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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  丽

□ 本报实习生 王禹钦

  “新的一年，朋友圈被滑雪的人刷屏了。”北京

女孩杨子轩发现，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不断优化

调整和北京冬奥会带来的冰雪热，最近一段时间，

北京很多雪场的滑雪爱好者人头攒动。

  滑雪热也带动了初学者对滑雪教练的需求，

走进雪场请个教练几乎成为每个初学者的“标配”

选择。

  然而，不少初学者近日接受《法治日报》记

者采访时说，选择滑雪教练时，稍不留神就会

“踩坑”。北京滑雪爱好者郑菲告诉记者，她花2

万元请的教练，教授其穿雪鞋的方式竟然都是

错的，后来发现该教练当时还没有拿到滑雪教

练初级证书。

  在业内人士看来，对于目前处在发展初期的

中国滑雪产业来说，教练员的价值和作用非常重

要。但是，目前国内滑雪教练准入门槛低、技术水

平参差不齐，且存在一批“野生教练”等乱象，为了

保障滑雪运动的安全性，亟须体系化解决教练人

才培养问题，完善教练资格认证制度，提高教练准

入门槛。

雪场不乏野生教练

没有资质就敢教学

  滑雪，迷人，但危险。

  2022年1月，时年37岁的法国知名男演员加

斯帕德·尤利尔因滑雪事故去世，#雪道尽头

是骨科#的话题还冲上了热搜。

  对于滑雪初学者来说，选择正规教练，学习标

准姿势，尤为重要。也正因如此，近年来，走进滑雪

场时请个教练几乎成为每个初学者的“标配”

选择。

  但是，这个选择也可能是“花钱买罪受”。

  郑菲为了学习滑雪，通过社交平台推荐加入

一个号称“专业”的滑雪群，最终选择4位群友同时

推荐的“资深教练”教自己滑雪。她当时并未关注

这位“资深教练”是否具有教练资质，以为这么多

人推荐肯定不错，便花费2万元直接约课。

  她回忆说，她跟着这位精挑细选的“资深教

练”学了两天后发现，自己很难理解教学内容，“新

手应该怎么去穿鞋穿板、如何在雪道上停下来等

内容都没有教，讲理论知识的时候，比如重心转

移，他就跟我说向左走就是向左看，向右走就是向

右看，并没有说明向左看是辅助重心移到左边”。

  郑菲还发现，自己在学习滑雪过程中经常感

到腿疼，时不时受伤。她一度怀疑自己是否适合这

项运动。后来，一位雪友告诉她，她穿雪鞋的方式

是错误的。

  “我这才把问题的焦点转向滑雪教练。”郑菲

说，“后来在我不断追问下，他承认在教我的时候

还没有取得教练证书”。

  不少受访的初学者说，学习滑雪这项运动，教

练的选择很重要，但选择教练时，稍不留神就会

“踩坑”。

  杨子轩上个雪季碰上的也是一名没有教练

证、一个“犁式走刃”教多天的“负责教练”。

  作为一直以自学为主的滑雪爱好者，杨子轩去

年为了纠正自己的滑行姿势，在一个滑雪群里找到

一名群友推荐的滑雪教练。“第一天教我‘犁式走

刃’，我感觉还挺好，也掌握得不错。结果一个‘犁式

走刃’教了我8天，他之后说要去参加入职考试，就

不再教了，我后来才知道他没有教练证。”

  “我终于想明白，为啥他当时交代我碰到雪场

的人时就说我是他朋友，不让我透露付费学习的

原因。”杨子轩说。

  对于教

练的不靠谱，网

友“沪上美伢”深有感

触。在跟随社交平台上预订的教

练学习滑雪过程中，“教练让我喊他外号，

不要喊‘教练’，教学时还故意避开了正规教练较

多的雪场魔毯，前往中级道教学。我一个滑雪‘小

白’直接上中级道，太可怕了！在教学之前我还反

复跟他确认，他信誓旦旦说自己是正规教练”。

  不少受访者告诉记者，在雪场里，像这样私下

聘请的“野生教练”的身影越来越多。

  已有5年教龄的滑雪教练Joe告诉记者，自己

在教学过程中见到过不少“野生教练”，他们会以

朋友的身份指导滑雪者，但对于雪场来说，监管

“野生教练”比较困难，因为雪场太大了，那么多

游客，他们说这是朋友之间互相指导，很难分

得清。

  在调查中，记者随机选择了某电商平台上的

一个滑雪私教课，并告知商家自己想要学单板，针

对教练资质的问题，课程负责人表示，“国职证必

须有，两个教练有CASI（单板滑雪指导员认证），

其他教练都在各大雪场培训过，就是没花那个钱

买CASI证”。

  这位课程负责人所说的国职证，全称为“社会

体育指导员（滑雪）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只是个准

入证书。 

  记者还注意到，大部分教练在展示资格证书

时，一般都是照片，但目前没有相关的网站可以查

到照片与资格证书是否对应，也就是说，仅凭照片

很难判断资格证书的真实性。

缺乏完整认证体系

鱼龙混杂水平堪忧

  据业内人士介绍，目前我国的正规滑雪教练

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归属于雪场的教练，这些教练

的客源全部由雪场提供。雪场也会和滑雪俱乐部

合作，将门票、住宿、培训费等打包成套餐售卖，收

入按照一定比例折算给教练当作收益。另一类为

独立教练，即挂靠在雪场，教练收入主要来自学员

培训费，根据雪场游客、环境等不同情况，雪场抽

成20%至35%。

  这位业内人士称，不论是哪一种正规滑雪教

练，开展教学的基础前提，是已经获得了职业资格

证书。

  据介绍，目前国内还没有完整的滑雪教练认

证体系，最基础的门槛即拥有一本国职证。

  滑雪指导员职业技能鉴定分为4个级别：滑雪

（初级）指导员、滑雪（中级）指导员、滑雪（高级）指

导员、滑雪指导师。相关考试信息可以在各省体育

局官网找到。

  “虽然含金量不是很大，毕竟是从业人员准入

资格证书，有了这个认证，起码比冬天拉客夏天种

地的‘三无教练’强多了。”有5年滑雪经验的兼职

教练韩悟调侃道。

  韩悟介绍说，国外一些国家滑雪运动发展较

早、滑雪教练体系建立的较为科学，例如美国

PSIA-AASI，就设立了包括双板、单板、越野滑雪、

儿童专家、成人专家等九大类认证考试，并有三个

难度等级。

  据介绍，教练如果具有单板教学资格证书，大

都是通过报考国外滑雪教练体系认证获得，最常

见的单板体系有CASI等。但这些证书大多费用较

高，如最常见的CASI证书的考试费用，在国外一

般为人民

币2000元左右，但

在国内考需要8000元至1万元。

  滑雪教练来源的主要途径也不同：退役的运

动员、取得资格证的职业教练、滑雪场培训的入门

教练、特聘的国外职业教练等。

  有业内人士透露，由于雪场成本较高，加上教

学能力、教练培养体系等因素的限制，顶尖教练的

数量相对较少，因此，不少雪场的模式是寻找兼职

教练并稍加培训。这种“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为雪

场培育了不少教练。

  但这样的模式也意味着滑雪教练的水平往往

参差不齐。

  记者在某网络平台上看到不少提供国职证书

培训的帖子并询问其中一名相关负责人，该负责

人表示，培训“分基础班3500元和加强班4900元，每

期培训的时间为4天到6天，通过率可达95%以上”。

  记者还在社交平台上发现不少招聘滑雪教练

的帖子，在这些帖子中，大部分未提及对资格证书

的要求，有的还明确表示可以“零基础”培训上岗。

记者随机询问了一家招聘滑雪教练的负责人并一

再表示自己没考过证，经验缺乏，但其称是“零基

础免费培训”，“完成培训通过考核直接上岗”，还

表示一般培训一周左右，考核双板单板基础，内容

简单。

  目前在广东深圳工作的彭凯经朋友介绍去某

雪场做过兼职教练，实际上，在此之前，他甚至都

没有玩过雪。彭凯向雪场交纳押金和伙食费后，便

直接开始接受培训。

  “学习了两天后，我觉得自己的协调能力太

差，不适合干这行，就决定离开。雪场退还了押金

和没用完的伙食费，但要求我交1000元培训费。”

据彭凯回忆，说是培训，不过是老教练简单指点，

剩下的全靠自己练。这家雪场的兼职教练，有的练

习三四天，有的练习了一周，就可以找所谓的教学

队长进行评估。主要评估犁式刹车、犁式转弯、倒

滑、倒滑转弯这4项，教学队长觉得可以了，就会给

兼职教练发记录绩效的教练卡，再讲些接待事项，

就让他们上岗接待游客。

  “这家雪场在当地属于规模较大的，但只有少

数教练有正规的滑雪教练证件。”彭凯说。

  对于这样的现象，Joe表示赞同——— 目前行业

从业者多且门槛低，似乎谁都能干，确实鱼龙

混杂。

不少教练“网红”化

亟须完善认证制度

  1月初的北京郊区，即使是中午12点半的雪

场，室外温度也只有零摄氏度。今年23岁的滑雪教

练赵琦穿着双板，坐上雪场吊椅，撤下手套，往嘴

里连塞了3个小面包——— 这是他的午饭。

  当滑雪季来临，滑雪场里大多数教练都像他

这样“干饭”，没有固定时间地点，吃点面包、饼干

充饥，“今年的滑雪季来得晚，一方面学员在等着

我们上课，一方面我也想在仅剩的一两个月里多

赚点钱”，赵琦说，不能吃得太咸，避免多喝水和上

厕所。

  用赵琦的话来说，像他这样没什么名气的“小

白”教练，只能靠多接学员来增加收入。

  记者采访多名滑雪教练后发现，对于大部分

的雪场教练、独立教练来说，普通教练每小时收费

大多维持在200元至300元左右，收入较以往有所

提升——— 前几年，滑雪教练一个月可能只赚1000

多元，现在南方雪场普通滑雪教练每月工资在1万

元至1.5万元，东北雪场教练月收入从四五千元到

七八千元不等。

  社交平台中的滑雪博主收费波动则比较大。

  记者随机选择多位社交平台中的滑雪博主询

问单板初学者对应教练的收费标准，价位在全天

（9：00-16：00，吃饭半小时）1000元到3000元不等，但

也有一些粉丝量较大的滑雪博主，3小时一对一教

学的收费为3600元。即使这样的收费，因为雪友们

的青睐，部分教练表示要至少提前一周预约课程。

  总体来看，教练的课时费与粉丝数量有关。粉

丝数一万以下的教练课时费在每小时400元左右，

粉丝数破万的教练课时费大约每小时600元，粉丝

数破十万的教练课时费在每小时900元左右甚至

更高。

  此外，记者发现不少滑雪教练选择在社交媒

体上发教学视频或学员的滑行视频以获得较高关

注。Joe告诉记者，大部分独立教练会在社交平台

或各类视频平台上开视频账号，以此输出内容，

最终目的是获得客源。在他看来，想做一个独立

教练赚这份钱，首先还是得成为一个“网红”。

  韩悟也认同目前滑雪教练“网红化”的趋势。

他认为，这些视频既给了教练展示自己的平台，还

能够帮助学员对比，缩减了时间和金钱成本，帮助

学员选择最合适的教练。

  虽然选择更多了，但在缺乏监管的网络平台

上，滑雪教练无资质、乱报价、报高价的乱象大量

存在。

  “现在市场上教练质量参差不齐，要鉴别优质

教练，也没有什么好方法，靠口碑相传吧。”杨子轩

说，但有时“口碑相传”可能是包装出来的，比如她

聘请的那位没有教练证的“负责教练”，10天费用

2.5万元，在别人的介绍中，也是“教学经验满满”

并“技术了得”。

  有网友称：“即使我付了每小时500元的价格，

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离开教练我仍然像‘断了

线的风筝’。”在教学过程中，教练“推、拉、扶”式教

学埋下安全隐患，学会如何摔倒往往是滑雪初学者

的第一课，也是滑雪中十分重要的安全保证。然而

很多初学者在教练的“保驾护航”下很开心，离开教

练就是“站在原地再也不敢动了”。

  “教练的水平参差不齐，有些指导动作不规

范，收费标准不透明，缺少行业规范约束。”Joe说，

滑雪行业的规范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除了加强

监管之外，也需要游客自身提高警惕。

  在多位受访的业内人士看来，这个行业亟须

解决优秀教练稀缺的问题，亟须解决体系化教练

人才培养问题，亟须完善教练资格认证制度，提高

教练准入门槛，确保滑雪运动的安全性。

漫画/高岳  

  ● 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不

断优化调整和北京冬奥会带来

的冰雪热，最近一段时间，很多

雪场的滑雪爱好者人头攒动。滑

雪热也带动了初学者对滑雪教

练的需求

  ● 目前国内滑雪教练准入

门槛低、技术水平参差不齐，且

存在一批“野生教练”等乱象，有

滑雪爱好者花2万元请的教练，

教授其穿雪鞋的方式竟然都是

错的，后来发现该教练当时还没

有拿到滑雪教练初级证书

  ● 社交平台上不少招聘滑

雪教练的帖子，称可以“零基础”

培训上岗。有的雪场，老教练简

单指点，新人练习三四天经评估

后就可以上岗接待游客

  ● 这个行业亟须解决优秀

教练稀缺的问题，亟须解决体系

化教练人才培养问题，亟须完善

教练资格认证制度，提高教练准

入门槛，确保滑雪运动的安全性

□ 本报记者 邢东伟 翟小功

  王某自幼由爷爷照顾，父母因离异对王某

疏于照顾。经检察官走访调查，王某在被侵害后

出现叛逆、早恋迹象，甚至出现辍学念头。为此，

海南省屯昌县人民检察院对王某的父母依法发

出《督促监护令》，督促其“依法带娃”。

  随后，屯昌县检察院联合妇联，邀请专业指

导老师“一对一”进行家庭教育指导，联合心理

关爱组织对王某进行持续跟踪帮扶，王某逐渐

回归正常生活。

  近年来，屯昌县检察院始终把“维护青少年

合法权益，有效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工作目

标贯穿检察工作始终，注重将检察职能与青少

年维权工作结合起来，把“教育、感化、挽救”涉

罪未成年人作为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构

建“事前预防、事中教育、事后帮教”的未成年人

司法保护机制，打造新时代基层未成年人检察

工作品牌，努力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铺平道路。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花朵、祖国的未来，未

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与家庭幸福、社会稳定息息

相关。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工作，检察机关责无旁贷。”屯昌县检察院检察

长宁丽表示。

惩治保护并重

教育挽救并行

  2021年10月、11月，屯昌县检察院介入引导

侦查陈某某强奸未成年学生案和龚某某强奸、

猥亵儿童案，在掌握案件情况后，监督公安机关

立案，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并从快批捕陈某某、

从重起诉龚某某。

  “我们克服简单从轻、单纯打击和帮教形式

化倾向，全身心投入惩治与保护并重、教育与挽

救并行的未成年人司法办案中。”屯昌县检察院

副检察长曹树旗告诉记者。

  在办案中，对于主观恶性不大、初犯偶犯的

未成年人，屯昌县检察院寓教育感化于办案之

中，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依法

从宽，实施精准帮教，为失足未成年人顺利回归

社会铺就阳光之路。2019年以来，屯昌县检察院

共依法不捕涉罪未成年人33人，不起诉29人。涉

案未成年人回归社会就业17人、回归校园继续

读书2人。

  同时，屯昌县检察院充分发挥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的程序分流作用，依法积极适用相对不

起诉、附条件不起诉。2019年至今，未成年人犯

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总体适用率达到

92.06%，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我们牢固树立‘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

办案’理念，注重强化与公安机关沟通与衔接，

成立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深入开展立

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重点监督对性侵害未成

年人案件有案不立、立而不侦等问题。”曹树

旗说。

加强救助力度

修复社会关系

  2022年4月4日12时许，符某乙（案发时12岁）因没有和父亲符某甲吃午

饭被打了两巴掌，遂报警称其被父亲性侵，并详细陈述被性侵5次的事实。

因涉嫌猥亵儿童罪，符某甲被屯昌县公安局刑事拘留。

  符某甲拒不承认强奸事实，2022年4月19日经屯昌县检察院批准以猥

亵儿童罪将其逮捕。在审查起诉阶段，屯昌县检察院提审过程中，符某甲

承认2次强奸事实，屯昌县检察院于同年7月15日以猥亵儿童罪、强奸罪向

法院提起公诉。

  “在办理本案过程中，我们坚持‘双向保护’原则，注重保护未成年被

害人符某乙的合法权益，积极协调公安、教育、民政等部门，为被害人符某

乙办理入学手续。”屯昌县检察院专委李向裕说。

  与此同时，屯昌县检察院充分发挥“屯大侠未检分队”心理辅导团队

优势，联合司法社工、县妇联等关爱保护未成年人组织，对符某乙进行心

理疏导、关爱教育，实现专业化办案和社会化帮扶相结合，目前符某乙生

活状态良好，情绪稳定，心理救助达到了预期效果。同时与本院控申部门

协作，启动司法救助程序，为符某乙申请发放救助金1万元。

  近年来，屯昌县检察院避免就案办案，主动延伸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触

角，探索开展“恢复性司法”，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坚持打出“提起公

诉＋支持起诉＋心理救助＋司法救助”的“组合拳”，积极修复受损的社会关

系，展现检察温度。

家庭教育指导

精准帮教管护

  2021年6月，未成年人杨某因受不正确消费观念的诱导，来到屯昌县

城欲盗窃某名牌手机，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屯昌县检察院委托司法社工对

杨某进行社会调查。

  调查显示，杨某成绩优异，但因上中专后父母不让自己选择喜欢的专

业，且加上平时父母管教过于严厉，致使其出现叛逆情绪，逐渐结交一些

不良社会青年，沉迷网络游戏。父母监护管教的不恰当、社会闲散人员的

不良影响，使杨某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

  “我们建成全县未成年人工作和家庭教育指导一体化工作站：未成年

人工作室，委托司法社工为杨某制定‘一对一’跟踪帮教方案，以及其监护

人的家庭教育指导方案，实现了有效回访帮教和家庭教育指导的切实落

地。”屯昌县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主任李容说。

  在检察官、社工的教育引导下，杨某已经回归校园。屯昌县检察院还

对接妇联家庭教育指导师专家库，为杨某父母提供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

  为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与社会保护的配合衔接，强化未成年人的

家庭监护责任，屯昌县检察院联合屯昌县教育局、县妇联、县关工委，于

2022年2月牵头制定《关于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

导工作办法》，在厘清职责分工、引进社会力量、加强资源共享、建立工作

联动机制、探索一体化平台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全面推进家庭教育指导

工作。

  近日，李灵（化名）等数名家长从乡镇赶赴屯昌县检察院举办的“家长

课堂”。课堂上，家长们认真倾听检察官宣讲的法律知识和教育方法，一一

记下重点。活动结束后，李灵和其他几名家长从李容手中接过督促监

护令。

  为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屯昌县检察院开始举办“家长课堂”，结合

法律法规与所办真实案例，由检察官为家长们讲解家庭教育中的“小妙

招”和相关法律规定，为亲职教育提供“理论”支撑。

  与此同时，屯昌县检察院主动作为，扎实做好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

工作。目前，包括检察长、院领导、未检干警在内的检察官共受聘担任屯昌

县9所中小学法治副校长，全面履行法治副校长职责。

  据了解，屯昌县检察院持续以监督落实“一号检察建议”为牵引，把

“一号检察建议”监督落实作为“一把手”工程，加强与县教育局、各中小学

校等有关部门的沟通合作，加强督促中小学校、幼儿园落实“一号检察建

议”，筑牢校园安全管理“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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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万元请的教练连穿雪鞋都不会
记者调查滑雪教练鱼龙混杂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