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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古时称“弈”。是一项志趣高雅
而又充满激烈竞争的高智能游戏。自古以
来，“琴棋书画”并称为我国传统四艺。围
棋也是四艺中唯一一个通过两人脑力对
抗完成的项目，其自身既包含着数学算
法，又是中华文化丰富内涵的体现。如今，
越来越多的家长愿意让孩子选择学围棋，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围棋能够很大限度地
提高儿童的智商；同时还能够培养孩子独
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青岛少儿围棋
培训在最近十年间经历了飞跃式发展，学
棋的孩子越来越多，围棋俱乐部像雨后
春笋般迅猛发展起来。但是，一路飞跃
发展过后，大部分俱乐部都遇到了共同
的“瓶颈”，师资匮乏、生源扩张、教材不
统一等问题日益凸显出来……

十年铸就青岛围棋“黄金期”

“黑土即墨蕴宝，白水汇泉腾龙”。
在即墨古城南区，这样一副对联被分贴
在一间名叫“宝龙棋社”的门口。联中开
头的“黑白”寓意着围棋，联末的“宝龙”
又正是棋社的名号。走进棋社，古香古
色的装饰以及随处可见的围棋文化饰
品显示着主人的用心。
经营宝龙棋社的是一位名叫秦宝

龙的围棋老师。今年不到50岁的秦宝龙
算得上是青岛少儿围棋培训的元老级
人物。“我从1990年开始教棋，那时候我
才19岁，当时根本没有围棋俱乐部，就

是到一些学校去给一些围棋兴趣班上
课。”秦老师回忆道。在此后的时间里，
秦老师教棋的足迹遍布青岛，但直到
2006年随着青岛市围棋协会成立，秦宝
龙在当年的四月份成立了宝龙围棋社。
如今，宝龙围棋社已经发展成为拥有五
家独立棋社、十多个合作培训点的大型
棋社。“现在光在宝龙棋社注册的小棋
手就有三四百人。”秦宝龙开心地说。
最近十年毫无疑问是青岛围棋发

展的“黄金岁月”。青岛市围棋协会从刚刚
注册时只有三家会员俱乐部，到如今拥有
60多家会员俱乐部，教学点达到几百个。
2007年，协会举办一场定段比赛，参与的
孩子不过两三千人，如今一场普通的定段
赛，参与人数就超过3000人。这样的变
化，让围棋培训从业者感受颇深。
青西新区小名人棋院的单杰在大

学期间攻读的是体育教育专业。因为上
学时正好赶上了所在的城市发展围棋项
目，所以大学没毕业，单杰就开始关注并
在课余时间从事围棋培训。2008年大学
毕业后，单杰回到老家后创建了小名人棋
院，如今拥有两家棋院的单杰在当地真正
地成了围棋界的名人。“感觉最近10年真
是青岛围棋发展最红火的一段时间，我
们学围棋的年轻人也确实碰上了好时
候，努力给孩子们提供最好的。”

发展迅猛无奈遭遇“瓶颈期”

孩子学习围棋不仅益智，更能培养
为人处世的大局观。所以，越来越多的
家长为孩子选择围棋项目，这种选择也
带火了围棋培训市场。但快速发展过
后，越来越多的围棋俱乐部陷入了发展
的“瓶颈期”。
传统体育教育培训市场的痛点通

常包括成本、师资、生源、课程设置等方
面。这些痛点同样显现在青岛围棋教育
培训市场上。首先，大多围棋培训机构
运营成本并不低，房租、人力成本等。而

一些小的培训机构若聘请高水平棋手
担任教练，成本更是难以回收。“刚刚走
出校门的大学生很多不愿从事这个行
业，有时候并不是收入的问题，而是我
们很多俱乐部无法给大学生提供很好
的平台，从业者看不到未来发展的希
望。”青岛市围棋协会会长刘群燕向记
者点出行业发展的一大痛点。
不仅“缺老师”，因为俱乐部发展不

均衡的原因，青岛市很多地区还出现了
多家俱乐部一起抢生源的情况，“缺学
生”的问题也让很多俱乐部感到头疼。“说
起来，现在青岛市大部分围棋俱乐部还是
一种手工作坊式的运作方式，很容易复
制，也很难做大，这可能是目前青岛围棋
面临的最大问题。”刘群燕说道。
有遭遇“瓶颈”的，但也有不少俱乐

部顺利地成长为这个行业的旗舰领头
者。成立于2008年的育星围棋俱乐部目
前拥有三处独立教学点，在这里接受围
棋教育的孩子已经超过1500人。有意思
的是，育星的创始人贾桂波起初却并不
会下围棋，只是因为自己的孩子学棋而
接触到了这个行业。本身喜欢中国传统
文化的老贾不仅跟着孩子迷恋上了围
棋，也决定开办一家围棋俱乐部。可连
他自己也没想到的是，育星正好赶上了
青岛围棋发展的好时候，自己的俱乐部
在几年之间就迅速壮大起来。如今，育
星在青岛围棋培训市场上已经成为了
响当当的品牌。“我们还是推广兴趣围
棋，让孩子先爱上这个项目，再以围棋
为载体给孩子普及其他的中国传统文
化，最终打造文化围棋。”老贾说出了自
己对于围棋文化的看法。

模式创新抱团谋取大发展

青岛围棋培训不缺乏市场，更不缺
乏有能力和担当的从业者。在协会会长
刘群燕看来，将围棋产业化，做出以集
团化运营模式来聚合几十家俱乐部，并

且在发展上将创新与统一相结合，将是
青岛围棋未来发展的大势所趋。
在刘群燕对于青岛围棋培训市场

未来的构想中，成立“青岛市围棋教育
集团”应该是帮助各家俱乐部突破“瓶
颈”的大趋势。“集团下面会成立多个公
司，有专门负责培训招生的，有培训教
师的，还有赛事公司，管理教学公司以
及营销公司。”刘群燕说。这些公司职能
分明，比如赛事公司未来会举办面向全
省、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围棋队际擂台
赛，赛事的赞助商将会碎片化，品牌赞
助也可实现转让；培训教师团队的公司
将会对有志于从事围棋行业的大学生
进行专门的培训。“在集团这个大背景
下，相信大学生对于未来前景会更有信
心，并且他们的薪酬会和他们的能力挂
钩，自己来争取甚至是决定薪水高低。”
而在几十家俱乐部形成集团化运作后，
青岛的围棋培训市场还可以轻易地解
决发展不均衡的弱点。
未来青岛围棋教学还将实现形式

上的绝对创新，即用队际赛的形式来改
变传统的一对一对阵的教学。“传统围
棋项目是有先天劣势的，它讲求单打独
斗，棋盘上就是要给对手挖坑，利用对
手的失误来取胜，这种特点对很多独生
子女来说，他们学围棋等于是‘独上加
独’，但围棋队际赛完全改变了这个缺
点，他会让学围棋的孩子更讲求团队精
神，并且很多高段位的孩子在达到一定
层次后也不会失去学习围棋的信心和
乐趣，他们可以成为教练，继续来辅导
水平差一点的队员，大家互帮互助共同
进步。”刘群燕说道。此外，针对队际赛
的发展，一种能够随时储存便于复盘的
新型专利棋局也应运而生。这也将是未
来青岛市围棋集团重点发展的项目。
在实现创新的同时，青岛市围棋未

来还会在“统一”上做文章。制定统一教
材，教学标准也要精细标准化。所有这
些都是为了提升围棋培训市场的环境，
为真正的产业化做好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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