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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阵风掠过俱乐部的训练场地，9 岁

的李柏纬脚踩滑板“咔嗒”一声越过栏杆，腾

空翻转，稳稳落地。围观的人群欢呼：“小孩

哥！牛啊！”

这个在重庆市第七届运动会上斩获男

子乙组街式滑板冠军的“小孩哥”，3 年前还

是个“小哭包”。

母亲李艳颉回忆，当年在商场偶遇滑板

表演，李柏纬缩在她身后，怯生生地看着一

群滑板少年摔得四仰八叉却又立马弹起。

“他们即便从滑板上摔下，也能立刻爬起来，

我当时就想，看来这项运动能磨炼孩子的意

志。”李艳颉说。

刚加入滑板俱乐部时，教练告诉李柏

纬，如果他能在暑假期间完成豚跳——即用

双脚带板起跳这一训练动作，就可以加入俱

乐部的滑板少年队。对于刚入门的李柏纬

而言，这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然而，李艳

颉怎么也没想到，那时年仅 6 岁的李柏纬每

天都缠着她，非要去训练不可。仅仅一个月

的时间，李柏纬就成功完成了这个动作，顺

利成为滑板少年队中年纪最小的队员。

从此，滑板成了李柏纬的勇气“开关”。

每周课余，他用在滑板练习上的时间接近 20
个小时。“滑板让我不怕摔、不怕疼，摔 10 次

也能在第十一次冲上去！”他眨眨眼，露出膝

盖上的创可贴。

2024 年 9 月，重庆市第七届运动会滑板

比赛现场，流畅完成“大招”后，李柏纬赢得

全场喝彩。最终，他成功斩获男子乙组街式

冠军，收获了自己接触滑板以来的第一枚重

量级金牌。

如今，重庆街头经常能见到滑板爱好

者。他们在滑板上飞扬青春和梦想，也让这项

年轻又颇具观赏性的运动被更多人熟知。“很

多学滑板的人是充满创意的，因为滑板不会拘

泥于重复的动作。滑板教会我，失败不是结

局，而是新招式的开始。”李柏纬说。

■ 关注青少年体育

今天的小孩爱玩啥？

图图①①为文俊皓在攀岩为文俊皓在攀岩。。

图图②②为熊希怡在跳街舞为熊希怡在跳街舞。。

图图③③为李柏纬在滑滑板为李柏纬在滑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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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爬、跳跃、前滚翻……吉林省长春市

一处跑酷训练馆中，一个身着黑色运动服的

小小身影，如同敏捷的小猎豹，在色彩鲜明

的高墙、窄道、陡坡中灵活穿梭。今年 5 岁

的马行知沉浸在跑酷世界中，汗水打湿了额

前的头发，他的小脸通红，眼神流露着掩盖

不住的兴奋。

又一次干脆利落地完成一组动作，马行

知喘着粗气跑到场边：“妈妈，你看我刚刚像

不像‘飞’过去的？跑酷太好玩了，比在平地

上跑有趣多了！”

今 年 是 马 行 知 学 习 跑 酷 的 第 二 个 年

头。“孩子从小就喜欢跑跳，翻跟头更是家常

便饭。”马行知的母亲姜宇航对记者说，她在

网上看到跑酷相关的视频后，觉得这项运动

充满活力，契合儿子的天性，于是到专业跑

酷训练馆报了班。

“孩子尝试后，很快爱上了这项运动。”

姜宇航说，跑酷的魅力在于把“玩”和“学”融

合起来。在成人看来需要技巧的动作，在孩

子眼中就是充满挑战的“闯关游戏”。

如今，马行知对跑酷的热爱早已不局限

于课堂。下了课，他常常是最后一个离开训

练馆的孩子，要和小伙伴们在场馆多练上几

轮才罢休。回到家，客厅、卧室都成了他的

“训练场”。前不久，他还在训练馆的内部比

赛上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他现在迷上了侧手翻，天天在家练

习。”姜宇航笑着说，“在公园里玩时，他看到

空地就想翻，旁边有人鼓掌叫好的时候，最

多一口气连翻 11 个！”围观的关注和掌声，

进一步提升了孩子的自信心。

“以前他挺瘦的，现在明显壮实了。”姜

宇航细数跑酷给孩子带来的好处，“这是一

项综合性很强的运动，有利于提升爆发力、

耐力、专注力，能为孩子未来接触其他运动

打基础。”

执教近 20 年，让教练周锦玉感到欣慰

的是，这项运动越来越被社会认可。“十几年

前，大多是感兴趣的中学生自己来学，如今

则是家长们主动带着孩子来报名。”周锦玉

说，目前场馆的小学员已经有 200多名。

“跑酷等新兴体育项目已经逐渐被纳入

一些中小学的课程，全国范围内的赛事也越

来越多。”周锦玉说，“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孩

子从这项运动中受益，找到自信和快乐。”

跑酷，有趣的“闯关游戏”
□ 山西日报记者 门杰伟

放学后，换上时尚的便装，穿上运动鞋，

扎起双麻花辫，14岁的广东女孩熊希怡来到

舞蹈室。打开音响，自己喜爱的音乐响起，

她开始了街舞的基本功练习。

伴随着音乐律动，熊希怡配合着前后滑

移的舞步，双臂如机械齿轮般精准卡点。音

乐一曲接着一曲，熊希怡好像有使不完的力

气，始终保持着饱满的激情，将身心全然沉

浸于街舞的韵律中。

“我喜欢街舞，觉得很酷。”熊希怡一开

始通过舞社学习嘻哈舞，3年前，她偶然观看

了一次专业舞者的机械舞表演，舞蹈中极具

张力的动作令她深受震撼，转而学习机械舞

至今。

街舞是体育与街头表演相结合的舞蹈

形式。这种以身体律动为主的艺术表达，配

合专属音乐风格，可以单人跳也可以集体配

合，主要包括霹雳舞、嘻哈舞、机械舞、爵士

舞等类别，兼具运动健身与舞台表现的双重

属性。

2024 年 8 月，街舞中极具代表性的霹雳

舞首度亮相巴黎奥运会赛场，标志着这项运

动正在逐步获得社会主流的认可，越来越多

青少年也爱上了街舞。

“我喜欢尝试，想把机械舞基本动作与

个人风格结合起来。”熊希怡告诉记者，“对

我来说，跳街舞是一种劳逸结合的运动方

式。”

“周围很多孩子都在跳街舞，我也很支持

孩子参与这项运动。在音乐和舞蹈中，孩子

可以减少负面情绪，释放压力。热爱运动的

孩子往往更具阳光心态。”熊希怡的母亲说。

每天完成作业后，家中客厅便是熊希怡

的专属练习场。今年 1 月，凭借对抒情音乐

的诠释与即兴编舞能力，熊希怡在 2024年全

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青少年街舞巡回赛广

州站斩获桂冠。今年在各项省级赛事活动

中，她已累计获得 5枚金牌。

“街舞属于热爱它的人，没有界限。”熊

希怡说，很多街舞爱好者通过“即兴斗舞”等

进行舞蹈交流，自己因此结识了很多好朋

友。

蹬 腿 ，展 臂 ，扣 住 岩 点 ，猛 地 向 上 一

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日星攀岩馆

里，10岁的文俊皓飞墙走壁，好似在岩壁上

跳“芭蕾”。

“左上，贴近，爆发！”岩壁侧后方，父亲

兼教练文宵悉心指导，满脸欣慰，“这孩子

是攀岩的好苗子！”

别看岁数小，文俊皓可是个不折不扣

的攀岩“老手”。受父亲影响，他从小就喜

欢攀岩，6岁时开始接受正式训练。

攀岩分难度、速度、攀石 3 个项目。简

单来说：难度，是看谁爬得高；速度，是看谁

爬得快；攀石，是看谁完成线路多。

文俊皓 3 个项目都练，每周训练 3 次，

每次两小时。为了他能更好地训练，父亲

还用木板在自家阳台做了块小岩壁。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比赛在浙江。”文

俊皓说，2020年，他参加了中国（绍兴）青少

年攀岩公开赛，“比赛的岩壁高 12 米，是我

从来没挑战过的高度。”

在 A 赛道刚爬了三四米，B赛道的选手

已 经 登 顶 了 。“‘ 放 弃 吧 ’，心 里 有 个 声 音

说。但我鼓励自己，一定能完赛！”文俊皓

找寻上升岩点，协调身体各部位，继续坚

持。

“A 赛道运动员，攀爬时间到。”裁判员

虽已提醒，但文俊皓仍未放弃。“最终登顶

拍板时，我很开心。虽然没有成绩，但收获

很大。”文俊皓说，他突破了自己。

握、抓、扣、搂，蹬、挂、跨、踏……文俊

皓从攀岩中收获了健康和快乐。线路充满

挑战，动作做起来好像武侠小说中描述的

那样——壁虎游墙，身轻如燕。“这是多么

有意思啊！”文俊皓说。

去年底，文俊皓获得 2024“凯乐石”全

国攀岩希望之星系列赛（广西）C 组男子攀

石赛、难度赛、速度赛三项第一名。他自豪

地向记者展示着自己的攀岩粉袋，上面有

国家攀岩队张悦彤、广西攀岩队覃于妹两

位名将的签名。

“向上攀登，我要继续努力！”已获得 11
块奖牌的文俊皓，对未来充满期待。

攀岩，岩壁上跳“芭蕾”
□ 山西日报记者 张云河

街舞，律动中点燃热爱
□ 山西日报记者 洪秋婷

滑板，如风一般起飞
□ 山西日报记者 王欣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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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跑酷、街舞、攀岩、滑板等新潮运

动受到儿童青少年欢迎。从城市街头到校园

课堂，从兴趣培训到赛事比拼，越来越多的孩

子乐于表达自我、释放活力。这不仅反映了运

动方式的变化，还展现了新一代青少年在身心

发展、社交需求和审美情趣上的新趋势。

政策支持为新潮运动的普及提供了坚

实 基 础 。《义 务 教 育 体 育 与 健 康 课 程 标 准

（2022年版）》将“新兴体育类运动”纳入课程

体系，为小轮车、轮滑、攀岩、登山等运动进

入学校教育提供了制度保障。

社交平台等的加入助推了新潮运动的

迅速流行。短视频平台以可视化方式传播

这些新潮运动，激发了青少年的参与兴趣。

同时，运动品牌通过专业装备、赛事支持等

形式，积极布局相关领域，也提升了运动的

吸引力与组织化程度。

新潮运动形式自由、富于创意，鼓励个

性表达与自主学习，越来越多家长正从“观

望”转为“支持”。未来，新潮运动有望进一

步落地生根，成为儿童青少年体育运动的有

力补充。

（作者为北京体育大学教育学院副教
授、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新潮运动有望进一步落地生根
□ 李耀章

■ 链接

口腔健康是衡量“银发一

族”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按

全口 28颗牙计算，我国 65岁至

74 岁老年人平均缺失 5.5 颗，

全口无牙比例达 4.5%，牙列完

整者不足 20%。

怎样告别“老掉牙”？全国

老年健康宣传周之际，专家针

对一些认知误区，提出科学管

理口腔健康的建议。

掉牙并非“老来病”

“过去以为人老了掉牙是

自然现象，直到牙齿松动，吃东

西 疼 ，才 意 识 到 问 题 的 严 重

性。”张大爷的情况并非个例。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牙周科

主任医师释栋指出，许多老年

人 认 为 口 腔 疾 病 都 是“ 老 来

病”，实际上，老掉牙是牙周病

所致，牙周病可防可治，但早期

症状隐匿，易被忽视。

据介绍，牙龈出血、牙龈退

缩等都是牙周病的早期症状。

刷牙或咬硬物时出血，虽不痛

不痒，却是牙齿发出的求救信

号。很多年轻人患上牙周病，

到老年才显现严重后果。

“我国老年人定期洗牙比

例不足 10%，导致一些口腔疾

病延误治疗，治疗难度和成本

大幅增加。”释栋说。

牙 周 病 的 病 因 是 多 方 面

的，其中口腔细菌的作用尤为

明显。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第一医学中心口腔科主任李鸿

波指出，细菌以牙菌斑形式附

着 在 牙 齿 表 面 ，引 发 牙 龈 炎

症。若长期不清理，炎症会向

深层蔓延，破坏牙槽骨，导致牙

齿失去支撑。

此外，口腔异常症状往往

提示系统性疾病。李鸿波强

调，频繁牙龈出血经洗牙仍无

改善，可能提示心血管疾病、糖

尿病或血液系统疾病等；无明

显口腔病因的顽固性口臭需警

惕胃肠道疾病或呼吸系统疾

病，尤其是幽门螺杆菌感染；长

期不愈的口腔溃疡伴溃疡面扩

大、边缘隆起时需重视；短期内

多颗牙齿龋坏或慢性炎症急性

发作，可能反映机体免疫力低下。

缺牙不补危害大

老年人牙齿缺失后，常常选择“将就”或“凑合”。

李鸿波说，缺牙影响咀嚼、发音、美观，余留的牙齿易

发生食物嵌塞、磨损加重、咬合创伤，长期缺牙引发消

化负担加重、颞下颌关节疼痛等问题，还可能导致颌

骨萎缩、影响面部轮廓。

目前常见的牙齿修复方式包括活动义齿、固定义

齿和种植牙。种植牙咀嚼功能接近天然牙，但是治疗

周期长，需手术植入。

“骨量不足者需先植骨，就像盖楼前要打地基，这

对高龄患者来说挑战较大。”释栋说。

固定义齿俗称“固定桥”，需要通过磨小缺牙两侧

的健康牙来搭桥修复。优点是外观自然、无需摘戴，

但对余留牙的数量和稳定性要求较高。按专家的比

方，“就像用两座桥墩撑起整座桥，磨小的牙齿易龋

坏，一旦桥墩垮塌，前功尽弃”。

活动义齿，即传统可摘戴假牙，价格亲民，对余留牙

要求低，但舒适度较差，存在异物感强、咀嚼效率低、易

脱落等问题。尤其是适应期可能影响发音和进食。若

选择活动义齿修复，需定期调整以适应牙槽骨变化。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口腔科主任冯驭驰提示，老年人

在选择修复方式时，应综合考虑自身情况，并在专业医

生的指导下进行决策。比如对于患有严重骨质疏松症、

糖尿病等全身性疾病的老年人来说，种植牙可能存在一

定的风险；牙槽嵴低平患者可能更适合活动义齿修复。

一口好牙度晚年

“‘牙刷+牙线’组合可清除 80%的牙菌斑。”北京

大学第一医院口腔科主治医师王秋月建议，老年人选

用软毛牙刷，每日早晚刷牙两次，每次不少于 3 分钟。

同时配合使用牙线或牙缝刷，使用牙线时呈“C”形包

绕牙面上下刮擦；选择牙缝刷时需根据牙缝宽度选取

合适直径，避免强行插入损伤牙龈。

义齿清洁同样不容忽视。冯驭驰建议，种植牙和

固定假牙可通过刷牙、牙线、牙间隙刷等进行清洁；活

动义齿需在进食后摘下清洁，睡前也应摘下浸泡在冷

水中或用假牙清洁剂浸泡。此外，老年人应每半年至

一年进行一次口腔检查和洗牙，以便及时发现并处理

口腔问题。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老年人口腔健康，将健康

口腔纳入《“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开出系列“关

爱处方”——

部分地区将洗牙、补牙纳入医保，降低老年人就

医负担；一些社区开展老年人口腔健康讲座，普及巴

氏刷牙法、牙线使用等知识；多地乡镇卫生院增设口

腔科，让农村老年人就近就医……

健康中国，一个都不能少。守护老年人口腔健

康，既是医学课题，也是民生工程。在政策、技术与观

念的协同推进下，期待更多老年人“一口好牙度晚

年”。 新华社北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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