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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志灵）世界羽联巡
回赛总决赛小组赛昨日结束，中国男单

选手石宇奇在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中2

比1击败日本选手奈良冈功大，以2胜1

负的战绩名列小组第一，晋级半决赛。

石宇奇之前已连胜奈良冈功大两

场。此次再战，石宇奇虽以18比21丢

掉第一局，但第二局他经受住了考验，

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顽强追赶，以23比

21艰难地扳回一局。决胜局石宇奇打

得非常顺利，比分一路领先，以21比13

轻松获胜。

同组的安赛龙战胜之前两连胜的金

廷后，三人成绩均为两胜一负，计算胜负

局数，石宇奇排名第一，安赛龙排名第

二，印尼选手金廷排名第三被淘汰。

进入女单四强的是中国选手陈雨

菲、西班牙选手马林、韩国选手安洗莹和

中国台北选手戴资颖。

三个双打项目中国队发挥出色，6

对选手均进入四强。

晋级男单半决赛的是中国选手梁伟

铿/王昶、刘雨辰/欧烜屹，韩国的姜珉赫/

徐承宰，印尼的阿尔菲安/阿迪安托。

女双四强分别为陈清晨/贾一凡、谭

宁/刘圣书，韩国的白荷娜/李绍希和日

本的志田千阳/松山奈未。

混双四强分别为郑思维/黄雅琼、冯

彦哲/黄东萍，韩国的徐承宰/蔡侑仃，日

本的渡边勇大/东野有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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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宇奇晋级男单半决赛

送课上门
冰雪项目在临港中小学校园得到普

及，离不开上海电机学院在体教融合、助

力“冰雪项目进校园”的实践探索。

上海电机学院是临港新片区首家推进

冰雪运动进校园的高校。2021年，学校集

中资源，主动助推冰壶运动在社区的发展，

在临港青少年心中种下了“冰雪”的种子；

去年起，学校又主动融入中小学第二课堂，

先后与临港多家中小学合作，为校园开展

冰雪运动提供更多专业指导和服务。

在上海市秋萍学校，为孩子们“送课”

上门的，是原国家冰壶队队长、上海电机

学院教授王奉春，“每次上冰壶特色课的

中小学的孩子们没有迟到和缺席的，上课

积极性非常高，没有入选冰壶课的同学们

还偷偷地跑来听讲。”

上海电机学院介绍，选择冰壶项目作

为学校体育特色项目，是因为和该校“卓

越现场工程师”的人才培养目标高度一致

——冰壶运动可以锻炼并提高参与者在

数学计算、定位判断、物理分析、空间想

象、肢体调控、预测谋划、团队协作等多

方面的能力，对磨炼沉稳、冷静的性格

有很大的帮助。

培育新苗
目前，上海电机学院一周有两次宝

贵的真冰训练，都会带上临港新片区中

小学、中专学校社团课程或校本课程选出

来的“好苗子”。这一方面为学生的体育

课增添了新色彩；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有天

赋、有潜力的孩子迅速成长，并参加全国

中小学生比赛。

临港科技学校第一届中本贯通班的毕

业生朱胤皓，就是大学“主动出击”从中专

学校挖到的“潜力股”。他在2021年升入上

海电机学院本科后就直接加入了冰壶队，

随着刻苦训练并积累了参赛经验，他在今

年夏天成为该校冰壶队队长。在真冰训练

中，他带上十来岁的小队员们，既要在冰上

给他们矫正姿势、讲解动作，还要关心弟弟

妹妹们的想法和生活，“我和小队员们共训

练、共成长，冰壶不仅是一门课程、一项运

动，更是一种教育、一种精神”。

“在学校的个性化特色课程中，我最

喜欢的就是冰壶课！在冰壶的训练和教

学比赛中，我们锻炼了毅力。在刚刚结束

的全国中学生陆地冰壶比赛中，我和小伙

伴们第一次参加大赛就获得了男子第三

名和女子第六名的好成绩！”上海市秋萍

学校学生张鑫蕊兴奋地告诉记者。小张

和同学们在本学期加入冰壶特色课及训

练，如今已是同辈中的佼佼者。

秋萍学校体育组组长陈晔感慨，正是

因为上海电机学院主动抛出的“橄榄枝”，

学校才能够迅速开出冰壶特色课作为第

二课堂内容。经过王奉春教练的专业技

战术教学，大手牵小手式的上冰训练让孩

子们受益匪浅。

上海电机学院体育教学部老师表示：

“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化与临港中小学的合

作，提供更多的冰雪运动教学资源，推动

冰雪运动在临港地区的发展；同时，学校

也将积极探索将冰壶运动与文化教育相

结合的新模式。”

本报记者 郜阳

第五届上海白玉兰国际冰雪节昨天

开幕，将在上海白玉兰广场展开为期三个

月的冰雪主题活动。而在几天前，第十届

全国大众冰雪季启动仪式暨上海市青少

年花样滑冰锦标赛也在普陀冰上运动中

心启动。从普通市民的冰上嬉戏到专业

冰雪小选手的茁壮成长，上海冰雪运动气

氛伴随着骤降的气温正不断浓郁……

《渔光曲》演绎冰雪情
动感音乐、绚丽灯光，昨天下午的白

玉兰广场室外冰场上，一场又一场精彩

的冰上演出轮番上演。尤其是当全国花

滑锦标赛女单冠军安香怡身着俄罗斯服

装设计大师拉娜特别为她设计的花滑

服，作为助力嘉宾登场表演花滑《渔光

曲》时，意境布满，如梦似幻。

安香怡透露，自己这支充满中国意

境的花滑节目灵感来自舞剧《永不消逝

的电波》。舞蹈描绘了一副上海老弄堂

的清晨景象，姑娘们生火挑米、做饭、遮

阳、乘凉……而将之放到冰场演绎，则让

这支“晕在丝绵旧事里，浓妆淡抹总相

宜”的舞蹈更多几分特殊韵味。为了契

合《渔光曲》的意境，安香怡还请俄罗斯

专家精心设计了融合中国旗袍、水墨元

素在内的花滑战袍，为演出加分。

上海白玉兰广场是沪上较早推动户

外移动冰场这一项目落地的商业综合

体，坚持为申城市民献上逸趣横生的冬

日户外体验。第五届上海白玉兰国际

冰雪节更将用娱乐化体验带动冰上运动

参与度，努力创新搭建冬日的社交平台，

承载沪上冬季生活新方式。

小选手也有大舞台
一张张依然带着几分稚气的脸上有

着超越年龄的坚韧和成熟，花滑小选手

展臂滑行、旋转腾

跃，一招一式已颇

具健将风范。几天前，

2023年上海市青少年花样

滑冰锦标赛暨上海市花样滑冰公开

赛举行，作为市运会新周期的首场年度

比赛，今年新设立了冰上舞蹈项目。

比赛共设置19个组别，参赛选手年

龄从5岁覆盖到31岁。本届比赛参赛人

数达到214人，创下参赛人数新高，带来

的不仅是一场精彩纷呈的比赛，更是对

下一周期上海花样滑冰未来力量的一次

“小小检阅”。

本次比赛强手云集，作为第十四届

全国冬运会前上海运动员们最后一次练

兵机会，也作为对前序比赛的总结，上海

十四冬参赛运动员们争相参与赛事，力

求在比赛中查漏补缺，为十四冬积极调

整竞赛状态。准专业选手参赛的同时也

有新手跃跃欲试，公开赛青年组男子单

人滑选手中，孙铮洋学习花样滑冰刚满

一年，起步虽晚，但站在比赛场上的他依

旧光彩夺目。

此次比赛是2023年上海冰雪赛事

的收官之战，四大洲锦标赛前最后一场

市级花样滑冰比赛，上海运动员们也尽

情展现花滑风采。 本报记者 厉苒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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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里，在上海
市秋萍学校特色课
上，学生们在场馆里
练习冰壶滑行动作。
几个孩子就谁的动作
标准热烈地讨论起
来，直呼“太过瘾了”。

这是该校利用每周两次课外活动，
安排小学和中学两个年级到体育馆上
冰壶特色拓展课，大大激发了孩子们对
这项运动的喜爱。
记者了解到，临港科技学校、上海

市建平临港中学、上海市秋萍学校、上
海市建平临港小学、芦潮港幼儿园日前
成为第一批“浦东新区冰壶特色学
校”。这些学校把冰壶运动带入社团课
程或校本课程已近一年，孩子们对冰雪
文化则有了更深的体验和直观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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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港学校“大中小一体化”作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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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萍学校学生参加冰壶比赛

■ 市民体验冰上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