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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滑是一项受到世界人民喜爱的极

限运动，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轮滑运动

以它独有的魅力遍布在法国的大街小巷，

成为法国民众垂青的一项全民运动。据不

完全统计，法国现已有五百多万轮滑爱好

者参与此种时尚运动。徜徉于当今法兰西

的繁华街头和露天广场，不时能看到许多

充满朝气的轮滑一族，有人以此为锻炼身

体、保持健康的手段，有人以此为一种节

能环保的交通工具。不管是无忧无虑的潇

洒少年，还是气概非凡的飞轮玩家，都在

尽情体验着轮滑带给他们的欢乐。在土地

异常昂贵的法国之都巴黎，交通贸易非常

发达，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今，在法

国行政部门的经济援助下，每周日晚上无

一例外地举办名为巴黎轮滑之夜的万人喝

彩的大型娱乐活动。巴黎轮滑之夜由巴黎

交警开道护航，届时参加者将在巴黎的各

条主要道路上滑旱冰，每次轮滑大约要

持续 3h 左右，并且每次的滑冰路线都经

过重新选择和慎重挑选。作为政府职能的

执行者，巴黎警方每次都安排大量警力和

车辆保驾护航，同时也有设施齐全的医护

人员随车而进。这种热火朝天的轮滑场面

足以使人体验轮滑运动的独有韵味，所有

参加轮滑行列的人们不分年龄、种族和性 

别，或者独身一人遨游冰场，看尽风光；

或者一家老少簇拥前进，三步一回头；或

者有来自他乡的游客也因为好奇而加入巴

黎轮滑之夜的滑冰大军之中。轮滑者用双

脚下的数对轮子量度着街头巷尾，饱览巴

黎优雅浪漫的夜之风光，同时作为风景的

他们也是巴黎夜景的一部分。

1　轮滑运动的发展前景

1.1　竞技轮滑是轮滑运动发展的

导向

竞技轮滑运动在轮滑运动发展中发

挥着导向的作用，是轮滑运动发展的舵

手和风向标。充分发挥竞技轮滑的导向作

用，不仅能够大幅度提高运动员的整体水

平，同时也能推动轮滑运动普及范围的扩

大。因此，主管轮滑运动的各国际轮滑组

织应该积极开展形式不同、规模大小不一

的国际轮滑比赛，如国际轮滑锦标赛、国

际轮滑冠军赛和国际轮滑交流赛等。各种

形式的竞技轮滑比赛的举行，不仅能够推

动各国轮滑专业队训练水平和比赛成绩的

飞跃，同时也能够为开展轮滑运动的国家

和地区举办有特色的国内比赛和国际比赛

提供可借鉴的成功范例，从而推动国际轮

滑锦标赛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层次的不断 

提高。

1.2　大众轮滑是轮滑运动发展的

基石

大众轮滑是轮滑运动发展的基石，大

众轮滑发展的好坏是轮滑运动大众化实现

与否的重要指标。现实表明，各国数以

千万计的儿童青年是承载轮滑运动技术的

客户源泉，所有的轮滑推广组织都应该以

促进这一人群认同并参与轮滑运动为开展

工作的目的。与此同时，应大幅度提高轮

滑教练、轮滑裁判和轮滑运动组织者的业

务能力和水平，由于这些人群是保证轮滑

运动不断有“新生”参与的最关键因素，

他们的技术水准和业务能力的好坏优劣决

定着轮滑运动普及程度的高低。因而，巩

固大众轮滑在轮滑运动发展中的基础性地

位，能够为轮滑运动的持续发展提供不竭

源泉。

当今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实施的还是

倾全国之力举办体育的举国体制政策，以

致于很多练习竞技体育的青少年儿童不得

不牺牲学习文化课的大好时光，走向专业

化的体育生涯，然而事实证明这对于大多

数参与其中的青少年儿童来说是一种竭泽

而渔式的发展道路。青少年儿童应该将学

习与训练有机融合，在接受专业轮滑训练

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做好文化课的学习工

作。第一，要充分珍视青少年儿童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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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怀着对他们未来人生打算的高度

责任感，切实抛弃只练不学的成长独断主

义；第二，切实安排好受训青少年的全面

教育问题，摒弃追求竞技效益最大化的短

视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唯有处理好轮滑

训练和队员全面发展的矛盾，轮滑运动才

能够有源源不断的群众来源，轮滑运动也

才能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

1.3　轮滑产业是轮滑运动发展的

经济支撑

轮滑产业的发展状况如何是轮滑项

目是否能够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而轮滑

产业的发展除了需要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

外，还需要轮滑产业“自己动手”。现代

轮滑发源并迅速发展于西方社会，在其有

限的历史长河中获得快速传播，其产业规

模和产值与其他流行的体育运动形式相比

还有不小的差距。因而要向其他发展较成

熟的体育项目借鉴成功经验，同时也要有

与其他运动项目竞争和争夺运动市场的毅

力和勇气。吸收其他运动项目产业规模

扩大的既有经验不失为一种立竿见影的捷

径，但绝对不是亦步亦趋的照搬照抄，从

这个意义上讲，轮滑运动要形成充分体现

自己项目特色的产业发展道路，从而为

形成轮滑运动可持续发展之路提供经济 

支撑。

2　轮滑运动可持续发展之路

2.1　加快轮滑运动的普及程度

体育运动项目的普及程度是否得到

人民群众的认可，是判断该项目能否持续

发展的重要原因。例如，垒球曾经因为参

与运动的人数不多而被奥运会除名，因而

难以实现该运动的可持续发展。轮滑运动

在有关国际组织的指导下，在世界各国体

育行政管理机构的配合下，通过轮滑爱好

者对该项目的一致推崇，轮滑运动已经获

得了长足的发展，以推广轮滑运动为主题

的国际国内比赛日渐增多，运动员的竞技

能力和技术水平稳步提升，以轮滑运动为

媒介的国际交往也逐渐增多，所有这些都

在提高轮滑运动普及程度的同时，也促进

了轮滑运动的可持续发展。

2.2　营造轮滑运动的人文环境

与其他体育运动项目相比，轮滑成为

大众普遍喜爱的运动项目的历史还很短。

因而，轮滑运动管理部门应该做好轮滑运

动员、教练员和后勤人员的思想工作，坚

决摒弃害人害己的恶性竞争，拒绝充当兴

奋剂的俘虏，规范参与比赛的运动员的资

格审查工作等。国际轮滑联合会、全体轮

滑教练员和全体裁判员要同心协力，认真

执行比赛规则章程，严明轮滑竞赛纪律，

重视竞赛风气，自觉打造轮滑运动员的光

辉形象，为轮滑运动的持续发展营造良好

的人文环境。

2.3　提升轮滑运动的竞争能力

运动竞赛是轮滑运动持续发展的杠

杆，也是轮滑项目发展和普及的重要因 

素。因而，要加快形成能够满足不同人群

健身交流需求的，完善有序的轮滑竞赛体

系。在保证锦标赛高水平开展的前提下，

各国应根据本国轮滑运动开展的实际情况

举办各种规模的轮滑运动竞赛，如全国轮

滑选拔赛等。这样能卓有成效地吸引其他

国家高水平选手参加，扩大轮滑影响力和

国际知名度，同时提升轮滑运动员的竞技

能力，从而使轮滑运动更具竞争能力。

2.4　组建轮滑运动的培训基地

轮滑运动的持续发展必须要形成一

个科学的、快速健康发展的人才培训系 

统，就是要将一线轮滑教练员、裁判员和

轮滑工作者与广大轮滑爱好者零距离接

触，并进行轮滑运动技术的口传心授。同

时，要将轮滑教练员与社会体育指导员的

积极性动员起来，大力培养发展轮滑运动

指导员，提高工作人员的素养，从而组建

轮滑运动的培训基地，保证轮滑运动的可

持续发展。

3　结　语

竞技轮滑运动在轮滑运动发展中发

挥着导向的作用，是轮滑运动发展的舵手

和风向标。大众轮滑是轮滑运动发展的基

石，大众轮滑发展的好坏是轮滑运动大众

化实现与否的重要指标。巩固大众轮滑在

轮滑运动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能够为轮

滑运动的持续发展提供不竭源泉。唯有处

理好轮滑训练和队员全面发展的矛盾，轮

滑运动才能够有源源不断的群众来源，轮

滑运动也才能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

道。国际组织的指导，轮滑爱好者对该项

目的一致推崇，国际国内比赛的日渐增 

多，运动员的竞技能力和技术水平的稳步

提升，以轮滑运动为媒介的国际交往的逐

渐增多，促进了轮滑运动的可持续发展。

坚决摒弃害人害己的恶性竞争，拒绝充当

兴奋剂的俘虏，规范参与比赛的运动员的

资格审查工作等。加快形成完善有序的轮

滑竞赛体系，保证锦标赛高水平开展，举

办各种规模的轮滑运动竞赛，吸引其他国

家高水平选手参加，扩大轮滑影响力和国

际知名度，提升轮滑运动员的竞技能力，

从而使轮滑运动更具竞争能力。轮滑运动

的持续发展，要将一线轮滑教练员、裁判

员和轮滑工作者与广大轮滑爱好者零距离

接触，并进行轮滑运动技术的口传心授。

同时，大力培养发展轮滑运动指导员，提

高工作人员的素养，组建轮滑运动的培训

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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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部门为推手、各大媒介齐宣传的强大阵

势中，使摔跤这项彝族传统体育项目走进

社区、走进课堂、走进人民群众的生活。

真正做到保护和开发共举的彝族传统体育

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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