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女足要想走出低谷，完善培养体系和重塑足球底蕴缺一不可——

声 音G

刘颖余

10 个月，25 名球员集团作战，

累计参加 66站国际比赛，让中国队

的奥运积分暴涨 500 多万分，从世

界第 15 位一路追赶至世界第 3，最

终如愿拿到巴黎奥运会入场券。

这是属于中国男子三人篮球的

冲奥之路。

国际篮联在社交平台上写道：

“究竟是怎样的结局，才配得上这一

路的颠沛流离。”

来自 CBA 联赛山西队的张宁

在加入中国三人篮球男队后，如此

描述球员的日常：“大部分人根本无

法想象我们的生活状态，可以用四

个字形容，叫流浪地球。”

绕着地球，四处奔波，召之即

来，来之即战，目的非常明确，就是

尽量争取更多的积分。按照国际篮

联规定，巴黎奥运周期三人篮球项

目的积分周期为 2022 年 11 月 1 日

至 2023 年 11 月 1 日，总积分前 3 的

球队将获得直通巴黎奥运会的资

格。各队排名前 25 位的运动员个

人积分的总和，即为决定最终排名

的国家积分。2023 赛季开始前，中

国队总积分仅为 140 万分，排名世

界第 15 位，积分只有当时排名第 3

的立陶宛队的 1/4。

“有时候一下飞机就开始打比赛，实在没有人的情况

下，教练和队医配合我们打对抗。”中国三人篮球国家男

队队员朱松玮回忆道。

另一名队员颜鹏透露，赛季开始后，他们的生活变得

异常忙碌。“一周可能有三四天时间都在飞往各个国家的

赛场”。张宁最长的一次飞行在路上花了 40多个小时。

领队柴文胜介绍说，过去一年的“流浪地球”之旅中，

仅队医刘雪峰一人就飞了 73 趟国际航班。负责球员外

事（球员签证办理等）的工作人员，一个人便经手了 31次

外事处理，相当于此前篮管中心全年的工作量。

舟车劳顿，加上比赛密集，对抗激烈，队员出现伤病属

家常便饭。有时没有队医，队员只好自己处理——齐浩彤

在瑞士比赛时脚部骨折，自己垫付了医药费，简单处理一

下后才回国治疗；上海站，李浩南脚背被开水烫伤，他挑破

水泡，缠上绷带，忍痛上场；成都站，朱渊博发着高烧坚持

比赛，朱松玮手指脱臼，忍痛将关节复位后继续战斗……

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张凝结着 25名球员心血和汗

水的奥运会入场券。在电影《流浪地球》里，“流浪地球计

划”最初的名称叫“移山计划”，那是中国独有的坚定而又

浪漫的故事。而在现实版的“流浪地球”中，中国三人男

篮队员们只有坚定的信念，并无半点浪漫可言。

这是一次颠沛流离的远征，一场披肝沥胆的奔赴。

在这个夏天中国五人篮球陷入泥沼的时刻，三人篮球拼

命保留了中国男篮的火种，也保留了中国男篮的体面。

这个故事之所以显得格外动人，正是因为人们从中看到

了队员的奉献、拼搏、牺牲，也看到了篮协、赞助商和俱乐

部各方的团结协作。这不只是 25名队员的荣誉，也是整

个中国篮球的胜利。

所有这些，都会成为中国篮球弥足珍贵的财富。当

你拥抱世界时，世界也会拥抱你。当张宁和世界顶尖球

员一起组队参赛，他不仅会帮助中国队涨分，更能让自己

成长。从三人篮球赛场回归 CBA 后，张宁场均得分、罚

球数和命中率都创职业生涯新高——这就是证明。

放眼世界，而不是在自己的联赛中自娱自乐，这正

是当下中国篮球界尤其是男篮应该做的事情。三人制

篮球已经这么做了，希望五

人制篮球也能知耻后勇，快

步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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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元浩

随着球队在巴黎奥运会女足亚洲区预选

赛第二阶段中黯然出局，中国女足的未来发

展究竟路在何方？想必无论是管理者，还是

参与者，抑或是媒体和球迷，都有各自不同的

看法和思路。足球和其他竞技体育项目一

样，都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可循。但包括女

足在内的中国足球的过往经历一再告诉我

们，尊重足球规律这件事，在中国足球看来总

是“说易行难”。

前日本女足功勋主教练高仓麻子，在谈及

日本女足的发展时坦承，构建良好的足球环境

和持续发展联赛是日本女足崛起的主要原

因。如此道理，记者相信中国女足的从业者们

并不难理解。

中国女足亟须在找准问题的基础上有的

放矢，从基础培养、训练方向、女足文化构建等

几方面扎实推进，久久为功。中国女足的复兴

之路，一直都在自己脚下。

“热”与“冷”的反差

随着奥预赛的结束，本期中国女足随即

解散，队员们返回各自俱乐部。本赛季的全

国女足超级联赛也在 11月 4日迎来了最后一

个阶段共 6 轮比赛的较量。不过，与奥预赛

场均近两万人的上座率相比，女超等国内女

足联赛的关注度只能用冷清来形容。

据记者了解，截至第五阶段联赛开打，本

赛季女超联赛前 16 轮的场均观众人数基本

都在 1500 人上下。最冷清的第 6 轮联赛，场

均观众只有 672人。

记者在女超联赛北京女足的主场——先

农坛体育场多次看到，即便北京女足主场观

赛门槛很低（观众只需在门口扫码登记就可

免费观赛），但现场观众人数很难超过千人。

“说实话，现在我们主场有一半的观众都是球

员家属或朋友，真正来看球的球迷很少。”北

京女足主帅于允颇为无奈。

与国内女足联赛连年遇冷的尴尬相比，

欧美乃至亚洲的日本等女足联赛的关注度却

是在持续升温。

据统计，上赛季女足英超场均上座率为

5099 人。其中，阿森纳和热刺女足的“北伦

敦德比”，吸引了多达 47367 人现场观战；上

赛季女足欧冠 1/4决赛的巴萨与皇马女足的

“国家德比”，更是涌入多达 91553 名观众。

美国女子足球联赛 (NWSL)上赛季场均观赛

人数为 7894人。

如此“热”与“冷”的反差，正是中国女足

长期以来所面临的尴尬——大赛时“要关心”

“要发展”“要支持”的呼声此起彼伏；大赛过

后便陷入沉寂，乏人问津。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足前国脚告诉记

者，不能只是在大赛时才关心和支持女足，

“别只爱赢球时的中国女足！国内女足运动

更需要持续的关注和支持。”

训练方向待优化

今年以来的几次女足国际大赛如世界杯

和奥预赛中，日本和韩国等亚洲女足球队核

心球员的发挥非常亮眼，如获得本届女足世

界杯金靴的日本球员宫泽日向（5 球），在女

足英超效力的韩国队前锋池笑然等，都在各

自球队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反观中国女足，被视为核心的王霜受

困于伤病，几次大赛的发挥都难如预期；曾

在锋线上被寄予厚望的老将王珊珊只能移

位后防；新生代张琳艳的状态也难以保持

最佳……

中国女足每到关键场次，总是难以找到

一个能够决定比赛走向的球员。这不由得让

球迷无限怀念昔日拥有刘爱玲、孙雯等超级

明星的中国女足。

为何如今的中国女足缺少真正的世界级

球星？为何球队在大赛中面对欧美甚至是亚

洲强队时总是显得力不从心？记者在与多位

女足业内人士的交流中逐渐明晰——面对

世界女足的大变局，中国女足除了要切实

加强人才培养外，还要尽快摒弃一些固化

观念的影响，在训练方式和方向上必须要

进行改变。

已从事女足青训近 30 年的上海教练钱

惠在接受采访时坦承，国内女足青训教练的

执教理念也要不断更新，“根据现代足球理念

和规则提升自己，才能培养更多好苗子。”

例如在选材方面，要根据现代女足男子化

的大趋势，扩大选材范围，培养更多身材高大、

力量强劲、技术全面的球员；在训练方面，要进

行科学化和系统化的训练，不断提高对抗节

奏，培养更多创造力、灵活性和战术意识。

前国脚、现北京师范大学女足主教练毕

妍，不久前率队夺得晋江国际大体联足球世

界杯女足冠军。她在谈及女足训练时认为，

“我之前也接触过很多外教，我感觉他们带来

最不同的感受就在于心态方面——踢球应该

是快乐的，不是痛苦的。我希望中国女足敢

于尝试新的打法和风格，培养更多享受足球、

敢于挑战和不怕失败的精神。”

女足文化需重塑

此次奥预赛进行期间，在厦门举行的首

届“怒放竞技场”街头女足赛事，吸引了众多

关注的目光。自今年 5月 20日在杭州启动以

来，该赛事共吸引了 110 支球队，560 多名业

余女足球员参与其中。

同样是在厦门，第二届追风联赛全国总

决赛也在女足奥预赛期间决出冠军。作为一

项全国性的乡村校园女足联赛，本次比赛吸

引了全国 60 余支“追风计划”项目支持的乡

村女足球队参赛。

在专程前来为“怒放竞技场”优胜队伍颁

奖的女足前国门赵丽娜看来，业余女足赛事

的兴起，对于中国女足的整体发展大有裨益，

“我觉得这并不仅仅是一场赛事，更是足球女

孩们的狂欢。这样热烈的氛围对于女足运动

发展太重要了。”

记者在采访中多次听到业内人士感慨，

中国女足与世界强队的差距，与社会环境和

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我们传统文化中普遍存

在着以男性为主导的价值观念，这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女足的发展和认可度。”

此前出台的《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

中明确提到，要持续培育足球文化。国内女

足文化的构建和完善，对于中国女足的整体

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足协副主席孙雯此前在谈及女足发展

时表示：“我们不会放弃，但关键是要知道如何选

择正确的道路并解决问题，这需要深入思考。”

中国女足再次走到了命运抉择的十字路

口。如何去找寻正确道路固然重要，但尊重和

遵循足球发展规律其实并不难，关键是要去做。

本报记者 刘兵

随着现代体育的发展，专业运动员尤其

是精英运动员在日常训练和参赛过程中经常

会面对情绪、人际关系、注意力不集中等运动

心理问题。

对此，近日在北京市体育科学研究所举

行的第七届竞技体育心理咨询和心理训练应

用研讨会，给出了很多具有建设性和实践意

义的方式方法。《工人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

解到，本次大会中既有长期从事一线心理研

究的实践者，又有长期从事运动训练的知名

教练员和运动员。如何加强运动心理训练，

更真切关注和有效提升运动员心理建设，让

心理科技服务手段更好助力竞技发展，成为

本次研讨会多方专家关注的焦点。

“竞技体育不仅对参与者的体能和技能

有极高的要求，同时也非常考验运动员的心

理素质，运动员如何应用运动心理学相关理

论和技能，增强自身心理素质，将成为高水平

赛事成败的关键。”北京市体科所副所长高志

青认为。

原首都体育学院运动科学与健康学院院

长、现北京体育科学学会理事李京诚表示，精

英运动员训练负荷大，尤其是一旦出现受伤

或重大赛事落选等情况，心理压力就会不断

增大。“比如受伤，因为不确定自己能否达到

以前的成绩水平、地位和集体贡献，从而导致

心理健康问题，陷入焦虑或抑郁。”

参加此次研讨会的北京市体科所副研究

员赵国明，有过伦敦、里约、东京三个奥运周

期对国家队运动员进行心理咨询和心理训练

的实践，现在也是国家体育总局巴黎奥运会

备战心理专家组成员。他对记者表示，运动

员的良好心理同样需要平时的大量训练，运

动员心理干预的意义不仅解决其在赛前、赛

中这一特定时期的心理问题，更重要的是帮

他们正确认识自我，并培养自我管理能力。

“这种能力包括合理认知周围环境并形成良

好的适应，理性面对各种挫折并能够积极应

对，解决困惑，从而实现自我成长等。”

参加过四届奥运会并取得一金一银成绩

的射击名将陈颖，在此次研讨会上以运动员

视角对心理科技服务发表了看法。她认为，

对运动员来说，良好的心理素质关键在于日

常建立自信，能够集中注意力，同时管理好自

身的情绪变化，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

据悉，为满足巴黎奥运会备战期间国家队

运动员、教练员及随队人员的心理服务保障需

要，由国家奥体中心与北京体育大学心理学院

共建的心理辅导站已于今年3月正式上线。

记者了解到，除了面向运动员共性心理

问题的讲座，该心理辅导站专家还深入到国

家队训练一线，收集了解运动员心理保障需

求，有针对性地提供心理保障服务。目前，心

理辅导站已依托北京体育大学和备战巴黎奥

运会心理保障工作组等专家资源，分别对国

家男子水球队、国家女子曲棍球队等队伍，提

供线上/线下心理讲座、运动员心理需求测评

及团体辅导活动等服务。

与会专家认为，改善和加强运动员心理

科学建设不会一蹴而就。“今后我们将进一步

聚焦运动心理咨询和心理训练关键问题，积

极探讨中国竞技体育训练体制下，适用于运

动员和教练员的运动心理咨询、运动心理训

练理论与方法，逐步提升竞技体育训练中心

理相关理论和成果应用水平，不断提高运动

员心理科技服务水平。”高志青表示。

各方专家聚焦运动员心理科技服务——

心理建设渐成竞技体育关键因素

学青会上的体育新潮流

整 合

2023粤港澳体博会即将开幕
据新华社广州电（记者赵紫羽 王浩明）记者近日从

广东省体育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3年粤港澳

大湾区国际体育博览会暨第 24 届广东国际体育用品博

览会（以下简称“粤港澳体博会”）将于 11月 17日至 19日

在广州举行。目前，展会筹备工作一切就绪。

据了解，本届粤港澳体博会规模达 14000平方米，共

40 余家较大规模体育企业参与。现场还将设置第十五

届全运会展示专区。展会期间，高峰论坛、企业专场推介

会等活动也将举办。

当她们再次走到当她们再次走到““十字路口十字路口””

在首届学青会赛场上，霹雳舞、攀岩、冲浪、轮滑等新兴项目
为比赛增添了许多新意，让大赛处处洋溢着青春的火热气息。

◀近日，广州市选手陈亭翰在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
会霹雳舞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张爱林 摄

▼近日，在广西马山县古零镇初级中学攀岩馆，李彦郯在第
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攀岩项目难度赛的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曹祎铭 摄

本报记者 朱亚男

近日，法国奥委会通报，他们已正式向国

际奥委会（IOC）提交了申办 2030 年冬奥会

的标书，申办地区有可能位于法国东南部的

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和普罗旺斯-
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

法国媒体报道称，国际奥委会将于北京

时间 11月 28日至 12月 1日在巴黎召开会议，

决定哪些 2030年冬奥会申办国将进入对话阶

段。届时，法国就会知道自己能否在赢得巴

黎奥运会主办权后继续这场奥林匹克征程。

不过，法国要想角逐 2030 年冬奥会举办

权，将面临瑞士和瑞典这两个强劲的竞争对

手。值得一提的是，瑞典此前从未举办过冬

奥会，此前的 8次申办均以失败告终。

法国此前举办过 3 次冬奥会：1924 年在

沙莫尼，1968 年在格勒诺布尔，1992 年在阿

尔贝维尔。拥有大批已经建成的比赛场地和

良好的冰雪运动基础，是法国竞争 2030年冬

奥会的一大优势。此次申办，法国的承诺之

一就是使用 95%的现有场地。

据悉，在法国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

区，2023 年世界高山滑雪锦标赛的举办地梅

里贝勒和库尔舍瓦勒，被选定为高山滑雪滑

降、全能和大回转项目的举办地。库尔舍瓦

勒的阿尔贝维尔冬奥会跳台滑雪设施也将重

新使用，雪车和钢架雪车项目将在拉普拉涅

举行。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

主席雷诺·米瑟利耶说：“我们手中的‘王牌’

就是我们的滑雪胜地。”

按照惯例，国际奥委会原本应该在赛前

7 年——也就是 2023 年宣布 2030 年冬奥会

举办地。但是，此前针对冬奥会的一份调查

报告显示，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冰川和数

千年积雪迅速融化，以雪地为主要比赛场地

的冬奥会将受到巨大冲击，气候适合举办冬

奥会的地区数量有潜在下降的趋势。

在该报告的建议下，国际奥委会执委会

已在 2022 年年底决定，给予未来冬奥会申

办地更多时间来评估各种因素，从而选出最

适合的冬奥会举办地。同时，国际奥委会执

委会提议，在明年于巴黎召开的国际奥委会

全会中同时确定 2030 年和 2034 年冬奥会举

办地。目前，在成功申办 2028 年夏季奥运

会后，美国已经表明了申办 2034 年冬奥会

的意向。

不过，与夏奥会不同，冬奥会申办无疑面

临着更多自然条件的限制。国际奥委会主席

巴赫此前曾预测，有能力并且有意愿举办冬

奥会的国家可能会越来越少。

天气条件一直是制约中东国家和非洲国

家发展冬季项目乃至申办冬奥会的主要因

素。不过，随着沙特阿拉伯近日正式赢得2029
年亚洲冬季运动会的举办权，气候似乎不再成

为申办冬奥会等冰雪运动大赛的障碍。

在申办亚冬会期间，沙特宣布将投入巨

资在沙漠中心特鲁吉纳小镇建造“沙漠滑雪

场”。据沙特媒体报道称，拟建的滑雪场位于

沙特西北部泰布克省的一座山上，山高 2580
米，游客在此不仅可以游泳，也可以滑雪，能

够同时享受“冰火两重天”的乐趣。

随着国际奥委会近年来不断改革优化夏

奥会和冬奥会申办流程，此前曾一度遇冷的

“申奥”再度升温。毕竟，影响力巨大的夏奥

会和冬奥会，依然可以给举办地带来巨大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力。

随着近年来印度、印尼、越南、土耳其等

新兴经济体对承办大型比赛的兴趣逐年提

升，冬奥盛会未来落户更多非传统意义的冰

雪国度甚至是热带地区，也许并不是一个梦。

国际奥委会将在明年同时确定 2030年和 2034年冬奥会举办地——

冬奥申办再度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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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蹦床队获满额奥运席位
据新华社伦敦电（记者张薇 卢羽晨）中国选手严浪

宇在当地时间 11 月 12 日落幕的伯明翰蹦床世锦赛上摘

得男子网上个人金牌。另外，中国男、女队都通过世锦赛

渠道各获一个奥运名额，提前锁定巴黎奥运会男、女各两

个满额参赛席位。

本次世锦赛上，还有巴西、加拿大、美国和英国获得

女子项目奥运席位，英国、奥地利、日本和葡萄牙获得男

子项目奥运资格。

巴黎奥运会两个蹦床项目将共有 32 名选手参赛。

运动员们还有机会在明年于巴库和科特布斯举行的世界

杯赛上争夺奥运席位。

米兰体育电影电视节中国影片斩获金花环奖

“从奥预赛看中国女足”系列报道（三）

日前，2023米兰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节在米兰伦巴第
大区礼堂揭晓各奖项归属，中国影片《北京2022》《我们的
冬奥》斩获金花环奖，另有5部作品获得提名奖。图为影
片《我们的冬奥》监制、导演王诤（中）在颁奖典礼上领取
金花环奖。 新华社记者 任鹏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