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儿田径赛事办赛指南》行业标准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一般情况下，少儿体育比赛往往采用成人比赛的项目和规则。这

种不适应少儿需求的比赛，往往会导致竞赛过于专业化。而早期专项

化比赛活动不仅对绝大多数孩子是不利的，也很难让孩子产生兴趣。

为此，2001 年春季，“国际田联少儿趣味田径”工作组进行创新，确定

了针对少儿的比赛项目和概念，力图把激情融入娱乐田径运动之中，

让孩子可以在体育场、操场、健身房等任何地方参与跑、跳、投等基

本的田径活动。2012 年，世界田联与中国田径协会签订协议，正式

在我国实施少儿田径推广计划。 

近年来，随着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深入推进，少儿田径赛事日益

普及。为对各级少儿田径赛事进行标准化规范化管理，国家体育总局

下达了 2022 年第一批体育行业标准制定项目，要求制定《少儿田径

赛事办赛指南》体育行业标准，计划号 202212。 

（二）标准的起草单位及起草人 

本标准的起草单位为：中国田径协会、中田认证服务（北京）有

限公司等。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人为：。 

（三）主要工作过程 



2021 年 8 月，中国田径协会提出本文件立项计划，并着手起草

标准立项文件。中国田径协会组织相关人员开展收集国内外行业资

料，开展标准预研工作。编制了标准立项建议书及项目评估报告等相

关文件。 

2021 年底，中国田径协会向国家体育总局提交了行业标准立项

申请，2022 年初国家体育总局下达了该标准制定计划项目。 

2022 年 6 月，在中国田径协会的组织协调下，成立了标准起草

小组。起草小组依据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田径协会的相关制度文件，

结合少儿田径赛事特点，完成了标准草案的编制。 

2022 年 7 月至 8 月，中国田径协会组织相关企业、高校老师、

田径专家等召开了 3 次线上会，对标准内容进行了逐项讨论，修改补

充了适用范围、比赛项目设置、预案制定等内容。 

2022 年 9 月，起草小组根据专家意见对文本进行了修改完善，

形成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与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

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起草。 

（二）本标准主要内容 

本文件提供了各级政府及体育主管部门、学校、社会组织和企事

业单位组织和举办面向社会居民、学校学生等群体的基层少儿田径赛

事活动办赛指导和建议。 



本文件适用于在中国境内（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

区、台湾地区）举办的面向 4 岁-13 岁少儿的田径赛事。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

期的经济效果 

在田径比赛中，不论是成年组还是少儿组的比赛，其比赛的项目

和规则几乎相同，成年组比赛的专业性和竞技性太强，而过早的专项

化竞赛对少儿今后的发展非常不利。研究表明，早期的专项化比赛会

使少儿以后运动能力的提高受到很大的限制、对其身心的发展也会造

成不利的影响，甚至会直接缩短他们的运动寿命。 

对此“国际田联少儿田径”工作组于 2001 年春季确定了少儿比赛

项目的概念，目的是为了使少儿田径与成年人的田径运动所存在的差

异明显化，并由此明确了“国际田联少儿田径”的概念。少儿田径就是

力图把激情融入娱乐田径运动之中。新的比赛项目和开发的组织活动

能使孩子在任何地方（体育场、操场、健身房以及任何可以运动的场

所）均可以参与一些基本的活动，如：短跑、耐力跑、跳跃投掷等，

并通过运动实践的方式使孩子们在健康、教育、自我成就等方面受益。

少儿田径的组织目标是：（1）同时让很多孩子同时积极参与形式多

样的、基础的田径运动；（2）运动技能要参照年龄和协调能力因素；

（3）好成绩不只局限于强壮或速度快的孩子；（4）具有一定的惊险

性，提供一种适合少儿参加的田径运动：（5）根据组别顺序，项目

结构进行评分：（6）需要很少的协助人员和裁判；（7）男女混合组

成的团队参加比赛。 



2005 年国际田联为 7~15 岁青少年制定了国际田径运动的发展政

策，这项政策具有两个目标：第一，在世界范围内使田径运动成为学

校里参与人数最多的单项运动：第二，在田径运动方面以最有效的方

式，为来自联盟和其他地方的少儿将来的发展做好准备。少儿田径项

目包含的内容：第一，促进健康。所有活动的目标都是为了促进少儿

健康成长，鼓励少儿全身心投入到活动之中。田径运动是唯一能够通

过改变活动性质和活动自然特征来满足这种挑战的运动项目。少儿比

赛的形式的改变将促进少年一代身心的健康发展。第二，社会参与。

少儿田径项目是为了在社会背景下培养少儿团结精神，并鼓励团队中

每个人都积极参与的集体项目，为少儿提供了相互参与和接受个体差

异的机会。运动规则简单和无害、天性等特点，将有利于提高少儿的

责任意识。这些责任是他们成为成年人后真正需要承担的。第三，比

赛结果的不确定性。要激发少儿在比赛中取胜的渴望。而运用精选比

赛方式（团队、项目、组织），能使比赛结果不到最后一刻都难以预

测，为少儿积极参与活动提供动力。 

中国于 2009 年从国外引进，2010 年在北京鸟巢举办了第一届全

国“少儿趣味田径”运动项目的比赛。通过这次的比赛，让“少儿趣味

田径”运动项目在全国内有了一定的影响。自此以后，每年我国都会

举办全国少儿趣味田径比赛或展览会。2015 年，《少年儿童田径竞

赛指导意见》正式发布。该文件规定国际田联少儿趣味田径项目的竞

赛组织形式和规则将应用于小学（7-12 岁）阶段的田径比赛中，这意

味着由此之后，成人竞技田径项目将在小学阶段成为过去式，少儿趣



味田径将以一种“新身份”进入孩子的世界并将得到孩子们的喜爱。相

比于传统的田径运动，少儿趣味田径项目具有娱乐性和趣味性等独特

的优点，运动形式多样，趣味性高；器材安全环保，颜色鲜艳，源于

体育运动但又区别于传统竞赛项目，具有正规的技术指导与成绩指

标，更能吸引少儿注意力，增加少儿参与田径运动的积极性。 

少儿趣味田径项目与传统田径项目区别主要集中在组织形式、人

员、赛制、规则、成绩、时长、地点以及裁判员任务等多个方面：（1）

在组织形式上，少儿趣味田径项目采用团队模式，而传统田径项目只

有接力赛采用团队模式外都采用个人模式，更好的提升团队凝聚力；

（2）在参与人员上，少儿趣味田径项目队员可以参加全部项目，避

免传统项目只有单项成绩优异者参与的情况，提高每一位参与者的兴

趣；（3）在竞赛体制和成绩统计上，两者也不相同，少儿趣味田径

项目采取团队计算成绩，成绩计算方式比较迅速，减少人力以及环境

因素对成绩的影响，传统项目只有少数成绩优异者获得大家的认可；

传统田径项目成绩编排复杂，需要计算后排序公布；（4）在比赛时

长上，少儿趣味田径项目相比于传统田径项目而言，更容易组织，比

赛用时相对较短。（5）在比赛场地上，少儿趣味田径项目比赛对场

地要求低，减少了传统体育运动开展场地的限制；（6）在裁判任务

上，裁判员在比赛过程中不再是传统的秩序维护者与成绩统计者，转

变为参与者的苦难解决可以促进参与者以愉悦的身心参与比赛。 

少儿趣味田径项目的开展需要组织者精心策划，所有的比赛在限

定的时间完成，每个项目都以教学卡片的形式展示给参赛者，参赛者



可以迅速了解该项目的比赛过程以及得分手段，同时少儿趣味田径具

有的专业化器械，教师可以根据具体的场地，因地制宜制定不同的教

学计划，避免场地不足或器械问题造成的安全问题。在竞赛方面，少

儿趣味田径项目整个比赛过程所涉及的比赛项目由组织者根据需要

选取，涵盖跳跃项目、竞赛项目、投掷项目，比赛形式上主要采用团

体赛，总得分的计分方式，所有学生全身心投入到比赛，整个团队的

成绩源于每一个人的努力，学生在比赛中互相鼓励，运动中培养团队

意识，获得团队合作的经验，体验团队成功的喜悦。 

针对少儿田径赛事的特点，本文件从总则、赛事分类、办赛条件、

赛事筹备、赛事组织等方面给出了儿童田径赛事的办赛指南，并以附

录的形式，给出了儿童组和小学组的田径赛事推荐项目。 

四、本标准参照采用的国际或国内法规及相关标准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和国外先进标准。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参照《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国家体育总局令第 25

号）和世界田联少儿趣味田径活动规则编制，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

制性国家标准一致。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措施建议 

标准发布后，可通过标准宣贯的方式推广实施。 



八、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无需废止现行有关标准。 

九、本标准编制说明的附件 

无。 

 

标准起草小组 

                                                2022 年 9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