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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上海体育正用一波又一波的创

新举措，为申城市民带来更多体育新体验、新服务。 《东方体育日报》每周推出上

海体育“新闻眼”栏目，通过解读、分析、评论、综述为读者“换一种方式”看上海

体育：我是你的眼，带你领略上海体育的精彩无限。眼 目标巴黎
巩固传统优势 探索新的可能

传统项目薪火相传 “探索号”砥砺前行

揭秘上海奥运争光“新体系”

7月28日，时隔29年中国篮球再
一次站上奥运领奖台。在东京奥运会
三对三篮球女子组铜牌赛中，上海女
将张芷婷与队友王丽丽、杨舒予、万济
圆一同摘得铜牌，这也是中国体育代
表团奥运史上的首枚三对三篮球奖
牌。

而上海健儿与三对三篮球的故
事，则远不止于此。早在2018年亚运
会，主教练许佳敏将上海青年队时期
带过的两名弟子张芷婷、李颖砋招入
队中。从此以后，师徒三人成为中国三
人篮球女队的“铁三角”，并夺得了
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冠军、2019年国
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杯冠军

过去近两年没有参加国际大赛，
国家队的选拔又异常激烈，出征东京
奥运会的名单公布时，李颖砋只是替
补，“铁三角”变成了“二重唱”。不过，
来到东京奥运会的赛场，许佳敏、张芷
婷师徒二人没有让大家失望，代表中
国三人篮球再创佳绩。

作为国内普及度相对较高的体

育运动项目之一，三人篮球在上海有
着深厚的青少年基础。2019年时，正
逢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杯中国夺
冠，三人篮球风靡全国，上海市也适
时推出了MAGIC 3上海市青少年三
对三超级篮球赛。经过三年的品牌培
育，MAGIC 3已经成长为上海青少年
篮球的一张闪亮名片，今年更是吸引
了长三角地区的青少年专程赴沪参
赛。

除了群众普及外，MAGIC 3还敢
为人先，率先在比赛中推出了“精英
组”，让技艺精湛的青少年三对三篮球
爱好者也有机会获得运动员等级评
定，进一步开拓了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的培养渠道。
上海，简称沪，而位于上海西部的

青浦则更是江南水乡的代表。上海还
是中国赛艇运动发源地之一———1852
年，中国最早的赛船会就已出现在黄
浦江上。
本届奥运会上，赛艇女子四人双

桨项目的金牌得主之二———上海女将

张灵、陈云霞就曾在位于青浦的东方
绿舟体育训练基地水上运动中心训练
过。

近年来，上海为了突出各区特点
以及资源优势，进行体育项目的差异
化布局发展，青浦作为水乡将水上运
动列为了重点项目。张灵就是从青浦
区少体校走出的赛艇奥运冠军。

为了进一步加强水上资源优势，
推进体育人才培养，今年青浦区少体
校还启动了全面的体校改革，通过体
教融合培养的模式力争为上海培养更
多优秀的水上人才。

促进项目布局和门类结构更加合
理，奥运优势项目做大做强，传统基础
大项和集体球类项目明显突破，城市
特色项目有效拓展，形成具有上海特
色的开放办竞技体育格局。对上海来
说，这并不是一句空喊的口号，而是实
实在在的目标。通过多元办训手段，上
海已经逐渐形成具有领先性、时代性、
开放性、国际性的都市型竞技体育发
展格局。

特色项目开拓后备人才培养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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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金32银18铜共88枚奖牌，金
牌数、奖牌数仅次于美国，位列第
二，追平了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
取得的境外参赛最好成绩———中国
体育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上交出了
一份亮眼的答卷。在本次奥运征程
中，上海运动员有六人次勇夺奥运
冠军，共摘得5金4银2铜共11枚奖
牌，也创造了历届奥运会参赛最好
成绩！纵观夺牌项目，上海运动员与
中国代表团一样，既有传统优势项
目“梦之队”的薪火相传，也有挑战
未知的“探索号“砥砺前行。
2019年，上海提出了构建上海

市竞技体育发展新体系的实施意
见，其中描述了如何构建科学合理
的项目布局：要动态认识、综合评估
竞技体育项目发展潜力和价值，坚

持突出重点、优化结构、提高效益。
全力发展跳水、乒乓球、射击、自行
车、花样游泳、击剑、体操、射箭、现
代五项、羽毛球等优势项目；大力扶
持发展田径、游泳、水上等基础大
项；重点突破足球、篮球、排球等集
体球类项目；积极拓展马术、高尔夫
球、帆船帆板、网球、武术、赛车、拳
击、棒垒球、橄榄球、斯诺克、空手
道、冰雪运动、极限运动、科技体育
等市场化程度高、适合国际大都市
开展的项目。

这些项目中，既有像跳水、乒
乓、射击等在往届奥运会上取得过
优异成绩、甚至摘得奖牌的上海优
势项目，也有在东京奥运周期获得
飞跃式突破的水上、橄榄球等获得
重点扶持的项目。科学、合理的项目
布局帮助上海在巩固传统优势项目
的同时，大力探索新的可能。

在东京奥运会中，上海运动员除
了在跳水、乒乓、射击等上海的传统
“梦之队”上有金牌入账外，在田径、
游泳这两大基础大项上也表现出强
劲的发展势头和深厚的潜力。

东京奥运会铅球决赛中，除了
“姣姐”巩立姣以绝对的实力征服了
所有人，斩获了中国代表团历史上的
首枚田赛金牌外，同样出战决赛的上
海小将宋佳媛发挥出色，以19米14的
成绩获得第五名。尽管目前距离夺得
金牌的巩立姣还有这一定差距，但她
实际上已经成为了田径界公认的“巩
立姣最佳接班人”。

2008年，年仅11岁的宋佳媛被长
宁区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田径队教
练王芳选中，加入长宁少体校田径队
参加铅球训练，并在2010年输送至上
海市第二体育运动学校。上海田径队
领队端木国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从少体校到二体校再到一线队，宋
佳媛这一步一步走得非常扎实，她在
日常训练中的最大特点就是吃得起
苦，同时在自我管理方面非常出众。
除此之外，宋佳媛对于铅球这个项目
也非常喜爱，外加性格非常开朗像个
‘假小子’一样，所以在训练中她从来
没有什么叫苦连天之类的情况出
现。”

事实上，上海在田径项目方面一
直保持着优势。从最早的朱建华在
1983年6月到1984年6月间，连续三次
打破男子跳高世界纪录，将其从2.35
米提高到2.39米。到后来的“翔飞人”
横空出世，登上世界之巅。再到如今
的宋佳媛作为新星冉冉升起，上海田
径一直代有人才出。

其背后离不开上海在青少年田
径人才方面的培养。在近几年的上海
市青少年体育十项系列赛、上海市青

少年体育精英系列赛中，田径赛事报
名人数逐渐递增，赛事水平也水涨船
高。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中，
除了传统的体校培养模式外，体教融
合模式、社会培养模式齐头并进，每年
的田径青少年运动员注册人数大幅增
长，已经连续多年排名项目注册人数
的前列。
与田径项目相似，游泳项目方面

上海也曾涌现出庄泳、杨文意、乐靖宜
等一批的奥运冠军，作为海滨城市，上
海本身的城市气质就与游泳有着高度
的契合。

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年
仅17岁的上海小将唐钱婷与队友彭旭
玮、张雨霏、杨浚蠧以3分54秒13的成
绩获得第四名。
游泳人才辈出的背后，是上海体、

教两家共同努力的成果。2009年，上
海中小学开始全面实施人人学会游泳
计划。根据市教委的安排，2009年开
始在前几年开展暑期游泳推广项目的
基础上，实施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和
大学生“人人学会游泳”计划，计划用
三到五年的时间，整合资源，形成合
力，使上海的每个学生学会游泳。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目前

上海已经基本普及了青少年的游泳技
能。在此基础上，上海市体育局、上海
市游泳协会进一步加大赛事举办力
度，推出了“六一娃娃杯”“育苗杯”等
青少年游泳赛事，在会游泳的基础上
激发了青少年参与游泳运动的热情，
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通过上海市体育、教育部门的正
确认知和有效引导，上海在多项传统
优势项目上持续发力、稳中有升，为
中国体育源源不断地提供着体育人
才。

传统优势项目稳中有升

过多元办训手段再做突破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