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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头大马进校园 操场变身赛马 场 青少年马术培训悄然流行
记者调查：尚缺乏统一的行业规范，学费不菲和校方责任意识 成快速发展瓶颈

报名人数太多，开班数量激增
记者
调查 青少年马术近况如何？

几年前，在同洲模范学校就读的李雅诗到国外游学时
看到有孩子骑马感到很好奇，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12月
30日，有近10匹马“闯”进了她就读的校园。当她戴着头盔
骑着高头大马，英姿飒爽地在操场上驰骋的时候，感觉这一
切略有些梦幻。

不时从何时开始，一直不温不火的上海马术运动突然
兴起了蓬头。连业内人士都惊诧于这种爆发式的增长。一
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家长将孩子送去学马术。成为一
种新的时髦运动。

但凡是运动就有风险，马术在锤炼孩子品质，让孩子亲
近自然的同时，也有人摔断了肋骨被马踢伤了腿骨。而上
海的教练市场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业内人士表示，这
一行业还在初步阶段，标准需要尽快制订。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去年12月30日中午时分，同洲模
范学校的操场上，就读小学五年级的
张家欣和另一名同学使劲地拽着在草
地上贪吃的马儿往前走。个子小小的
张家欣骑马已经两年多了，是众多骑
手中年龄最小的，她看上去有些呆萌，
很难将她与骑马这一略有些酷的运动
联系起来。

站在一旁看着女儿的妈妈崔女士
透露说，这两年来，女儿的变化很大，
以前家欣胆子很小，现在则变得勇敢
了许多。骑马难免会从马背上跌下
来，有一次女儿摔了下来，当天就克服
了心理障碍，重新上马。有的马的高
度有一米六几，个子矮小的女儿已经
学会了从马背上滑下来。

看着孩子和马依偎在一起的模
样，崔女士笑称，自己家里买的最多的
就是苹果、胡萝卜。“她的战马叫C306，
自从和马合作参加过比赛，女儿和马
的感情就升华为战友情。我们家的苹
果都是为马准备的，女儿把新鲜的捡
出来，我们只能吃马儿吃剩下的。”

距离张家欣不远处是瘦瘦高高的
14岁女孩朱晨蕊，从7岁开始接触马，
到斩获多项荣誉，这位说话有些腼腆
的女孩与马已经打了7年交道。牵着
马绳，她将头靠在马脖子上，“这样很
舒服。”

朱晨蕊的爱骑叫Coyota，她老练
地向记者普及常识：骑马并不像外人
看来十分简单，需要有一整套流程。
到马场后需把马刷干净，牵出来备马，
上装备，骑完后为马洗澡、将它吹干、
遛马……

“朱晨蕊7岁时尝试野骑，这几年
为了学马术吃了很多苦头。她骨折过
三次，有一次肋骨摔断了自己还不自
知，洗澡时突然发现多出来一块骨头，
直到骨头增生了才知道。还有一次，
她的腿骨被马踢出这么长的一道口
子，缝了整整19针。”爸爸朱孟震用手
比画了那道口子，面色中透出一丝不
易察觉的心疼。“骑马后，她的身体状
况很好，很少生病，意志力比普通的孩
子要坚强。本来她的个性非常内向，
和陌生人交流得很少，现在会和别人

主动交流。”
女儿爱马，朱孟震也是一位马

痴。他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是31年前在
香港，从马背上摔出很远，生性不服气
的他从此和马耗上了。朱孟震透露
说，2013年他买了自己生平的第一匹
马，2015年他在国外市场上买了第二
匹，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今年年初接连
买了十几匹。

“朱晨蕊现在的主力马有三匹。
有的马受伤了，需要休养一年，复出的
时候会很闹，女儿会给它喂吃的，耐心
地溜马。”在朱孟震印象中，这几年学
马术的青少年越来越多。记得2013年
上海的一场比赛只有四五十名选手，
那时还很少看到温血马（进口马），仅
仅一年后就出现了10来匹温血马。这
几年更以几何数增长。”

朱孟震透露说，原本朱晨蕊考进
的是西南模范。后来考虑到同洲模
范有马术第二课堂，于是就考到了该
校。

和朱晨蕊同龄的邓豪的座骑名叫
杰奥，这匹马已经连续夺下多个低杆
冠军，被同学们戏称为“低杆小王
子”。下午1点多，操场上正举行一场
马术表演。才学马术只有不到一年的
邓豪骑着杰奥跑动起来，杰奥跨出一
蹄，轻松越过障碍杆，博得阵阵掌声。
在跨障碍表演后，场上数匹马围着一
圈，仿佛跳起了“盛装舞步”。

看着女儿上台领奖，另一位12岁
骑马女孩李雅诗的爸爸李虎略感欣
慰：小雅以前很怕小动物，后来到国外
游学，发现有骑马项目，十分好奇，小
学四年级时转学到上海，开始学习马
术，经过两年的学习，如今却爱上了马
这种“大动物”。“我试过一次，在马上
真心累。以前他们上一节课就得休息
一下，现在能上两节课。有次她直接
摔闷了，被拎起来后没多久又上马了，
小时候摔倒了能哭半天。”

“我觉得学马术能培养孩子吃苦
的精神。只要周末有时间，她就会抓
紧训练。她现在学习马术但也不影响
学习，学习成绩排名班级前十。”李虎
说。

校园里走进真马
操场变身赛马场

现场
情况

记者了解到，青少年马术热这几年有愈
演愈烈的趋势。上海马术协会常务副会长、
松声马术俱乐部的负责人吴强透露说，这四
五年来，他们开设了青少年马术夏令营，今
年的夏令营因为报名人数太多，需要排队，
开班数量也从原来的 4 期增加到后来的 7
期。“每期满打满算招收15名学生，我们开班
后，不断有学生插班进来，他们绝大部分是
零基础。我们几乎没有花钱推广，基本上靠
口口相传。”

据了解，2014年举行的上海市第15届运
动会，马术作为新增的8个分项之一，首次被
列为了青少年组的比赛项目。这是国内省市
中第一个设立的青少年马术赛比赛。吴强回
忆说，这正是从那次比赛开始，激发了部分家
长让孩子接触马术的热情。这几年，上海的
场地也完全按照国际比赛的标准建设，举行
了一些国际赛事，间接推动了马术运动。

另一家全进马术俱乐部的市场经理何伟
介绍说，他们马场有1000多个会员，其中小学
三年级以上的青少年会员就有几百人。“这是
一项比较阳光的运动，2012年开始倡导马术
走进校园。2014年上海市世运会中第一次出
现了青少年马术。现在上海每个月都有俱乐
部的比赛，每年还有国家级的比赛，一年还有

一次世界级比赛。现在相关部门提出了一个
概念，让马术平民化，归类于全民健身。”

在欧美尤其是欧洲，小朋友学骑马非常
普遍。但在吴强看来，青少年马术在国内
还远未普及，部分家长和老师觉得马术有
点危险。所以，现在青少年学马术还是属
于个人行为。“我们曾和一些学校沟通过，
但校长、教导主任问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
有危险吗？万一出事了如何承担责任？很
多学校开不出马术第二课堂。一般家长到
我们这来，都会担心孩子会不会摔伤。我
认为，摔马是有可能的，不可能严重受伤。
到目前为止，摔伤的都是会骑的选手。你
有听说过刚开始学游泳就淹死的案例吗？
学生绝对会比老师说的抓得更紧。马场地
上铺的是沙地，不太可能造成很严重的事
故。其实，从马上摔下来就和游泳喝两口
水一样。”

何伟也认为，这项运动是否能推广和有无
承担风险的意识有关。一般而言，从马背上摔
下来存在一定几率，北京曾有一家马场发生孩
子摔死的案例。但作为马场可以把风险降到
最低，做到合适的人在合适的地方骑合适的
马。人与人还有磕碰，何况马毕竟是动物，作
为马场一定要合理安排每一个孩子的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