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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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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起

草。           

本标准由中国田径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国家体育总局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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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儿田径赛事办赛指南 

1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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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JY/T 0466 小学体育器材设施配备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总则 

4.1 坚持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原则举办少儿田径赛事。按照“谁审批、谁负责”、“谁主

办、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要求，加强赛中赛后监管，监管与服务相结合。  

4.2 赛事活动组织者对少儿田径赛事安全承担直接责任。如涉及疫情防控、医疗急救、消防应急等赛

事组织工作必须严格依据属地疾控、卫生、应急、公安等部门的相关规定及本指南执行。 

4.3 体育部门主办的少儿田径赛事活动，主办方主动购买公众责任方面的保险。鼓励其他少儿田径赛

事活动主办方、参与者购买公众责任或意外伤害方面的保险。 

5 赛事分类 

5.1 少儿田径赛事按规模分为小型少儿田径赛事和大型少儿田径赛事。 

注：小型少儿田径赛事是指以各学校、幼儿园等单位自行组织的少儿田径赛事；大型赛事是指以区、县级及以上单

位组织的有多个单位参加的少儿田径赛事。 

5.2 少儿田径赛事按年龄段分为幼儿组少儿田径赛事和小学组少儿田径赛事。 

注：幼儿组少儿田径赛事是指主要参加人群为4岁-6岁幼儿的少儿田径赛事；小学组少儿田径赛事是指主要参加人群

为7岁-13岁小学生的少儿田径赛事。 

6 办赛条件 

6.1 总则 

少儿田径赛事的办赛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a） 备案文件：按照中国田径协会相关规定和当地体育竞赛活动管理规定，由主办单位在举办少

儿田径赛事前30天向有关部门提交赛事活动申请和备案。如举办社会福利募捐性公益少儿田

径赛事，还要经民政部门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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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组织架构：由主办方、承办方或/和协办方组成，通过书面协议明确各方的权利与义务。视赛

事的规格和规模等实际情况合理确定组织机构分工。 

（c） 物资配备：根据比赛规模、项目、裁判员、比赛时间等条件配置符合相关标准和要求的场地

和器材设施。 

6.2 场地条件 

根据比赛规模，少儿田径赛事的办赛场地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a） 场地坚固、表面平整且具备满足赛事参与人数规模要求的空间条件。例如：体育场馆、社

区广场、城市公园、健身步道等。 

（b） 大型赛事宜采用标准室内田径馆或标准田径场。小型赛事的场地一般根据比赛项目设置、

参赛者人数、比赛时间、裁判员/工作人员和器材数量等条件来确定。 

（c） 幼儿组少儿田径赛事场地面积不宜小于20米×40米，小学组少儿田径赛事场地面积不宜小

于40米×60米。举办面向社会居民的少儿田径赛事时，场地面积不宜小于40米×60米。 

（d） 在实际可使用的竞赛区域、观赛区域、配套服务区（如厕所、饮水、集结和疏散区域）等

方面满足必要的竞赛要求和服务要求。宜配备有一定数量的观众席和竞赛所需的各类功能

用房。 

（e） 布置场地时，考虑到赛事过程中的人员流动、工作交流和安全缓冲，在场地周边宜留有宽

不小于2米的空余地带、面积不小于10平方米的参赛人员休息饮水区，以及赛事组织工作区、

带有主题背景墙的开闭幕式和颁奖留影区。 

（f） 在赛前和赛时由组委会安排专人进行安全检查，确保场地在赛事举办期间可以正常使用。 

6.3 器材设施条件 

根据比赛项目设置，少儿田径赛事的器材设施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a） 组委会根据比赛项目设置，依据JY/T 0466的要求配备相应的器材设施。有标准器材设施的，

优先选用标准器材设施。无标准器材设施的，根据比赛项目需要自创满足规格和数量需求

的器材。自创器材时，注意器材在比赛过程中的安全问题和耐用性问题，在保证安全的基

础上，考虑器材的外形、重量、材质、色彩等因素。 

（b） 在赛前和赛时由组委会安排专人进行安全检查，确保器材设施在赛事举办期间可以正常使

用。 

（c） 建议为每一种器材设施准备一定数量的备用件，以备替换比赛中损坏的器材设施。 

7 赛事筹备 

7.1 组织机构分工和培训 

7.1.1 组织机构分工 

少儿田径赛事的工作部门和工作职责包括但不限于： 

（a） 组委会（项目筹备组）：在赛事主任的带领下，统一领导和落实赛事的各项筹备工作，包

括但不限于统筹综合事务、竞赛组织、场地器材、信息技术、媒体运行、运动员服务、裁

判员服务、观众服务、志愿服务、计时计分与成绩处理、体育展示、颁奖仪式、疫情防

控、医疗服务、安全保障、赛风赛纪、财务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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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场地器材组：在技术主任的带领下，负责赛事所需的场地、器材等事务。如对竞赛场地进

行综合检查，赛时进行场地硬件设施的管理、维护、修缮及日常巡查，确保正常运转；负

责在赛前和赛时对竞赛器材设备进行安装调试和安全检查，确保正常使用。 

（c） 后勤保障组：在组长的带领下，负责后勤保障工作，包括比赛用水、安全、接待、食宿、

交通、休息场地、比赛物料的准备等事项。主要负责： 

1） 编制嘉宾、裁判、接待、食宿、交通等工作方案，制定详细实施计划；为组委会提供

后勤支持；确保食品安全，杜绝发生食物中毒等事件；分析赛时可能发生的各种突发

事件，制定应急预案，并做好培训、演练与应急处置工作。 

2） 落实竞赛场地网络、音视频播放系统、展示大屏等设施；保障比赛期间成绩传输的正

常运行；负责比赛场地形象景观的设置与维护，完成场地周边环境整治，设置必要的

指示、提示标识；负责场地内卫生清洁服务与废弃物分类收集和处理，为赛事创造优

良环境；分析赛时可能发生的各种突发事件，制定应急预案，并做好培训、演练与应

急处置工作。 

（d） 竞赛秘书组：在竞赛主任的带领下，负责赛事相关文件的制定和编排，如报名表、竞赛规

程、秩序册、成绩册、成绩公告等。 

（e） 宣传和颁奖组：在组长的带领下，完成赛事前期、赛中和赛后的宣传、海报、广播和颁奖

等工作。 

（f） 裁判组：在裁判长的带领下，完成比赛的裁判工作。 

（g） 志愿服务组：协助完成比赛中的引导、安全保障等工作。 

7.1.2 赛前人员培训 

赛前人员培训宜在少儿田径赛事举办的 2天前完成，由主办方配合协办方完成相关人员（所有参

与少儿田径赛事的人员）的培训工作。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赛事的竞赛规程、项目竞赛规则和技术相关规定。 

（b） 竞赛准备期间和比赛过程中的日程安排、项目的器材标准、场地布置标准和要求、比赛安

全事项、意外事项处理流程和要求等。 

（c） 竞赛过程中的协调事项、裁判组执裁工作方法和各组间沟通工作方法等。 

（d） 参赛队和参赛人员的注意事项。 

7.2 比赛项目设置 

7.2.1 幼儿组少儿田径赛事 

幼儿组少儿田径赛事比赛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夺宝游戏、荷叶池、打扫院子。比赛所需场地和器材及

比赛办法和规则见附录 A。 

7.2.2 小学组少儿田径赛事 

小学组少儿田径赛事比赛项目包括但不限于接力跑、一级方程式、跨越障碍掷准。比赛所需场地和

器材及比赛办法和规则见附录 B。 

7.3 比赛规程制定 

比赛规程包括但不限于比赛的名称、时间、地点、项目设置、赛事规模、主办单位、承办单位、

参赛资格、比赛办法、奖惩办法、报名办法、组委会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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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比赛项目的时间不宜超过 2小时，各比赛项目之间宜设置足够的休息时间。 

示例： 

****年/第*届 ******（单位）少儿田径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二、协办单位 

三、承办单位 

四、时间、地点 

五、赛事规模（参赛单位及名额） 

六、参赛者资格 

七、组别设置 

八、、比赛项目设置及比赛须知 

（一）比赛项目 

（二）比赛规则 

（三）比赛须知 

九、计分、录取及奖励办法 

十、报名办法 

十一、组委会联系方式 

十二、其他 

7.4 组织报名 

7.4.1 报名时间：宜在赛事前 30天公布比赛规程（7.3），发布举办通知并组织报名。根据比赛规程

（7.3）确定的赛事规模，由组委会自行决定报名截止时间。报名截止时间宜设置在比赛举办前 3天-7

天。 

7.4.2 报名条件：按照比赛规程的安排（年龄分组、参赛项目和名额等）报名。接受报名后，组委会

及时检查核对报名情况，如有问题，及时沟通处理，确保报名无误。 

注：参赛运动员的年龄分组按如下方式划分：比赛当年 8 月 31 日（含）前达到该年龄组年龄的参赛者，参加该年龄组

别比赛；达不到该年龄组年龄要求的参赛者，参加下一年龄组级别的比赛。 

7.5 比赛日程确定 



TY/T XXXXX—XXXX 

6 

根据比赛项目设置、参赛人数、比赛时间、场地条件和裁判员等条件来确定，确保每一位参赛者

在两个项目之间有不少于 5分钟的休息时间。 

多个单位参赛时，同一单位的参赛者尽可能不安排在一个组。 

7.6 预案制定 

7.6.1 安全保障预案 

7.6.1.1 赛事组委依据国家和地方颁布的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来组织安保工作。

承办单位宜依据《关于加快发展体育竞赛表演产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21号）降低少儿田

径赛事安保成本。 

7.6.1.2 承办单位提前与当地气象部门联系，了解赛事期间的天气情况，并提前告知参赛队。举办幼

儿组少儿田径赛事时，承办单位还要制定遇到突发天气变化或极端天气等不适合举办室外赛事的情况

时，在室内举办赛事或变更比赛时间的预案。 

7.6.1.3 充分考虑比赛现场秩序维护的需要，合理规范划分场地的出入口、休息区和工作区，并根据

赛事规模，为每支参赛队伍配备至少一名引导员。分析可能发生的各种突发事件，制定相应的应急预

案，做好培训、演练与应急处置工作，具备及时处置各类紧急突发事件的能力。  

7.6.1.4 承办单位负有加强观赛环境管理和维护赛场秩序的责任，防止打架斗殴、拥挤踩踏等事件发

生，防止不文明不健康、有侮辱性或谩骂性、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家、反社会倾向等方面的言论、

旗帜和标语出现，严禁携带危险品出入赛事活动现场。 

7.6.1.5 因办赛需要使用个人、法人和其它组织相关信息的，承办单位负有保障信息安全的责任并建

立信息安全管理制度。 

7.6.1.6 举办面向社会居民的少儿田径赛事时，承办单位还要提前进行场地安全评估并制定相应的场

地安全检查工作手册。 

7.6.2 医疗保障预案 

7.6.2.1 充分考虑少儿田径赛事举办期间医疗服务的需要，制定医疗保障工作方案和实施计划，指导

比赛现场疾控、医疗救护监督检查工作。成立紧急救护、卫生监督、医疗保健工作应急小组，制定突

发事件应急预案并组织应急演练。 

7.6.2.2 选定就近综合性医疗救护医院作为赛事定点医院，宜开通绿色通道。在少儿田径赛事举办场

地设置医疗站、医疗工作台、医护人员、救护车、担架、常用药品、急救药品及创伤简单处理用品。 

7.6.2.3 选派持有在医疗卫生系统注册的、在有效期内的执业资格证书的、具备独立的医务能力和丰

富临场急救经验的医务人员作为少儿田径赛事医疗保障组成员，并组织专业技能培训和上岗培训。 

7.6.3 疫情防控预案 

承办单位依据少儿田径赛事举办所在地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制定相应的疫情防控实施计划。内容包

括但不限于活动前的场地布置、场地的清洁消毒、收集和查验工作人员和活动参与人员的健康信息、

入场前人员体温检测。 

8 赛事组织 

8.1 场地布置 

根据少儿田径赛事项目设置，至少在赛前 1小时完成场地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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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比赛组织 

根据比赛日程（7.3）组织少儿田径赛事比赛。 

根据需要在比赛项目开始前举办开幕式和开场表演（如才艺展示）等项目。 

需多日举办的少儿田径赛事，按比赛日程（7.3）循环进行。 

8.3 颁奖和闭幕式 

除为优胜者颁发相应奖品外，宜为每位参赛选手颁发完赛证书或为团队颁发奖杯。 

少儿田径赛事举办完成后进行场地回收和清洁整理。 

根据需要在少儿田径赛事举办完成后通过网络或新闻媒体等途径向社会公开报道或宣传。 

8.4 其他形式的活动 

少儿田径赛事举办期间，宜开展其他形式的活动，如田径运动历史教育、与赛事相关的征文活动

和摄影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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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幼儿组少儿田径赛事比赛项目 

A.1 夺宝游戏 

A.1.1 场地布置 

设置一个边长为20米的正方形场地（或半径为10米的圆形场地），中间划定一块边长为1米的正方

形区域或半径为0.5米的圆形区域，在区域内放置数量不少于32个的宝物，按照等分原则在场地边缘设

置4个出发区，每个出发区以长1米的线作为标记。每个出发区的外侧放置一个分宝箱。夺宝游戏场地示

意图见图A.1。 

 
图 A.1  夺宝游戏场地示意图 

A.1.2 器材 

A.1.2.1 场地器材：分宝箱，4个，使用边长不小于 20厘米的正方体纸箱；体育场地标志胶带，JY/T 

0466，长度若干米。 

A.1.2.2 宝物：小沙包，数量不少于 32个。 

A.1.2.3 裁判用品：秒表 4块、哨子 1个、夹板 4个、记录笔 4支、成绩记录表若干。 

A.1.3 比赛办法 

以团队形式进行比赛。4队同时进行比赛，各队 8名队员在出发线外集合，各队的第一名队员在出

发线处等待出发。听到比赛开始的信号时，各队的第一名队员快速跑向中间区域，从中捡起一个宝物后

快速跑回出发线，并将宝物放入本队的分宝箱内，然后与下一名队员击掌，下一名队员击掌后快速跑出，

直至最后一名队员将宝物放入分宝箱内。  

A.1.4 比赛规则 

A.1.4.1 计取每队从开始信号出发到最后一名队员将宝物放入分宝箱的时间，用时少者名次列前。 

A.1.4.2 比赛中，每名队员一次只能拿取一件宝物，且不允许将宝物抛掷入分宝箱。如出现抛掷宝物

入箱的现象则在该队成绩上加时 5秒。 

A.1.4.3 放置宝物而未入箱内的，由本人重新拾起来再放入宝箱；如出现他人代替放入的现象，则在

该队成绩上加时 10秒。 

A.1.5 安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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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5.1 检查地面是否无尖锐危险物品且平整防滑。 

A.1.5.2 避免参赛人员之间发生肢体碰撞 

A.1.5.3 项目开始前由工作人员为参赛选手按比赛规则进行演示，并提示安全注意事项。 

A.1.6 裁判人员和职责 

A.1.6.1 主裁判 1人，负责发令和赛事组织领导，负责成绩的审核、签字和报送工作。 

A.1.6.2 裁判员 4 人，分别负责 4个参赛队的比赛情况记录和判罚，记录各队比赛成绩，并上报给主

裁判。 

A.2 荷叶池 

A.2.1 场地布置 

在场地中间位置放置一片数字圆跳垫作为出发点，在出发点的右侧1米处放置一个物品回收区，在

出发点的前方0.5米处放置一片荷叶，并在其左右0.5米处各放置一片荷叶，然后按照图A.2的方式依次放

置剩下的4片荷叶，每片荷叶间的距离为0.5米。在里出发点最远的荷叶的左侧1.5米处设置一个物品放置

区，在其上放置物品，物品数量与队员数量相等。荷叶池场地示意图见图A.2。 

 

图 A.2  荷花池场地示意图 

A.2.2 器材 

A.2.2.1 荷叶、物品放置区、物品回收区：数字圆跳垫，不少于 9片。 

A.2.2.2 物品：小沙包。 

A.2.2.3 裁判用品：秒表 1块、哨子 1个、夹板 1个、记录笔 1支、成绩记录表若干。 

A.2.3 比赛办法 

A.2.3.1 以团队形式进行比赛。 

A.2.3.2 主裁判发令开始比赛，裁判员开表计时，各队的第一个队员从出发点开始，依次跳完 6 片荷

叶后，快速跑向物品放置区拿取 1个物品，跑回物品回收区放下物品，并与下一名队员击掌。下一名队

员击掌后重复上述动作，全体队员依次完成，当最后一名队员将物品放置在物品回收区时，裁判员停表

计取该队的时间。 

A.2.3.3 队员自行选择跳过荷叶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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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4 比赛规则 

A.2.4.1 比赛规则一：各队全体队员完成比赛用时少者获胜。 

A.2.4.2 可替代的比赛规则：在规定时间内，各队队员依次完成，收集物品多者获胜（每名队员每次

只能拿取一件物品）。 

A.2.5 安全提示 

A.2.5.1 检查地面是否无尖锐危险物品且平整防滑。 

A.2.5.2 项目开始前由工作人员为参赛选手按比赛规则进行演示，并提示安全注意事项。 

A.2.6 裁判人员和职责 

A.2.6.1 主裁判 1人，负责发令和赛事组织领导，负责成绩的审核、签字和报送工作。 

A.2.6.2 裁判员 1人，负责比赛场地维护、器材准备、比赛进程的判罚、计时并上报给主裁判。 

A.3 打扫院子 

A.3.1 场地布置 

设置一块规格为12米×6米的场地，用拦网将其划分为2个正方形的院子。打扫院子场地示意图见图

A.3。 

 

 

图 A.3  打扫院子场地示意图 

A.3.2 器材 

A.3.2.1 投掷物：彩带软球，平均每名队员至少 2个。 

A.3.2.2 场地标记物：标志筒，6个；标志胶带，若干米。 

A.3.2.3 拦网：由两根彩色标志杆和软式趣味绳索组成，拦网高度宜设置为 1.2 米-1.5 米。 

A.3.2.4 裁判用品：秒表 1块、哨子 1个、夹板 1个、记录笔 1支、成绩记录表若干。 

A.3.3 比赛办法 

A.3.3.1 以团队形式进行比赛。2支队伍同时进行比赛，每支队伍的队员站在己方院子内。 

A.3.3.2 将投掷物随机散布在院子的后半部分区域内。 

A.3.3.3 每支队伍的队员捡拾己方院子内的投掷物并投掷进对方院子。每个队员每次只能捡拾和投掷

一件投掷物。 

A.3.4 比赛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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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比赛时间为 1分钟。计时结束时，己方院子里投掷物较少的队伍获胜。 

A.3.5 安全提示 

A.3.5.1 使用柔软无伤害性的投掷物品。 

A.3.5.2 比赛过程中队员不直接向他人投掷物品。 

A.3.5.3 跑步和弯腰捡拾物品时避免发生肢体碰撞。 

A.3.5.4 项目开始前由工作人员为参赛选手按比赛规则进行演示，并提示安全注意事项。 

A.3.6 裁判人员和职责 

A.3.6.1 主裁判 1人，负责赛事组织领导、发令、计时、成绩的记录和报送工作。 

A.3.6.2 裁判员 2人，分别负责各参赛队的比赛安全、场地赛前布置、成绩判读和上报主裁判等工作。 

A.4 网格掷准 

A.4.1 场地布置 

在一块长约10米、宽约6米的场地边缘设置一个开始点，在距离出发点4米处的地方摆放第一个目标

格，在距第一个目标格1.5米的地方放置下一个目标格，如图A.4所示，一共摆放9个目标格。 

 

图 A.4  网格掷准场地示意图 

A.4.2 器材 

A.4.2.1 投掷物：小沙包，2个。 

A.4.2.2 目标格：数字圆跳垫。 

A.4.2.3 裁判用品：秒表 1块、哨子 1个、夹板 1个、记录笔 1支、成绩记录表若干。 

A.4.3 比赛办法 

A.4.3.1 以团队形式进行比赛。可设置两个场地，两支参赛队同时进行。 

A.4.3.2 比赛开始前，各队第一个队员手拿投掷物在出发点处等待，裁判员发出开始信号后开始计时。

第一个队员将投掷物掷入目标格 1；如投掷物准确落入目标格内，该队员移动到目标格 1，然后拾起投

掷物并掷入目标格 2；如投掷物未能落入目标格内，该队员捡回投掷物后从目标格区域外跑回起点，并

将投掷物交给下一名队员，下一名队员重复上述动作。全体队员依次进行，直至该队将投掷物掷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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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9。掷入目标格 9后，队员迅速将投掷物捡起并跑回出发点，同时裁判员停止计时。 

A.4.4 比赛规则 

全体队员完成比赛用时少者获胜。 

A.4.5 安全提示 

A.4.5.1 检查地面是否无尖锐危险物品且平整防滑。 

A.4.5.2 项目开始前由工作人员为参赛选手按比赛规则进行演示，并提示安全注意事项。 

A.4.6 裁判人员和职责 

A.4.6.1 主裁判 1人，负责赛事组织、发令、计时和成绩报送工作。 

A.4.6.2 裁判员 1人，负责比赛中的场地维护和安全工作。 

A.5 40米障碍跑 

A.5.1 场地布置 

采用标准田径运动场地的直道区域。田径运动场地宜经中国田径协会验收合格。 

设置一块长为40米的场地，等分成8块区域，分别为起跑区、跳远区、爬行区、绕杆区、跨栏区、

跳高区、投掷区、冲刺区。如图A.5所示。 

 

图 A.5  40米障碍跑场地示意图 

跳远区：在距起点2米的地方开始，在区域中间部位使用绳套划出一块长1米、宽0.5米的“日”字型

区域。 

爬行区：在距起点1.5米处，在区域中间部位放置一块跳垫。 

绕杆区：在距起点0.5米处，在区域中间部位开始放置标志杆，间隔1米，依次放置5根。 

跨栏区：在距起点0.5米处，在区域中间部位开始放置跨栏架，间隔2米，依次放置3个。 

取物区：在距起点0.5米处，在区域中间部位开始放置跳高架，间隔1米，依次放置5个。5个跳高横

杆的高度依次设置为0.6米、0.7米、0.8米、0.9米、1.0米。每个跳高横杆上悬挂2个彩带软球。 

投掷区：在距起点1米处，设置投掷线。在距投掷线3米处，放置一个边长为30厘米的正方体纸箱。 

A.5.2 器材 

A.5.2.1 场地器材：软式趣味绳套、大跳垫、彩色标志杆、软式练习跨栏架、软式跳高横杆、彩带软

球、正方体纸箱。 

A.5.2.2 标记物：体育场地标志胶带。 

A.5.2.3 裁判用品：秒表 1块、哨子 1个、夹板 4个、记录笔 1支、成绩记录表若干。 

A.5.3 比赛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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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3.1 裁判员发出开始信号后，参赛队员从起点线处出发开始比赛。 

A.5.3.2 依次通过起跑区、跳远区、爬行区、绕杆区、跨栏区、取物区、投掷区、冲刺区后到达终点。 

注：参赛者根据自己的身高选取跳高横杆上的彩带软球，取下一个即可。 

A.5.4 比赛规则 

A.5.4.1 起跑抢跑有一次重新起跑机会，如出现第二次抢跑则取消比赛资格。 

A.5.4.2 完成比赛用时少者获胜。 

A.5.4.3 未完成任一项目，总成绩增加 5秒。 

A.5.5 安全提示 

A.5.5.1 确保地面平整、防滑并尽可能减震。 

A.5.5.2 确保墙上无突起物。 

A.5.5.3 项目开始前由工作人员为参赛选手按比赛规则进行演示，并提示安全注意事项。 

A.5.6 裁判人员和职责 

A.5.6.1 主裁判 1人，负责赛事组织领导、发令、成绩签字和报送工作。 

A.5.6.2 裁判员 2人，分别负责场地维护和比赛犯规情况判罚，并及时向主裁判上报犯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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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小学组少儿田径赛事比赛项目 

B.1 接力跑（8×50米混合接力） 

B.1.1 场地布置 

标准田径运动场地。田径运动场地宜经中国田径协会验收合格。 

B.1.2 器材 

B.1.2.1 比赛用品：接力棒或软式练习接力环，4个。 

B.1.2.2 标记物：体育场地标志胶带。 

B.1.2.3 裁判用品：秒表 1块、哨子 1个、夹板 1个、记录笔 1支、成绩记录表若干。 

B.1.3 比赛办法 

B.1.3.1 8名队员以男女混合的方式共同完成接力跑。 

B.1.3.2 听到开始信号时，第一名队员采用站立式起跑，跑向在 50米外的第二名队员，采用迎面接力

方式完成交棒。 

B.1.3.3 第二名队员跑向在 50米外的第三名队员，以迎面接力方式完成交棒。 

B.1.3.4 以此类推继续进行，直到 8 名队员都完成了 50 米短跑，记录团队所用总时间。 

B.1.4 比赛规则 

B.1.4.1 若接力棒或软式练习接力环掉下，队员立即拾起，不做判罚。 

B.1.4.2 所用时间最短的团队获胜。 

B.1.5 安全提示 

B.1.5.1 检查地面是否无危险且防滑。 

B.1.5.2 注意参赛人员之间的肢体碰撞 

B.1.5.3 项目开始前由工作人员为参赛选手按比赛规则进行演示，并提示安全注意事项。 

B.1.6 裁判人员和职责 

B.1.6.1 主裁判 1人，负责发令和赛事组织领导，负责成绩的审核、签字和报送工作。 

B.1.6.2 裁判员 4 人，分别负责各个参赛队的比赛情况记录和判罚，记录各队比赛成绩，并上报给主

裁判。 

B.2 一级方程式 

B.2.1 场地布置 

采用标准田径运动场地的直道区域。田径运动场地宜经中国田径协会验收合格。 

设置一块约30米长、2条跑道宽的场地，沿跑道中线依次布置绕杆区和跨栏区，并在场地两端放置

4根标志杆。一级方程式场地布置示意图见图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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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  一级方程式场地示意图 

B.2.2 器材 

B.2.2.1 比赛用品：彩色标志杆，5根；软式练习跨栏架，3个；软式练习接力环，若干个。 

B.2.2.2 标记物：体育场地标志胶带。 

B.2.2.3 裁判用品：秒表 1块、哨子 1个、夹板 4个、记录笔 4支、成绩记录表若干。 

B.2.3 比赛办法 

B.2.3.1 以团队方式进行比赛。 

B.2.3.2 听到开始信号时，第一名队员从起点线出发，逆时针方向依次通过绕杆区和跨栏区后，再跑

向起点线，与等候在起点线后的第二名队员进行接力。 

B.2.3.3 第二名队员重复上述动作，跑回起点线后与第三名队员以迎面接力方式完成交棒。 

B.2.3.4 以此类推继续进行，直到最后一名队员回到起点线，记录团队所用总时间。 

B.2.4 比赛规则 

B.2.4.1 若接力环掉落，参赛者立即拾起，不做判罚。 

B.2.4.2 若标志杆或栏架被撞到，不做判罚，由工作人员立即将其扶起摆正。 

B.2.4.3 所用时间最短的团队获胜。 

B.2.5 安全提示 

B.2.5.1 检查地面是否无危险且防滑。 

B.2.5.2 避免参赛人员之间发生肢体碰撞 

B.2.5.3 项目开始前由工作人员为参赛选手按比赛规则进行演示，并提示安全注意事项。 

B.2.6 裁判人员和职责 

B.2.6.1 主裁判 1人，负责发令和赛事组织领导，负责成绩的审核、签字和报送工作。 

B.2.6.2 裁判员 4 人，分别负责各个参赛队的比赛情况记录和判罚，记录各队比赛成绩，并上报给主

裁判。 

B.3 标枪掷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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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1 场地布置 

采用标准田径运动场地。田径运动场地宜经中国田径协会验收合格。 

设置一块20米长、4米宽的场地，场地边缘标记一条投掷线，在距投掷线5米、10米和15米处分别划

定目标落地区域，距离越远，目标落地区域面积越大。标枪掷准场地布置示意图见图B.2。 

 

图 B.2  标枪掷准场地示意图 

B.3.2 器材 

B.3.2.1 比赛用品：软式标枪，6根。 

B.3.2.2 标记物：体育场地标志胶带。 

B.3.2.3 裁判用品：夹板 4个、记录笔 4支、成绩记录表若干。 

B.3.3 比赛办法 

B.3.3.1 参赛者轮流进行直线投掷，将标枪投到 3个区域中。 

B.3.3.2 参赛者选择要投的区域。可选择相同或不同的区域。 

B.3.3.3 每名参赛者使用右手、左手分别连续投掷 3次。 

B.3.3.4 全部 6次投掷结束后，裁判回收标枪并拿给下一位参赛者。 

B.3.4 比赛规则 

标枪落在目标落地区外得 0分，标枪落在目标落地区 1得 2分，标枪落在目标落地区 2得 4分，标

枪落在目标落地区 3得 6分。每名参赛者计 6次投掷的总分，个人得分相加，得出团队总分。得分高的

团队获胜。 

B.3.5 安全提示 

B.3.5.1 团队成员在投掷线后 5米的等候区等候，直到投掷者完成全部 6次投掷。 

B.3.5.2 只有工作人员能进入投掷区。 

B.3.5.3 待裁判发出“投”口令之后参赛者方可进行投掷。 

B.3.5.4 项目开始前由工作人员为参赛选手按比赛规则进行演示，并提示安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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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6 裁判人员和职责 

B.3.6.1 主裁判 1人，负责发令和赛事组织领导，负责成绩的审核、签字和报送工作。 

B.3.6.2 裁判员 1人，负责各个参赛队的比赛情况记录和判罚，记录各队比赛成绩，并上报给主裁判。 

B.4 跨越障碍掷准 

B.4.1 场地布置 

采用标准田径运动场地。田径运动场地宜经中国田径协会验收合格。 

设置一块20米长、4米宽的场地，场地边缘标记一条投掷线，在距投掷线5米处放置一高度为2米的

跳高架，在距离跳高架5米、7.5米和10米处分别设置目标落地线。在投掷区域外宜划出一定的区域作为

参赛者的准备区域。跨越障碍掷准场地布置示意图见图B.3。 

 

图 B.3  跨越障碍掷准场地示意图 

 

B.4.2 器材 

B.4.2.1 比赛用品：小沙包，6个；跳高架和软式跳高横杆，1套。 

B.4.2.2 标记物：体育场地标志胶带。 

B.4.2.3 裁判用品：夹板 4个、记录笔 4支、成绩记录表若干。 

B.4.3 比赛办法 

B.4.3.1 参赛者轮流进行投掷，将投掷物抛过跳高架落入 3个区域中。 

B.4.3.2 参赛者选择要投的区域。可选择相同或不同的区域。 

B.4.3.3 每名参赛者使用右手、左手分别连续投掷 3次。 

B.4.4 比赛规则 

B.4.4.1 沙包跃过跳高横杆并落入落区的一次投掷计分。落入目标落地线 1 左侧区域得 3分，落入目

标落地线 1和目标落地线 2之间的区域得 5分，落入目标落地线 2和目标落地线 3之间的区域得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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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团队总分。团队总分最高者获胜。 

B.4.4.2 全部 6次投掷结束后，裁判回收沙包并拿给下一位参赛者。 

B.4.5 安全提示 

B.4.5.1 团队成员在投掷线后 5米的等候区等候，直到投掷者完成全部 6次投掷。 

B.4.5.2 只有工作人员能进入投掷区。 

B.4.5.3 待裁判发出“投”口令之后参赛者方可进行投掷。 

B.4.5.4 项目开始前由工作人员为参赛选手按比赛规则进行演示，并提示安全注意事项。 

B.4.6 裁判人员和职责 

B.4.6.1 主裁判 1人，负责发令和赛事组织领导，负责成绩的审核、签字和报送工作。 

B.4.6.2 裁判员 2 人，分别负责各个参赛队的比赛情况记录和判罚，记录各队比赛成绩，并上报给主

裁判。 

B.5 十字跳 

B.5.1 场地布置 

平整坚硬的场地，可放下至少一块十字跳垫或划出十字跳跃区及附属区域。十字跳场地示意图见图

B.4。 

 

图 B.4  十字跳场地示意图 

B.5.2 器材 

B.5.2.1 比赛用品：十字跳垫，若干块。或按图 B.4划出跳跃区和准备及等候区域。 

注：通常地，十字跳跃区的中间为“0”，前面为“1”，后面为“2”，左面为“3”，右面为“4”。 

B.5.2.2 裁判用品：夹板 4个、记录笔 4支、成绩记录表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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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3 比赛办法 

B.5.3.1 以团队形式进行比赛，每队 10人，5男 5女。 

B.5.3.2 参赛者站在“0”点上，听到裁判员发出的开始口令后，按 0-1-0-2-0-3-0-4 的顺序进行 24

次（即 6 轮）连续双脚跳跃。完成最后一次跳跃后，跳回“0”点，比赛结束。当第六轮双脚落在“4”

点后从前面离开垫子，同时 2号队员进入“0”点开始跳跃，依次类推；当第 10 号队员完成六轮跳跃，

双脚落在数字“4”点的同时裁判员停表，所记取得时间为该队成绩。每队一次比赛机会。 

B.5.3.3 参赛者在跳跃过程中出现顺序错误时，经裁判提示后回到“0”点，并继续按照正确的顺序进

行跳跃。 

B.5.3.4 若出现踩线的情况，经裁判提示后回到“0”点，重新进行该轮次的跳跃。 

B.5.4 比赛规则 

以10名队员正确完成所有轮次跳跃的时间作为团队总成绩，所用时间最短的团队获胜。 

B.5.5 安全提示 

B.5.5.1 确保地面平整、防滑并尽可能减震。 

B.5.5.2 项目开始前由工作人员为参赛选手按比赛规则进行演示，并提示安全注意事项。 

B.5.6 裁判人员和职责 

B.5.6.1 主裁判 1人，负责发令和赛事组织领导，负责成绩的审核、签字和报送工作。 

B.5.6.2 裁判员 1人，负责各个参赛队的比赛情况记录和判罚，记录各队比赛成绩，并上报给主裁判。 

B.6 撑竿跳远 

B.6.1 场地布置 

采用标准田径运动场地的跳远设施。田径运动场地宜经中国田径协会验收合格。 

从起跳线至落地区近端的区域为撑竿区，使用标志杆沿落地区边缘标记出目标线。在跳跃区域外宜

划出一定的区域作为参赛者的准备区域。撑竿跳远场地布置示意图见图B.5。 

 

图 B.5  撑竿跳远场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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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2 器材 

B.6.2.1 比赛用品：撑竿跳软式撑竿，1根。 

B.6.2.2 标记物：彩色标志杆，若干根。体育场地标志胶带，若干米。 

B.6.2.3 裁判用品：夹板 4个、记录笔 4支、成绩记录表若干。 

B.6.3 比赛办法 

B.6.3.1 参赛者撑竿越过目标线。 

B.6.3.2 每名参赛者跑向撑竿区。助跑距离由参赛者选择，长度不宜超过 10米。 

B.6.3.3 单腿起跳，撑竿越过目标线，双脚落地。 

B.6.3.4 每次跳跃后将目标线前移 0.5米，直至不能跳过。 

B.6.4 比赛规则 

初始目标线设置于撑竿区后 1米处，越过目标线得 1分。之后目标线每移远 0.5米多加 1 分，即越

过 1.5米目标线得 2分，越过 2米目标线得 3分。记录参赛者的最高得分，计入团队总分。 

B.6.5 安全提示 

B.6.5.1 检查地面是否无危险且防滑。 

B.6.5.2 避免在空中转体。 

B.6.5.3 跳跃者双脚落地以减少受伤风险。 

B.6.5.4 项目开始前由工作人员为参赛选手按比赛规则进行演示，并提示安全注意事项。 

B.6.6 裁判人员和职责 

B.6.6.1 主裁判 1人，负责发令和赛事组织领导，负责成绩的审核、签字和报送工作。 

B.6.6.2 裁判员 2 人，分别负责各个参赛队的比赛情况记录和判罚，记录各队比赛成绩，并上报给主

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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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少儿田径赛事比赛项目用器材要求 

表 C.1 少儿田径赛事比赛项目用器材要求 

器材名称 要求 备注 

软式练习跨栏架 

栏架长：700mm～800mm，底板宽：200mm～250mm，横

板宽：80mm～100mm;高度可三档调节为:300mm、

500mm、600mm 

— 

软式练习标枪 

枪身长 800mm～900mm，直径 ：45mm～50mm，软质材

料制成 

适合 1、2 年级 

掷准练习标枪 
枪体长 300mm～320mm；呈橄榄状，枪体装有响哨，柔

软材料制成                                                  
适合 3、4 年级 

塑胶练习标枪 

枪体长 680mm，直径 35mm，质量 300g，枪头由柔软塑

胶材料制成 

适合 5、6 年级 

彩带软球  

整体呈彗星状，长度 650mm～700mm；前部分球体直径

60mm～70mm，后部分尾翼为蓝、红、黄色相间的彩色布

料，长度 600mm； 

适合 1、2 年级 

软式练习接力环 

外圈直径 170mm～190mm，内圈直径 90mm～100mm，环

身有防滑纹，可充气，柔软塑胶材料制成 

— 

十字跳垫 

5 个正方形垫子呈十字形连接；每个垫子边长 450mm～

500mm，厚度 10mm～15mm，分别标有数字 0、1、2、

3、4  

— 

软式趣味绳套 

长度 9500mm，每节长度 500mm，黑白或彩色相间；可随

意摆放成各种格子供跑跳练习，柔软泡沫材料制成 

— 

数字圆跳垫 直径 470mm，厚度 5mm，每个垫子分别印有 0-9 数字 — 

大跳垫 

采用泡沫塑料和泡沫乳胶，帆布或人造革外皮，长

2000mm±5mm,宽 1000mm±5mm,厚≥100mm。在长度方向

可对半折叠，两侧应各有提手，四周加装粘扣 

GB/T 19851.2 

跳高架 
立柱高度 1600mm～2000mm；高度刻度 500mm～

1800mm；横杆托长 60mm，宽 40mm 
GB/T 19851.17 

软式跳高横杆 

长度 3500mm，杆体直径 25mm～30mm；中间穿高强度弹

力绳，两边连接塑料绳扣，通过绳扣完成横杆与立杆的快

捷连接，杆体由柔软泡沫材料制成 

适合 3～6 年级 

撑竿跳软式撑竿 长 2000mm，直径 25mm～30mm，杆体由软材料包裹 适合 5、6 年级 

小沙包 帆布制作，质量约 200g — 

http://www.baidu.com/s?wd=%E5%A3%B0%E5%85%89%E6%8A%A5%E8%AD%A6%E5%99%A8&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spsp.gov.cn/page/FO/1986/KS%20G5737-1986.shtml
http://www.spsp.gov.cn/page/FO/1986/KS%20G5737-1986.shtml
http://www.spsp.gov.cn/page/FO/1986/KS%20G5737-1986.shtml
http://www.baidu.com/s?wd=%E5%A3%B0%E5%85%89%E6%8A%A5%E8%AD%A6%E5%99%A8&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spsp.gov.cn/page/FO/1986/KS%20G5737-1986.shtml
http://www.spsp.gov.cn/page/FO/1986/KS%20G5737-1986.shtml
http://www.baidu.com/s?wd=%E5%A3%B0%E5%85%89%E6%8A%A5%E8%AD%A6%E5%99%A8&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spsp.gov.cn/page/FO/1986/KS%20G5737-1986.shtml
http://www.spsp.gov.cn/page/FO/1986/KS%20G5737-1986.shtml
http://www.baidu.com/s?wd=%E5%A3%B0%E5%85%89%E6%8A%A5%E8%AD%A6%E5%99%A8&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spsp.gov.cn/page/FO/1986/KS%20G5737-1986.shtml
http://www.spsp.gov.cn/page/FO/1986/KS%20G5737-1986.shtml
http://www.baidu.com/s?wd=%E5%A3%B0%E5%85%89%E6%8A%A5%E8%AD%A6%E5%99%A8&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spsp.gov.cn/page/FO/1986/KS%20G5737-1986.shtml
http://www.spsp.gov.cn/page/FO/1986/KS%20G5737-1986.shtml
http://www.spsp.gov.cn/page/FO/1986/KS%20G5737-1986.shtml
http://www.baidu.com/s?wd=%E5%A3%B0%E5%85%89%E6%8A%A5%E8%AD%A6%E5%99%A8&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spsp.gov.cn/page/FO/1986/KS%20G5737-1986.shtml
http://www.spsp.gov.cn/page/FO/1986/KS%20G5737-1986.shtml
http://www.baidu.com/s?wd=%E5%A3%B0%E5%85%89%E6%8A%A5%E8%AD%A6%E5%99%A8&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spsp.gov.cn/page/FO/1986/KS%20G5737-1986.shtml
http://www.spsp.gov.cn/page/FO/1986/KS%20G5737-1986.shtml
http://www.spsp.gov.cn/page/FO/1986/KS%20G5737-1986.shtml
http://www.baidu.com/s?wd=%E5%A3%B0%E5%85%89%E6%8A%A5%E8%AD%A6%E5%99%A8&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spsp.gov.cn/page/FO/1986/KS%20G5737-1986.shtml
http://www.spsp.gov.cn/page/FO/1986/KS%20G5737-1986.shtml
http://www.baidu.com/s?wd=%E5%A3%B0%E5%85%89%E6%8A%A5%E8%AD%A6%E5%99%A8&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spsp.gov.cn/page/FO/1986/KS%20G5737-1986.shtml
http://www.spsp.gov.cn/page/FO/1986/KS%20G5737-1986.shtml
http://www.spsp.gov.cn/page/FO/1986/KS%20G5737-1986.shtml
http://www.spsp.gov.cn/page/FO/1986/KS%20G5737-1986.shtml
http://www.baidu.com/s?wd=%E5%A3%B0%E5%85%89%E6%8A%A5%E8%AD%A6%E5%99%A8&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spsp.gov.cn/page/FO/1986/KS%20G5737-1986.shtml
http://www.spsp.gov.cn/page/FO/1986/KS%20G5737-1986.shtml
http://www.baidu.com/s?wd=%E5%A3%B0%E5%85%89%E6%8A%A5%E8%AD%A6%E5%99%A8&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spsp.gov.cn/page/FO/1986/KS%20G5737-1986.shtml
http://www.spsp.gov.cn/page/FO/1986/KS%20G5737-1986.shtml
http://www.spsp.gov.cn/page/FO/1986/KS%20G5737-1986.shtml
http://www.spsp.gov.cn/page/FO/1986/KS%20G5737-1986.shtml
http://www.baidu.com/s?wd=%E5%A3%B0%E5%85%89%E6%8A%A5%E8%AD%A6%E5%99%A8&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spsp.gov.cn/page/FO/1986/KS%20G5737-198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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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标志杆组合 

由杆、底座、连接卡子和标志小旗组成；杆长 1200mm～

1500mm，底座直径 200mm～250mm，底座可充沙子，塑

料制成                                                                                                             

— 

标志筒 
全塑料制品,高度为 15cm～75cm，呈圆锥体状，有配重,放

置平稳                                                                             
— 

体育场地标志胶带 长 18m，宽 40mm～60mm             — 

起跑发令组合器 发令信号旗与发令声音信号集于一体 适合 1～6 年级 

注：JY/T 0466《小学体育器材设施配备标准》对小学体育教学器材设施配备的要求。 

 

  

http://www.baidu.com/s?wd=%E5%A3%B0%E5%85%89%E6%8A%A5%E8%AD%A6%E5%99%A8&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spsp.gov.cn/page/FO/1986/KS%20G5737-1986.shtml
http://www.spsp.gov.cn/page/FO/1986/KS%20G5737-1986.shtml
http://www.spsp.gov.cn/page/FO/1986/KS%20G5737-1986.shtml
http://www.baidu.com/s?wd=%E5%A3%B0%E5%85%89%E6%8A%A5%E8%AD%A6%E5%99%A8&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spsp.gov.cn/page/FO/1986/KS%20G5737-1986.shtml
http://www.spsp.gov.cn/page/FO/1986/KS%20G5737-1986.shtml
http://www.spsp.gov.cn/page/FO/1986/KS%20G5737-1986.shtml
http://www.baidu.com/s?wd=%E5%A3%B0%E5%85%89%E6%8A%A5%E8%AD%A6%E5%99%A8&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spsp.gov.cn/page/FO/1986/KS%20G5737-1986.shtml
http://www.spsp.gov.cn/page/FO/1986/KS%20G5737-198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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