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北京2022年冬奥会带动，人们对于冰雪运动的热情再次“升温”。在今年过去的寒假，许多旅企、雪场“摩拳

擦掌”推出了冰雪冬令营产品，冰雪冬令营正在从传统的教学模式发展成多元化的亲子研学产品，覆盖人群更广，

专业化程度更高。而家长们也越来越看重冰雪冬令营的专业程度，重视孩子的兴趣培养。“从娃娃抓起”培养孩子

对上冰、滑雪运动的兴趣。同时，随着冰雪运动参与人数不断上升，冰雪培训及其他相关产业的规模也在扩大。

雪场冬令营成寒暑假新选择

在过去的这个寒假，北京商

报记者发现，今年冬天滑雪冬令

营成为很多亲子家庭的选择。

据了解，今年寒假和春节期

间，许多雪场、旅企推出了冰雪冬令

营产品。

具体来看，北京南山滑雪场的冬

令营根据学员水平的不同，制定了四

种不同的单板、双板训练项目，此外还

有戏雪活动、趣味课堂等适合儿童的

趣味性活动；云佛冬令营的训练内容则

包含犁式制动、犁式转弯、登冰式滑行

等。北京商报记者还了解到，除了传统的

滑雪项目，有些冬令营也包含了攀冰等

小众项目。

旅企方面，中青旅遨游科技还根据

今年冬季北京市场的情况，研发了荣耀滑

雪冬令营产品。中青旅遨游科技总裁韩杰

表示，2022年的滑雪冬令营产品接待量为

去年的两倍。韩杰认为，这得益于今年在冬

令营产品行程中融入更多社会实践、兴趣扩

展、文化体验等多元的课外实践环节。

“北京冬奥会的举办对大家参加冰雪运

动也有极大的鼓舞与带动。”韩杰说，“今年冬

令营的全民参与度高，往年的冬令营参加者

以10-13岁的孩子为主，今年则覆盖了年龄在

5-15岁的孩子。”

韩杰还表示，今年很多家长在给孩子报了

一期冬令营之后，也会继续报进阶班进行学习，

且更注重教练专业程度、教学时长、教练配比等。

说明家长不仅期望孩子能够体验冰雪、参与冰

雪，更期待孩子能够掌握几项冰雪运动。

雪场冬令营成热门 家长更注重专业度
近年来，冰雪冬令营正在从传统的教学

模式向多元化的亲子研学产品转变。规模

在逐渐扩大，多日、包含吃住与兴趣培养的

模式越来越多。

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许

多家长提高了对冰雪冬令营质量的重视。

雪友宋女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她从2021

年12月中旬起每个周末都会带着孩子去

滑雪，后来加入了一个小班培训学习平

行式滑雪，班上其他的学员滑得很好，让

孩子受到了很大鼓励。后来她便带着孩

子在石京龙滑雪场练习滑雪，从卡宾练

习到了进阶式卡宾。

“目前孩子已经能做一些很高级的

动作了，我们也给他换了竞技雪板。”宋女士

表示。

受访者吴女士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在

北京冬奥会的推动下，她也想让孩子感受冬奥

的氛围，去年报名了滑雪冬令营，目前家里孩

子已经掌握了基本技能。对于选择冬令营训练

的标准，耿女士则表示，她会更加注重教练的

专业度，她认为教练的专业度在一定程度上决

定了孩子是否会在运动中受伤。

北京市滑雪协会主席李晓鸣告诉北京

商报记者，做好冬令营的规范工作仍是滑雪

协会工作的重点，尤其是注重冬令营的教学

相关规范，比如教练的数量、教授的学生数

量等。

冰雪教育逐年扩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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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雪人数的增长也带动了冰雪培训市

场的发展，据36氪研究院数据显示，中国

滑雪培训市场规模呈逐年扩大趋势，2018

年市场规模达68.9亿元，2014-2018年年

均复合增长率达13.1%，2020年受新冠

疫情影响市场规模略有回缩。但随着滑

雪人数的增长，滑雪培训市场将逐步升

温，长期向好。

此外，有关部门也在推动青少年冰

雪运动的普及，国家体育总局宣传司

司长涂晓东曾表示，为促进体教融合，

体育局实施了冰雪校园计划，教育部

制定冰雪运动传统特色学校相关标

准，在全国遴选冰雪运动特色校2062

所，将冰雪运动知识教育纳入学校体育

课教学内，提高了冰雪运动在校园中的

普及程度。

而从冰雪相关产业的发展来看，其发

展的态势也在一直延续。天眼查数据显

示，我国目前有超8600家冰雪运动相关企

业，其中约65%的企业成立在五年以内。

从地区分布来看，山东和河北两省的冰雪

运动相关企业数量位居前列；其次是广东

和黑龙江，均有超700家相关企业。有业内

人士指出，希望冬令营产品能够形成持久

效应，提升质量的同时做到专业化，让更

多的年轻一代愿意参与到冰雪运动当中

来，推动冰雪产业快速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