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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雪教练鱼龙混杂

2万元请的教练连穿雪鞋都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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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场不乏野生教练
没有资质就敢教学

滑雪，迷人，但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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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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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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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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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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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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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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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乏完整认证体系 鱼龙混杂水平堪忧

不少教练“网红”化 亟须完善认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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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法治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