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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中超中甲裁判讲述他们的大足故事

自2015年成立以来，上海市大学生足球联盟的平台，不
仅给了莘莘学子挥洒汗水、实现足球梦想的机会，同样也给
了每一位从事校园足球这项运动的工作者一个很好的锻炼
平台。在这里，既有校园足球走向职业足球的故事，也有职业
足球反哺校园足球的故事。 今天，我们来听两位年轻的职业
裁判讲述他们的校园足球经历，他们与上海市大学生足球联
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让足球扎根校园
为职业足球输送人才

■张哲 工程大主教练（中超裁判）

“双十一”那天，2019上海市大学生足球联盟联赛决出了男子校园

组八强，排名F组第一的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在常规时间与上海建桥学院

互交白卷，但在点球大战中却以2比4败给对手，结束了本赛季的联赛征

程。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队主教练张哲说，原本他的目标是前四，“想把这

次比赛当做给大四这届队员的毕业礼， 想让他们这四年拿到一个最好

的成绩”，但大学生足球联盟赛事激烈、强队如云，张哲和他的球队最终

并未能如愿。 “张哲”这个名字经常出现在中超中甲比赛的裁判员名单
中，没错，这个张哲与工程大主教练张哲正是同一个人。 中超裁判也深

耕校园足球，他说，希望中国一代代足球人能坚持不懈、认认真真、踏踏

实实地走一条漫长的路。 专题撰稿 实习记者 胡伟凡

当教练 工程大不再是“鱼腩”

2016年时的工程大还是一支“鱼
腩球队”，冲不出松江是常有的事。正
是那一年，张哲首次执起工程大教鞭，
让这支球队渐渐发生了变化。时至今
日，工程大2016级、如今大四的学生们
成为这支球队能在今年联赛小组赛中
取得全胜、以小组头名出线的中坚力
量。“2016届的这些学生我从大一带到
大四，有11个队员都是能踢上球的，能
首发踢主力的就有八九个，这一批是
黄金一代，是最好的一批。”张哲说。
张哲将这次的联赛看作是带队三

年来收获成果的最好机会，“这一次我
希望拿到前四，而且也有教练说我们
今年有实力拿冠军。”当得知抽中建桥
学院时，他感觉球队运气不错，成功避
开上大、上体、华理工等传统强队。但
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相比球队在点球
大战中的心态失衡，常规时间内球员
们的精神状态和战术执行力令他很不
满意，“这场比赛我们平时训练的内容
都没打出来，球队的精神面貌不好，我
很失望。”
张哲说，为了能带好这支球队，他

利用业余时间考取了教练证。“我重新
考了D级教练证，并在次年考取了C
级。通过这个过程，我对教练员这个行
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对此只有两
个字想说———尊重。”

当裁判 上赛季中甲“金旗”

今年9月，许多大一的新队员新鲜
入队，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教练还有另
一个身份———中超裁判。谈及这一身
份，张哲表达了满满的感恩与感谢：
“能够成为中超裁判员，我特别感谢母
校北京体育大学的培养，感谢我的裁
判老师谭海的指导，感谢上海足协对
我的帮助，感谢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体
育部对我的支持。”
张哲最初选择裁判这一职业的初

心是为了能够保护场上球员的健康和

安全。凭借着几年的经验积累与他个
人的努力，他于去年荣获了2018赛季
中甲联赛最佳助理裁判员“金旗奖”，
并在今年正式踏上顶级联赛的赛场。
对于自己的裁判工作规划，张哲表示
希望自己能在未来的几年内在中超站
稳脚跟，并向成为一名合格的国际级
裁判员而努力。“裁判员是足球场上的
‘黑衣法官’，执行竞赛规则是我们的
职责所在，每一个判罚必须要做到准
确无误，永远抱着一颗公平公正的心
为赛事服务。”

从校园到职业
需要桥梁和坚持

从教练到裁判，张哲可以说是近
几年校园足球和职业足球发展的见证
者和参与者，他认为在校园足球和职
业足球之间需要一个“桥梁”。“就像
CBA联赛的选秀一样，我们需要一个
桥梁将两者连接起来，我希望职业足
球能够带给校园足球球星和榜样的力
量，为学生球员们提供能够进入职业
联赛的机会和资源，而校园足球也能
为职业足球培养和输送人才。”
“我觉得大学生足球联盟这个平

台特别好，能够让热爱足球的普通学
生们拥有一个锻炼球技、以球会友的
平台；也可以让各个学校的教练员、老
师能够坐在一起学习、交流、沟通，探
讨校园足球如何发展。”同时他希望能
够提高校园足球赛事的裁判员执裁水
平，“希望通过体教结合的方式，教育
部门与体育局和足协加强合作，引入
更高水平的裁判员到校园执裁，从而
提升比赛的质量。”
“总归一句话，什么事就怕坚持，

我希望中国一代代足球人能坚持不
懈、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走一条漫长
的路。专心发展青训，真正地让足球扎
根于校园当中，让越来越多的孩子热
爱踢球、主动去踢球，中国足球一定有
成功的那天。”张哲说。

从校园到职业 裁判之路永不止步
■徐强强 东华教练、大足裁判（中甲裁判）

2014年，当时还在上海体育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的徐强强来到东华大学实习，随后作为教练之一带领校

园组男足校队连续取得了2015年和2016年上海市大学生足球联盟联赛的冠军，并在2018年再度带队捧杯。

这学期，在徐强强的率领下，东华大学一路过关斩将闯进了决赛，他们将与老对手同济大学争夺冠军奖杯。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徐杨一凡

校队主教练以外，徐强强还有一
个身份：裁判，无论是大学生足球联盟
还是中乙、中甲等职业联赛，都曾有他
执裁的身影。
“我从2009年读大一的时候就开

始做裁判了，最早只不过执裁一些校
内的比赛。”回忆起自己的裁判生涯，
徐强强感慨起了时间的流逝，“从三级
裁判、二级裁判到一级裁判，再到国家
级，现在执裁职业联赛，一晃已经10个
年头了。”
2010年开始，徐强强成为了校园

足球比赛的常驻者，他先是做助理裁
判员、做第四官员，随着经验的积累，
他慢慢接过了主裁的重任，并且做得
越来越出彩。在徐强强看来，正是校园
足球的平台磨练了他的技能水平，为
他之后吹罚全国U系列的比赛，甚至
职业联赛，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从
校园到职业，之于我是一个质的飞

跃。”
成为东华校队主教练后，出于遵

守回避制度，徐强强减少了执裁大学
生足球联盟比赛的场次，但由于业务
能力出色，他依旧会受邀吹罚一些不
涉及利益关系的关键场次，诸如备受
关注的开幕战。“大学生的比赛，因为
大家都在专注于踢球，所以比较好管
理。”徐强强说，“现在上海校园足球的
氛围和水平越来越好，大学生足球联
盟的揭幕战也很受重视，无论是学生
的参与度还是社会影响力都在与日俱
增，吹罚这样的比赛对我也算是心理
上的锻炼。”
今年下半年，徐强强还以主裁身

份参与了两场中甲比赛的执裁。作为
一名不到30岁的年轻裁判，这样的数
据足以体现他所受到的认可。“吹罚职
业联赛和校园联赛最大的不同，是校
园联赛中，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比赛

和足球本身。”徐强强比较道，“职业联
赛掺杂的东西比较多，受干扰因素更
大，压力也不一样。”

不到十年的时间，徐强强完成了从
校园到职业的蜕变，但他对自己的要求
还远不止这些，“我的目标还是希望自
己能够执裁中国的顶级职业联赛。”为
了早日实现这个目标，他正在不懈地努
力着，“我对自己是有信心的。”

如今，在东华这所上海传统足球
强校，浓厚的足球氛围还体现在对学
生裁判的培养上，不仅有专业的老师
在校内开设了足球裁判员课程，学生
也乐意自发组建裁判协会，在徐强强
等老师的指导下从校内联赛开始锻炼
自己的能力。
作为出身校园又反哺校园的足球

人，徐强强深刻体会到培养学生裁判
的重要性，因为对于很多学生来讲，参
与足球的方式不仅仅是上场踢球，他
们也可以成为执裁者，和球员们一起

得到锻炼，“整个上海市每年举办那么
多比赛，必须有一定的学生裁判给予
支持。”
对于有志成为裁判的学生，徐强

强也从自身经历出发，向他们提出了
一些建议，“足球裁判是比较考验综合
能力的。如果想成为一名好的足球裁
判，首先体能要达到一定标准。”据徐
强强介绍，为了保证良好的身体素质，
他每天都会进行一些针对体能、力量
和速度等方面的训练。“其次，要对足
球比赛的规则有一个准确的掌握。”他

补充道，想要有能力处理好球场上的
突发情况，裁判必须在平日里对规则
与案例进行细致的钻研和辨析。“在保
证体能和理论后，还是要通过多实践
来提高自己的水平。”徐强强说，只有
通过积累比赛经验，才能学会应对各
种情况，提升自己的信心和能力，“其
实像中冠联赛这样的业余比赛，吹罚
难度可能比中超中甲还要大，因为这
些比赛中的冲突往往会比职业联赛更
加复杂。”

充实校园足球 发展学生裁判

校园打基础 实现质的飞跃

深耕校园足球 金哨梦想起航

张哲（右二）获得2018赛季中甲最佳助理裁判员“金旗奖”

徐强强（左三）在中甲比赛中担任

主裁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