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两年，国字号球队连连有球

员出现违纪，此前的周俊辰，郭田雨，

包括张鹭，都出现了违纪行为，遭到

了中国足协相关的处罚，很多球迷都

在问，为什么屡犯屡罚，还有人再犯

呢？这个问题再次说明仅仅是依靠罚

单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可能之前周

俊辰、郭田雨受处罚了，他们感到疼

痛了， 未来不会再犯类似错误了，但

为什么还有其他球员犯这样的错误

呢？我觉得还是应该从我们的管理教

育的方式方法找原因，或者是不是教

练组的责任心有一定问题？

此前，国青球员周俊辰在泰国热

身赛期间，也是私自外出吃饭，被足

协禁赛了一年；还有国青球员郭田雨

在球队比赛期间坐看台玩手机被足

协禁赛了半年。我不想说这里面是不

是存在一个什么双标，为什么说当时

周俊辰禁赛一年， 郭田雨也是重罚，

为什么这次只是罚了半年？甚至有人

说这个里面是因为有上港的球员？我

觉得这个都是属于阴谋论，不能因为

之前罚得重了就一定要继续重罚，之

前可能是罚得过重了，有些矫枉过正

了，这次可能真的是要根据他们这个

行为进行重新的一个评定，既不能不

罚，不能从轻发落，也不能一棒子就

给打死，罚一年我觉得过去确实是很

重的。而且各个俱乐部也都做出了处

罚，大连俱乐部已经对陶强龙罚款30

万元了，上港俱乐部也给这些球员停

赛停训了。

在刚刚十八九岁的年纪，他们的

同龄人刚刚进入大学，他们有什么自

律性呢，如果说有也得是靠严格的教

育和管理养成的，所以说最后还是我

们教育和管理的缺乏，导致这些球员

认为在场上能踢好球就可以了，在场

下就忽视了对他们的管理。教练组晚

上10点半查完房，他们还能偷偷溜出

去，就是说明管理有问题，中国足球

的各级国字号纪律性是非常重要的，

无论是成年队还是青年队，如果没有

严格的纪律， 任何技战术都难以执

行，尤其对于中国球员来说，没有国

外那么高的水准，不仅仅是球员自身

要严格约束自己，还有教练组和俱乐

部要时时刻刻做好管理工作。对于国

青球员来说，如何做人，如何要求自

己可能比如何执行技战术更重要。

■新浪体育

陶强龙等六名国青球员在集训期

间私自外出， 自律态度和职业精神又

一次成为焦点。 该年龄段选材面本就

不宽， 国字号球员如此散漫， 实属不

该。 据了解，事件发生后，几名球员多

次在队内做出检查，表示痛改前非，态

度诚恳。6个月的禁赛，是惩戒，也给了

他们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 冉冉年华

留不住，珍惜自己的职业生涯。更应记

住，你们的一言一行，也是在为中国足

球塑造形象。

———人民日报体育官微

在欧洲足球发达地区， 各个联

赛里众多职业球员喝酒是很常见的

现象， 足球和啤酒就是天生互相有

交集的，无论是世界杯赛场，还是欧

冠联赛，球迷与球员都会涉及，问题

为什么一到中国， 球员饮酒就成了

禁忌？ 关键是没有弄清楚中国职业

球员的生存环境， 在中国的职业联

赛体系中， 如果你已经成为一名职

业球员，那么你在中超，或者中甲这

种级别的联赛的竞争压力远远小于

欧洲五大联赛。 甚至远不如欧洲二

流三流的联赛、例如荷兰甲级联赛、

比利时甲级联赛、希腊甲级联赛、土

耳其超级联赛等众多二流联赛的竞

争压力也要远大于中超。

如此低压力的竞争环境， 什么

原因？足球生态缺失！没有跨年度的

主客场青少年联赛， 职业梯队不是

今天这个解散就是明天那个劝退，

青年球员不让自由更换俱乐部。 12

岁毕业即退役， 足球人口断崖式下

跌。 学业永远都是和足球冲突的概

念在家长脑中根深蒂固等现象一一

呈现在我们眼前。

还有一点， 你们有没有在国内

见过这种教练？训练时，一张报纸一

杯茶，一张凳子一包烟。布置好内容

之后，凳子上一坐，点好一支烟悠闲

自得，沉静在其中。 稍微有点成绩，

家长请吃请喝，又是送礼又送钱，一

有不愉快孩子替补不给上， 美其名

曰孩子最近状态不好。

那么有样学样， 孩子身上各种

陋习来自哪里？一个是家庭，另一个

就是教练，在日常的接触中，言传身

教导致孩子们学有所效， 久而久之

恶习难改。

这次国青选拔据说适龄球员很

少，教练选择范围有限，所以不被人

们看好，但即使是这样，仍然被媒体

拍到晚上擅自离开基地，外出饮酒。

说明没有竞争压力和自律意识。

但是球员喝酒这个行为本身没

有什么罪大恶极之处， 只不过是某

些无能的人以此来用作中国足球落

后的借口和当成遮羞布而已， 其实

球员喝不喝酒水平都已经固定在那

里了，该摇头绝不会让你点头，他们

并不会因为突然的自律而超韩国赶

日本。

相反如果能够建立完整的足球

生态，搭建高效的足球平台，释放球

员注册，促进球员竞争意识。 在严酷

的竞争压力下，严于律己的想法会深

刻于球员脑海，他知道这是我养家糊

口赖以生存的饭碗，随时会有其他更

优秀的竞争对手来抢走，我只有持续

保持最佳状态才能技压群雄，保住位

置。不然就要丢盔弃甲，生死由命，主

动权不掌握在自己手里了。

欧洲球员喝酒？喝，西班牙大街

小巷无数的酒吧并不缺少球员的身

影， 但是他们懂得适可而止， 喝多

少，什么时候可以喝，不然前功尽弃

江山丢尽！

所以大家不用生气， 足球生态

缺乏，没有竞争压力，国字号偷偷外

出喝酒泡吧的这种行为， 十年前有

过，十年后仍然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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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青踢中乙，管理难度更大

严厉处罚但别一棍子打死

如何处罚违纪球员？ 主教练成耀

东心态有些矛盾， 一方面他强调队伍

会支持处罚结果， 另一方面他也希望

队伍保持战斗力， 毕竟六名违纪球员

是球队主力， 其中陶强龙更已在中超

打上首发并进球。“要让他们以改正为

目的，让他们认识到事件的严重性。球

队角度， 还是希望有能力的队员进入

队伍，一起备战下一届奥运会。 ”

三年前的中国U19国青队， 也出

现球员违纪现象， 处罚方式引起巨大

争议。 当时，前锋周俊辰因“比赛态度

消极、行为散漫、无视教练要求，且在

赛后擅自外出组织聚餐”，受到中国足

协严惩： 取消周俊辰各级国字号球队

的征调资格， 并停止其参加中国足球

协会举办的比赛一年。

其实， 职业球员在国字号球队违

纪，中国足协对其处罚的范围，仅能停

留在国字号球队层面， 例如不征调其

入选、罚款、批评教育等，如果直接取

消队员征战联赛的资格， 属于严重越

位。毕竟，职业球员的产权不属于中国

足协，而属于职业俱乐部，只有俱乐部

才有权在联赛层面对球员“禁赛”。 与

此同时，按照欧美高水平联赛的做法，

包括处罚球员在内的职业联赛的管理

运营权，该在职业联盟手里，而不是中

国足协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大权

独揽、百无禁忌。

笔者认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既

然球员确认违纪， 应该按照相关规章

制度进行严厉处罚。只是，处罚应该强

调规则先行、契约至上，而不是凸显威

权色彩的“杀一儆百”。此外，对19岁的

年轻球员还是以教育引导、 治病救人

为主，处罚切忌一棍子打死，要给球员

留下改过自新、戴“罪”立功的机会。

为国青踢联赛敲警钟

19岁的年轻人本就血气方刚、精

力旺盛， 职业球员的身体素质也强于

常人，19岁的年轻人还处于心理叛逆

期，有时候教练组越强调不准做什么，

他们往往也会反着干。或许，这也是中

国国奥队员泡吧历史“源远流长”的一

个客观因素。

只是， 从六名小将深夜外出泡吧

来看，首先也是提醒教练组：球队的训

练强度、训练质量未必足够。中超联赛

不少高水平外援曾表示， 中国联赛训

练强度实在有点弱， 申花外援德罗巴

就曾表示，“一堂训练课下来根本都没

出汗”。

此前，李铁率国足在上海集训，安

排队员们进行五组1000米跑训练，其

中每百米完成时间要在28秒以内，每

组中间休息2分半钟。 跑完这五组440

配速后，不少国脚直言累惨了，回到房

间连打游戏的力气都没———一方面，

这说明国脚们平时太缺练；另一方面，

也说明国足教练组的训练强度、 训练

质量极有针对性。

试想， 如果中国U19国青队的日

常训练强度足够大， 球员们完成训练

的质量足够高， 或许都没太多力气去

考虑晚上去哪里泡吧， 毕竟还有第二

天高强度的训练等着他们。或许，恰恰

是因为这段时间的训练强度还不够、

训练质量还不够高， 这批身体素质出

色的球员就算深夜泡吧、夜不归宿，照

样可以轻松应对第二天的训练。

此外， 国青六名小将深夜外出泡

吧违纪，也为长期封闭集训、国字号踢

联赛隐藏的风险敲响警钟。 国青踢中

乙成定局，一旦中乙联赛赛程冗长，无

疑进一步加大了球队管理的难度，形

势更为严峻。

如果国青小将回到地方代表俱乐

部踢联赛，在日常训练后，或有家人陪

伴，或有朋友倾诉，起码能有一个相对

宽松平静的空间， 进行自我的心理调

整、心理按摩、心理放松。

需要加强心理调适按摩

但如果按照当下国青踢乙级联赛

的方案， 就是一个长期封闭集训的过

程， 教练组和管理团队对这批年轻队

员的心理调适，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未

来， 这些国青队员在半封闭的青浦东

方绿舟基地集训， 附近没有太多如电

影院、咖啡馆等文化娱乐设施；联赛主

场，则放在金山体育中心，比赛结束就

返回东方绿舟。 如果是上海以及长三

角区域的球员，可能情况稍好，家长、

女友等还能过来看望交流， 其他区域

的队员往往难以和亲人朋友进行面对

面地沟通交流，长此以往，肯定会对球

员造成巨大的心理负担， 甚至会对训

练比赛产生腻烦、逆反心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原亚洲足球

先生范志毅曾告诉记者，“戚务生指导

当年只要多给我们放一天假， 我们国

家队1997年就能冲出去了， 那时候天

天开会、天天封闭、天天领导讲话，我

们都被憋疯了。 ”沈祥福执教的“超白

金一代”，也因为“非典”原因施行三个

月长期集训， 队员心理极度疲乏造成

逆反心理。 杜威就曾表示，“当时被关

得太难受了，后面训练时看到皮球，大

家都有恶心的感觉了。 ”

有了范志毅、 杜威当年切肤之痛

的前车之鉴， 中国U19国青队真要踢

中乙，那就是在封闭集训的情况下，首

先要调适好队员的心理。 2002韩日世

界杯， 国足能在历史上第一次杀入决

赛阶段， 得益于主帅米卢老辣的心理

调节能力。永远别忘记，比赛最后还是

靠球员去踢的， 必须要了解他们的心

理， 要让球员逐步具备 “士为知己者

死”的内心情感，同时进行为国家荣誉

而战的心理建设。 这绝不是讨好球员

群体，而是情绪调动、心理激发，毕竟，

心理学本身是一门科学。

■《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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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青饮酒
罪不在酒

本版稿件均不代表本报立场

珍惜职业生涯 这一次中国足协再度对此类事件

做出严厉处罚， 足以对一些怀有侥幸

心理的球员敲响警钟。单就此事而言，

六名涉事小将的确处于极易犯错的年

龄段， 但这并不能成为他们违规的理

由， 毕竟此次事件对很多年轻球员起

到了反面示范作用。 从中国足协的角

度出发， 应当着手于对年轻球员的正

确引导。处罚仅是一种手段，绝非解决

问题的根本， 只有在杜绝隐患在萌芽

之中， 才能够为中国足球的发展基石

树立良好的价值观念， 这一点也正是

中国足球的发展之本。

———今体育（天津）

年龄不是借口

能溜出去是管理有问题

治标也要治本

本来，作为青年球员的代表入选中青队，既是荣誉，更是责任，这些球员本

应珍惜在中青队学习训练的机会，努力提高自己，争取为国争光。 但或许是过于

年轻就得到了梦想中的东西，让这些年轻人变得轻飘飘起来，也让他们忘记了

自己本应坚持的东西。 此次违纪事件暴露出不少年轻球员纪律观念淡薄，规矩

意识缺失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也值得各俱乐部和中国足协好好深思。

———《北京晚报》

非常年轻就梦想成真，他们飘了

对于这六名国青队的球员来说，

他们无论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对他们

都是一种帮助、一种教育，是希望他们

能够意识到错误的严重性， 在以后的

球员生涯中不犯相同的错误。 但是如

果处罚之后， 下一次还会有其他球员

违纪， 那么这样的处罚只能是治标不

治本。对于中国足协来说，教育几个球

员只是一事一次， 但是如何让教练员

真正意识到球队纪律的重要性， 意识

到球队管理不能只是流于形式， 这样

才有可能避免再次出现类似的行为。

———《今晚报》

6月5日，“国青六名球员违纪外出饮酒”的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榜，实时搜索人数超过了20万。 许多时候，

中国足球成为热门事件，往往伴随的不是赞扬，而是嘲讽与指责，这一次也不例外。 国青球员的自律态度和职
业精神又一次成为焦点。

国青之前位于东方绿舟集训 本报记者 陈嘉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