
未来一百年的世界。此时地球已
经被孢子植物侵占，人类在末日中
艰难求生。为了顺利回到狗熊岭，
熊强三人便跟随小亮一起行动，而
他们也在机缘巧合之下，走上了一
同拯救世界的道路。

此前的10部《熊出没》大电
影，均选择在春节档期间公映，
自2014年的第一部《熊出没之夺
宝熊兵》开始，除2020年春节的
疫情特殊时期缺席，十年以来，
年年不落。10部电影累积内地票
房超过60亿人民币，《熊出没·
重启未来》的票房表现令人期待。

（转自《北京青年报》）

蛇年春节档影市先“闹海”
4部影片定档 票房谁将暂“封神”

武邑县乡镇社区运动会火热开赛武邑县乡镇社区运动会火热开赛
本报讯（杜书堂、刘爱国） 近日，

武邑县首届乡镇社区运动会开幕式在新
时代公园篮球场举行，各乡镇、社区派
出体育代表队参加比赛。

开幕式上，武邑县老年大学学员进行
了柔力球、彩龙和太极扇表演。开幕式结
束后，运动员进行了拔河、跳绳和投壶比

赛，并向优胜团队和个人进行了颁奖。
此次运动会预计为期一个月，分期

进行拔河、投壶、跳绳、乒乓球、踢毽
子、象棋等多项比赛。武邑县旨在通过
各项比赛，进一步丰富全民体育文化生
活，推动全县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促进
全民身心健康。

12月 9日，中国篮球协会公
布了2024年中国篮球名人堂入堂
人物。其中，李汉亭、巩晓彬入围
杰出男运动员；杨洁、苗立杰入选
杰出女运动员；马清盛入选杰出教
练员；郭玉佩入选杰出裁判员；李
震中、吴成章、黄烈入选中国篮球
先行者。

当天的仪式上，专家组成员、
CBA总经理蒋健介绍了本届名人
堂举荐工作情况：提名、推举、终审
3个环节于今年7月—11月依次
展开，入堂仪式计划于明年3月份
举办。名人堂成员匡鲁彬分享了
自己与马清盛、巩晓彬和苗立杰等
多位本届入堂人物的篮球故事。

“名人堂作为中国篮球荣誉体
系的最高荣誉，入选的核心考量是
对中国篮球事业的贡献。”中国篮
球协会副主席徐济成表示。

篮球是一项有广泛社会基础
的运动项目，中国篮球名人堂是推
进我国篮球文化建设的重要步骤，
旨在激励公众进一步关注和参与
篮球运动。专家委员会委员张庆
表示，中国篮球名人堂于今年8月
开启了微博、微信、抖音等多个官

方新媒体平台，依托平台矩阵传播
举荐动态和往届入堂名人事迹。

“过去一年多，我们以‘名人
堂在行动’的名义，邀请名人堂
成员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篮球活
动，持续扩大名人堂影响力。”首
席专家李元伟表示，举荐工作有
序开展的同时，中国篮球资料库
建设也在有序推进，包括《被举
荐人名录》 编订、口述历史访
谈、人物小传及 《中国篮球通
志》编写等。随着2024年举荐工
作按计划完成，入堂人数已达到
42位个人和3个优秀集体成员，
推进中国篮球博物馆建设、使名
人堂实体化的工作也列入日程。

中国篮球运动近130年的发
展历程中，篮球名宿们的奋斗史
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结合。中国
篮球协会主席郭振明说：“篮球名
宿们就像一颗颗璀璨的珍珠，名
人堂就是将这些珍珠串联起来的
一根金线，聚合成一串价值连城
的珠宝呈现给我们的后人，激励
我们的青少年，成为他们汲取力
量的源泉。”

（转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4年中国篮球名人堂入堂人物揭晓

柔力球表演柔力球表演

投壶比赛投壶比赛

拔河比赛拔河比赛

本组照片杜书堂、刘爱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