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是
最好的教育

    施之皓的头衔有很多：前世界冠军、国际

乒联副主席、上海体院副院长、中乒院院长。
来中乒院履新时，体育总局领导曾嘱咐他：“我

不希望你走体制的老路，而是希望你能培养出
有文化的乒乓球高手。”

刚开始，总有家长这样问施之皓：“我的孩
子有没有前途？”施之皓总说：“这么小的孩子，

谁能打包票说他将来可以成为世界冠军？”他

常跟家长讲：“你的孩子来中乒院，他首先是个
学生，会打乒乓球而已。”

无论是在训练还是课堂上，施之皓一直灌
输这样一个理念———赛场就是人生：“不是每个

人都能成为赛场上的冠军，首先你们要有勇气
站上赛场，学会面对失败，才能做生活的强者。”

在对《意见》的解读中，国家体育总局副局
长李建明表示，体教融合不光只是把体育和教

育两个部门的资源进行简单的相加，是指体育
和教育在价值、功能和目的上充分融合，共同

作用于青少年的成长和发展。
将丁宁培养成大满贯之后，陈彬于 2017年

年底来到中乒院担任教授。在专业队伍浸淫几
十年的他颇有感触，运动员和教练员的文化素

养，普遍欠缺。“运动员有情绪时，教练员怎么沟

通？打得不好的时候，如何引导？运动员和教练
员都需要有文化底蕴，需要对事物有全面的认

知，需要有逻辑思维能力。”陈彬如今为中乒院
运动训练专业自编教材，“以前我们都是行万里

路的人，现在我们要读万卷书。”
和其他综合性大学不同，中乒院的课

程中有一门“术课”，也就是专业技

术培养。“转型当大学教授，我

希望将专业知识传授给更多

人，然后他们再去哺育更多

人。”陈彬说。

中国乒乓球学院，就

像一个“造梦基地”，它呵

护着乒乓少年们美好又

单纯的梦想，教会他们

如何做生活的强者，推动

学校体育实现全面育人的

理念。 本报记者 陶邢莹

    徐凡来自苏州，曾入选江苏省

队，却选择来上海闯荡。“运动员必
须要有文化，你看国乒队长马龙，

能用英语流利接受采访。如果从小
放弃学习，将来连简单的社交都会

有问题。”徐凡说。
选择中乒院，徐凡父母看中的

是这里优质的学校资源，中乒院和

杨浦区教育局合作，为有乒乓球特
长的孩子提供“一条龙”升学，解决

了读书的后顾之忧。在杨浦区世界
路小学和同济二中，徐凡度过了自

己的学生时代。
令徐凡最难忘的是，12 ?那

年，国家队组织集训，院长施之皓
力荐徐凡参加。国家队的淘汰率颇

高，但父亲徐卫很笃定，“她如果能
去国家队，我们肯定支持，但如果

进不了，我们家长也有底气，反正
文化成绩也不差，出路不会差。”

在上海边打球、边读书的日
子里，徐凡渐渐明确了自己的目

标。华师大是她心仪的学校，她希
望能培养更多体育好、读书也好

的孩子。
16?的陈熠正青春，在她看

来，进入国家队，打球读书两手抓。
上月的国乒东京奥运模拟赛，陈熠闯入女

单十六强，入选国家一队。宿舍里，厚厚的
课本叠在桌上，训练之余自学高中课程，陈

熠定好了目标：两年之后参加高考，争取打
球、学习两不误。

“从小妈妈就灌输我一个理念，乒乓球
是一门技能，但总有一天要退役，她希望我

拥有良好的知识储备，将来踏上社会成为

一个有用之材。”当年插班就读的陈熠在同
学们的眼里是个学霸，将一半时间花在乒

乓球训练上的她，成绩依然名列前茅。

    2010年，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和国家体育

总局共建的中国乒乓球学院在上海体育学院
成立，2011年，中乒院正式创立少年班，由一

群年龄跨度横跨小学、初中、高中，具有一定天
分，又喜爱打乒乓球的学生组成。

这里的“学生”二字，意义非凡，也是少年
班的特色所在：意在培养优秀的学生运动员，

建立体教融合的新模式。少年班的学生，上午

是背着书包上学校的“小二郎”，下午就是在训
练馆挥汗的乒乓小将。

传统的运动员整天在训练，缺少文化教

育，而学生运动员在校园里又如何平衡学习和

训练？这是体教融合的难题，核心就是学训矛
盾。中乒院在十年探索中发现，解决学训矛盾，

关键在于科学训练。
据施之皓介绍，中乒院少年班成立十年以

来，没有淘汰过一名学生，全部升入大学。“或许
从专业技术上，他们应该被淘汰，但他们的首要

身份是学生，打球进不了专业队，但凭借读书一

样可以有好出路。”而在专业发展的道路上，成
立十年的中乒院也迎来收获的季节，先后有三

名队员入选上海队，一名进入国家队。

    早在 1919年， 教育家蔡元培提出了

“完全人格，首在体育”的教育主张。体育比
赛的过程就好比一场浓缩的人生， 有高潮

与低谷、有顺境与挫折。 而在教育者眼里，

体育不仅能强身健体，还能调节情感、磨炼

意志，是人格教育的最好方式。

体育和教育，都有“育”字，目的共通，

那就是育人。 如今，《意见》出台，为体教融

合带来了一场理念变革： 将体育和教育充
分融合，共同作用于青少年的成长和发展。

事实上， 体教融合的口号喊了很多年，

但学与训的矛盾，依然存在，毕竟，文化学习

和运动训练都需要时间。由此，读书成绩好的
学生， 缺乏体育锻炼， 参加训练的体育特长

生，则被贴上“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标签。

解决学训矛盾， 就要做到科学训练，而

其中第一条就是优秀教练的到位。中乒院为
学生运动员合理安排了打球和学习的时间，

训练中，有金牌教练带训，课堂上，有体育专
业出身的教师和教授传道解惑。 其次，学校

和杨浦区教育局联手打造的“一条龙”升学通
道，为学生运动员解决了学习的后顾之忧。

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指出，《意
见》有两个价值，一是将推动学校

体育实现全面育人的价值，

第二个价值是国民教育

体系将承担起培养优

秀的运动人才的责

任。 在改革中，教育

和体育部门将共

同打造完整的校

园体育竞赛体

系和体育后备

人才上升通道。

显然，中乒院

在十年探索科学育

人的道路上，对体教

融合的先行先试，正

结出累累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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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乒乓球学院建院十年硕果累累

“造梦基地”教打球更教做人

    以体育特长生综合第一名的成绩，徐凡成为
了上海体育学院中国乒乓球学院首位考入华师大
的学生。她立志做一名优秀的教师，将自己的专业
知识和运动经历，分享给更多学生运动员。而在国
乒，16岁的陈熠正在挥汗如雨训练中，她是中乒
院向国家队输送的首位运动员。

2020年，中乒院迎来建院十年。十年树木，百
年树人，中乒院在体教融合的道路上先行先试，正

结出累累硕果。
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就 9月

21日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
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进行解读———“体教融合”不是简单的
资源相加。
如何培养学生运动员，解决学训矛盾，中乒院

的十年探索之路，或许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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荩 小球员与中乒院研制的

庞伯特多球训练机器人练习

本报记者 李铭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