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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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学习一年花费100万都不算多马术学习每年的学费几何？

只有内部规定，没有统一硬性规范对教练培训有哪些规范吗？

马术对孩子有何好处？
能锻炼身体，更能锤炼意志力2001年出生的王桢近年来拿下了不少

奖项。他透露说这几年，上海马术培训开始
规范起来。“这几年的马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以前参加训练的是国产马。记得从
2012年开始，有一名马主从北京买过来一匹
温血马，能跳1.5米的杆。这是整个全进马
场唯一的一匹温血马。”曾在全进训练过的王
桢介绍说，马匹分几种，一种是热血马，跑速
度的，个子比较小。一种是冷血马，毫无脾
气，特别安静，天塌下来都不会跳，适合干体
力活。还有一种就是温血马了，一般是从国
外进口过来的，可以跳障碍，走盛装舞步。

王桢认为，骑马运动刚开始属于平民

化运动，练习快步、跑步不是很贵，每次骑
马只要花费两三百元。真正学到后面，要
跳专业的障碍，学费会越来越贵。尤其是
有了自己的马之后维护费用不菲，除去买
马的费用，自己每年的花费也要几十万。

“我之前那匹马花费50万，但那匹级别不够
了，只能跳1.3米，前几天又买了一匹新马
可以跳1.5米，要价86万。”

“大多数人都在初级阶段，骑一次马是
360元一节课，和网球培训的价格差不多。”马
场工作人员何伟承认，越是往深里学，费用会
上去，如果到专业级别，租马、买装备、买马等
费用会节节上升。一年花费100万都不算多。

记者在调查时得到的答案是，相关协
会和部门没有制订硬性的规定。吴强表
示，每家马场自己内部有一套标准，但市级
层面尚没有统一标准。

“这几年上海新建的俱乐部和大型赛
事比较多，马术发展比较快。”马术教练张
建军接触马术培训已经20多年了。他透露
说，起初自己也是初学者，慢慢参加比赛有
了一些经验。此前，在北京有国际马联承

认并颁发的证书。后来上海马术协会也开
始有了相关培训和证书。但这些培训和差
旅费用不菲，每次需花费一万元左右。需
要自己和马场各承担一点。”

“是否有证书全凭教练自觉，也要看所
在的马场老板是否在乎。当然有了证书，
相对比没证书的更站得住脚。”张建军说，
现在自己每小时的教练费是150元，比普
通教练80元要高近一倍。”

吴强告诉记者，骑马、和动物接触
对小朋友身心健康有好处。欧洲曾做
过一个课题，和马接触有助于治疗脑瘫
孩子，能让他们和动物产生情感上的交
流。现在不少小朋友都是“宅男宅女”，
除了做作业，很少有户外活动，再这样
下去只是成为死读书的书呆子。很多
孩子学钢琴、小提琴等都是为了高考加
分，不是本能地去喜欢，没有领会学习
艺术的内涵。“我认为，中国的家长培养
小朋友的目的是比较功利的。”

位于崇明的一家马术俱乐部负责人
陈忠伟介绍说，现在马场里有60多个小
朋友，大部分来自新纪元双语学校和同洲
模范学校。“学了马术后，学生的意志更为
坚强，能更好地克服困难。所有的运动都
是存在危险的。小朋友和马互动是必修
课。他们有时候和教练一起刷马，打理马
房，这对于他们性格的塑造有好处。”

“首先这是人与动物接触的项目，
比其他项目更有意思，更有成就感。对
孩子来说，不仅能锻炼身体，更能矫正
坐姿，改变注意力不集中，胆小的性
格。”该马场马术总教练张建军认为。

目前尚处于初级阶段，
需要多部门推动行业发展

作为已经和马接触了 50 多年的马

术界“老法师”朱福明，他认为，现在青

少年学马术的越来越多。因为和动物

打交道，一方面能锻炼身体，另一方面

能培养意志力。人和马之间的交往和

学校里灌输的书本上的知识不同，是鲜

活的案例。

“现在上海大大小小的马场有三十

多个，会员以青少年居多，学马的成人

则以事业有成的成功人士为主。”朱福

明介绍说，以共青森林公园为例，几乎

每周末马术课程都排满，现在公园里有

50 多匹马，有 9～10 个教练，一天可接

待 100 多位学员，忙季时需要提前几个

星期预订。

马术运动管理中心办公室主任徐巍

介绍说，马术在国外群众基础较好。当

一个城市的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

马术这一高大上的项目得到家长的认

同。这几年，各区马术俱乐部越来越

多。也正是从2014年市运会开始，市里

开始重视马术。

马术运动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上

海市马术协会副秘书长薛锦范介绍说，

青少年马术市场之所以有起色一方面是

孩子喜欢，一方面是家长的引导，再者和

整个经济大背景有关。改革开放 30 多

年，不少家庭具备了让孩子学马术的物

质条件。市运会设置了青少年马术项

目，使得马术运动进入相对的快车道，起

到了示范效应。随着微信朋友圈的发

展，一传十，十传百，马术运动得以快速

传播。

谈及马术对青少年的好处时，他的

看法是：现在绝大部分是独生子女，部

分孩子不懂得分享，也不懂得妥协。恰

恰马术是需要人和动物密切配合的运

动，在运动中，不少孩子开始感受人文

关怀，增长了爱护动物的意识。马不会

讲话，需要孩子去亲近它们，就好比成

年人谈恋爱，从不认识到认识，从陌生

到亲密，孩子对马好，马也会对孩子好，

这是一种正反馈。“当然，马毕竟是动

物，不同的马有不同的脾气。马有不开

心的时候，也有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

孩子需要妥协，这相当于我们一直提倡

的挫折教育。”

朱福明介绍说，上海其实上世纪80

年代末就开始马术运动了。但真正火起

来也就这几年。不可否认学马术存在一

定危险性。“现在各家马场对教练的要求

不统一，属于‘人为认可’的阶段，对于教

练的骑术、理论知识还没有达到统一标

准。”

对此，徐巍解释说，协会每年举办

马术教练培训班，希望这一行业越来

越走向正轨。当然，目前还没有强制

要求教练参加培训。劳动部门也没有

专门的马术教练培训，未来会渐渐规

范起来。

“刚性的要求的确没有，现在都是

‘经验主义’，中国马术协会有相关级别

的考证。”薛锦范认为，现在马术运动还

处于初级阶段，不只是涉及体育部门，如

俱乐部涉及商业，劳动保障部门涉及教

练职业认证等，需要多部门来思考如何

推动这一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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