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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记者 舒姿

滑板运动是一种广受年
轻人青睐的街头文化样式，
即将在东京奥运会上首秀。
2020 年，中国轮滑协会宣
布，歌手、演员王一博为滑板
运动推广大使。从此，滑板
运动选手们有了更多的表现
空间，也让更多普通人开始
认识并接触滑板运动，体验
在板上“飞跃”的感觉。

城区步行街南门遗址
旁，有一座下沉式小广场，广
场虽小，却是我市滑板运动
爱好者的聚集地。有关人士
近日告诉记者，每逢周末，轮
子摩擦地面的声音此起彼
伏，十几个玩滑板的少年在
此飞掠而过。

滑板运动近似于轮滑运动，运

动员脚踩滑板，在不同地形、地面

及特定设施上，在音乐旋律中，完

成各种复杂的滑行、跳跃、旋转、翻

腾等高难动作，技巧性较强。

东京奥运会滑板项目，根据不

同场地，分为街式和公园两种比

赛。街式比赛在类似街道的跑道

上进行。跑道上有楼梯、扶手、墙

壁、长凳和斜坡等，每个参赛者单

独表演技巧和动作，根据难度、高

度、速度等标准评判打分。记者了

解到，目前，我市滑板运动爱好者大

部分是街式赛选手。街式赛的评

分主要有个人风格、动作完整性和

道具利用率等标准。

金华市是较早开展极限运动

的城市，整体氛围不错。金华市有

极限运动协会，还在积极组建滑板

市队。成立市队的目的，除了比赛

拿成绩，更是为了储备力量，为国

家输送人才。成立极限运动协会

之前，金华市已有 5 家专业俱乐

部，数量在全省排名前列，也取得

过不少好成绩。目前，金华市玩滑

板的大约有 1500 人，其中专业学

习滑板的少儿有两三百人。金华

市不仅建有极限运动公园还有室

内滑板场，为滑板运动发展奠定基

础，同时向市民推广这一项运动，

并从中挖掘有潜力的青少年作为

储备力量。

我市滑板运动的体育场地建

设还很薄弱，不少立志学滑板的青

少年，苦于没有专门的训练场地。

另一方面，市民对滑板运动认识不

足，没能广泛推广开来，参与人数

总体偏少。更为关键的是，我市缺

少金华市极限运动协会这样的组

织来管理、引领。同时，在我市，滑

手参加专业训练的很少，不利于这

项运动的持续健康发展。

参与人数总体偏少 没有专门的训练场地

滑板运动在我市能够走得多远

参与者以中学生为主

“最早看表哥玩，我觉得很酷，就让老爸买

来滑板，从此学起来了。”俞欣鹏，18 岁，玩了四

年滑板，算是这群步行街滑板少年的大哥，常常

指导小弟弟小妹妹们玩。他告诉记者，在步行

街玩滑板的有二三十人，以中学生为主。他们

基本上只能在周末、放假时才能玩滑板。学习

方式上，他们主要靠自学、相互切磋为主，有时

候看看网络上的滑板视频。

夏铭昊，16 岁，玩了两年滑板。当初，他两

天就把基本动作学会了。练翻板，他一天翻好

几百个；跳台阶，一直跳，一直摔，摔了爬起来再

跳。滑板给他的感觉，是放松和自由，还帮助他

变得外向了。他以前不太爱说话，自从学了滑

板，学会“以板会友”，接触的人多了，无论走到

哪里，一个击掌一个碰拳，相互间就可以像家人

一样亲密无间。

周侃和应铭海也只有 16 岁，入门时间较

短，只有三个月。不过，他俩学习劲头十足，只

要天气好，每次周末必到场练习。周侃告诉记

者，美中不足的是，学校老师总认为滑板运动是

项危险项目，不让他们在学校玩。如果只在周

末练练，他们很难出成绩。

徐灵敏是个 17 岁的小姑娘，学了一年滑

板。她最早是在抖音上看到我市步行街有很多

人在玩滑板，就买了个长滑板，起初不敢上去搭

讪，只是默默地跟着玩。后来，一个小姐姐过

来，陪她一起玩。这时，她才知道滑板分长短，

长板较平稳，适合练习走步子，短板就能练翻板

等动作了。对女孩子来说，在体能上与男生难

免有差距，得多练习。其实，滑板本来就是一项

阳光积极的运动，锻炼身体、挑战自我，她希望

有更多的女孩子喜欢上滑板运动。

滑板作为一项极限运动，设备方面，前期投

入不少，一套中档滑板需要六七百元，鞋子衣服

要两三百元，一算也得上千元。而且滑板运动

比较费鞋，滑板的轮子也得常更换。滑板运动

虽然在大城市成了时尚，可在我市玩滑板的人

相对还是少的，多被认为是另类运动，家长支持

的不多，像俞欣鹏他们的父母算是比较支持

了。这些家长认为，不管怎样，孩子玩滑板至少

比沉迷游戏强。

在我市，滑板运动是个小众项目，而滑手大

多出于兴趣爱好以自学为主，没有经过专业化

训练，更谈不上走职业化之路了。

在永康宝龙广场举办的潮流滑板赛场景。

我市市民、今年 22 岁的刘勇

玩了 6 年滑板，现在从事滑板运动

教学，也卖滑板。“由冲浪运动演变

而成的滑板运动，如今已成为最

‘酷’的运动之一，被人们称为陆地

冲浪。”他告诉记者，滑板对他的影

响很大。步行街众多滑板爱好者，

就是他聚集起来的。三年来，人员

有进有出，一直保持在百来人的规

模，玩得不错的二三十人，人数没

有太大波动。

刘勇告诉记者，我市滑板运动

起步晚，而且断代问题突出。前两

年，有几个玩得不错的，上大学后，

不来了。任何一项运动，如果没有

一定的大众基础，没有足够多的核

心玩家，就发展不起来。另外，我

市还缺少公共滑板场地，就连找一

块较大的大平地也难，更别说“碗

池”等专业的辅助训练场地了。问

题的关键在于，家长支持的不多。

他们认为，滑板运动太小众，不如

学打篮球、乒乓球；二是跳来跳去、

飞来飞去太危险。其实，极限运动

不是盲目挑战，而是通过挑战，找

到自己生理和心理的平衡点，并进

行发展、发明、创新。极限运动鼓

励尝试，但要量力而行，滑板运动

也是如此。

刘勇希望，滑板赛事进入奥运

会后，我市市民对它的认识也能逐

渐更新。刘勇说，这两年，玩滑板

的人增多了。更令人欣喜的是，大

量小学生加入。滑板运动团体越

来越大，也有了更多的乐趣。

“与其他运动一样，五六岁的

孩子就可以开始学滑板了，年龄小

掌握要领更快，腾空、跳跃动作越

早学会，对后续练习更有利。”刘勇

说，Ollie(意为“豚跳”)就像海豚跃

出海面的动作，是滑者的一个坎，

高度起码达到 60 厘米。如果练不

上去，滑者很容易放弃。一般来

说，五六岁的小孩体重轻，如果弹

跳力强，就能很快掌握Ollie。

在刘勇看来，他的小学员都挺

能吃苦的，有时候练了一整个下

午，没人喊累。他自己也是这么过

来的，简单的基础动作练一天，稍

难的动作得成百上千次练习。刘

勇不会想到，有一天滑板运动也会

走上奥运会的舞台。自由、奔放、

突破自我——这项看上去又酷又

年轻的运动，衍生出了新的精神内

涵。跳出冷门运动的圈子，滑板运

动或将成为商业秀的新宠。

滑板运动或成商业秀新宠

苦于没有专门的训练场地

我市滑手表演腾空动作。

扫一扫观看滑板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