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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衔接
形成双向培养“一条龙”

上海曹燕华乒乓培训学校的创始
人曹燕华说：“宝山是块宝地，也是我
的福地。”22年前，在得知曹燕华想创
办乒乓学校的想法后，宝山区政府就
给她开了一路绿灯。1998年，曹燕华乒
乓学校在当时的宝山区杨泰小学正式
成立，这是当时上海唯一社会力量举
办的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
正是这个乒乓训练和文化教学合

一的培训中心，创造了新的“曹乒模
式”。2012年随着宝山乒乓球合作共建
一条龙项目的签约，曹乒校先后完成
了专业人才培养“启蒙（三线）———半
专业（二线）———专业（一线）———国家
队”和体教结合人才培养“小学———初
中———高中———大学”的“两条龙”体
系。按照“启蒙———半专业———专
业———国家队”的“一条龙”模式，运动
员在启蒙阶段由宝山二少体校联合曹
乒校共同培育，半专业阶段由上海市
体育运动学校联合曹燕华乒乓球俱乐
部培养，专业阶段的运动员进入上海

市乒乓青年队，其中的佼佼者通过选
拔进入国家乒乓球队。同样的，按照
“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
“一条龙”体系，曹乒完成了与杨泰实
验学校、上大附中、上海交通大学的签
约合作，曹乒学校可以通过打球与学
习，一路进入高等学府。

22年间，“曹乒模式”为中国乒坛
输送了许昕、尚坤、赵子豪、杨屹韵等
许多优秀的年轻选手，这是很多省市
专业队都无法完成的成绩。其中，许昕
还为宝山拿下了第一块乒乓球奥运金
牌。如今，曹乒校已名满全国，宝山区
也成为了上海乃至全国乒乓球后备人
才培养的一块高地。

一以贯之
体教融合理念贯穿始终

自2010年正式宣布杨泰实验学校
成立以来，曹乒校与杨泰实验学校始
终以体教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模式，通过引进与培养相结合的方
式，打造有文化素养的学生运动员。曹
乒校的运动员始终坚持上杨泰实验学
校的文化学习课，曹乒校的教练员始

终坚持上杨泰实验学校的乒乓专项体
育课，曹乒校还设置专门的管理老师
团队做好每一个学生运动员训练与学
习的平衡。
杨泰实验学校也为曹乒校设置了

专门的乒乓后备人才培养班，学校配
备了专门的文化课老师来因材施教，
课程时间也进行了个性化地编排与配
备。学校形成了根据学生运动员的学
习特征进行主课和副课老师个性化选
择的机制，每一位老师都倾情投入，对
曹乒的学生运动员进行个性化教学。
针对外地来沪的学生运动员，学校更
是配备了经验丰富的老师帮助孩子熟
悉、适应上海的课程体系。为学生运动
员考前补差、赛后补缺是杨泰实验学

校文化课老师的常态化工作，这一份
额外付出，他们都满怀热情，不计回
报。

因材施教
让不同人才都有好出路

有所为，有所不为。在训练体系衔
接上，曹乒始终以“国家队需要什么样
的人才，缺什么样的人才，就打造和培
养怎么样的人才”为宗旨。曹乒校经常
会有国家队教练员来进行训练指导和
选材，曹乒的教练员也经常通过互联
网手段远程与国家队教练保持沟通。
近年来，曹乒校以国家队需求为导向，
培养出了一批具有“左手、直拍、削球”
技术特点的学子，大大提高了人才培

养输送的成功率。但不变的是：曹乒学
子的技术特点不会固定，而是根据国
家队需求进行动态性调整。

对于不走专业道路的学子来说，
他们没有因练习乒乓而落下文化课。
曹乒校历年的中、高考升学率均达到
100%，学子以优异的文化课成绩考入
北大、交大、华师大、中国政法大学和
上海体育学院中国乒乓球学院等名
校，继续边学习、边打球。
本着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

秀乒乓球奥全运后备人才”的理念，曹
乒校将继续以“敢为天下先，传承国球
魂”为目标，以管理、训练、教学一以贯
之的体教融合“一条龙”模式，为上海
乃至国家培养更多优秀的体育人才。

既培养奥运冠军又培养北大学子

曹乒校缘何笑傲赛场与考场？
近日，高考成绩公布，上海曹燕华乒乓培训学校学子

段蕾以专项测试成绩第一名，总分518分的成绩通过今年
北京大学体育特长生分数线，即将成为继去年张誉文后，

又一名进入北大的曹乒学子。

在乒乓球的国际赛场上， 上海曹燕华乒乓培训学校
的学子许昕为国家争金夺银；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曹乒
学子张誉文正在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国际政治专业。 自成
立至今的22年来， 上海曹燕华乒乓培训学校培养了一大
批著名运动员和各类人才。新时代，上海曹燕华乒乓培训
学校将以“体教融合”的理念再出发，努力培养更多高质
量的体育人才。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丁荣

专家组深入实地、“火眼金睛”检查51家入围单位

首批社会培养基地好中选优
今年2月28日，上海市体育局

发布2020-2021年度 “上海市竞

技体育后备人才社会培养基地 ”

申报通知， 预计将有1200万经费
用于扶持社会力量培养竞技体育

后备人才。 经过最初的申报以及

各区体育局初审、 市有关部门复
审， 目前共有 51 家社会机构入

围。 近日，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市

青少年训练管理中心针对入围的

51家机构，组织了实地检查工作，

进一步对申报入围的机构进行评

审，以评选出本批次的“上海市竞

技体育后备人才社会培养基地”。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李一平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为了切实
了解申报入围的51家青少年体育机构
的经营、管理情况，7月13日开始，上海
市体育局、上海市青少年训练管理中
心组织了三组专家分组分批走访了51
家机构，从听取情况汇报和现场审查
资料与场地两部分，深入了解参与评
审的青少年体育机构运营情况。
除了上海市青少年训练管理中心

的工作人员外，检查组中还特别邀请
了原普陀区体育局副局长、调研员杨
建新，原闸北区体育局竞训科科长张
仲毅，原虹口少体校校长成毓鸿等深
耕青少年业余训练多年的老体育人担
任管理专家，在部分项目中还邀请了
相应运动管理中心的负责人作为项目
专家一同参与评审把关。

在进行实地检查前，所有入围的
青少年体育机构都收到了一份详细的
材料清单，列举了所有在检查中需要
用到的证明材料，如机构的营业执照、
聘用专职管理人员和专职教练员的工
资流水和社保记录等，确保机构准备
充分迎接检查。
现场，检查组实地检验了机构的

场地条件和书面材料，并仔细听取了
入围单位的情况汇报，同时就之前提
交的申报材料中的一些疑问进行了互

动交流。在评审的同时，检查组的专
家同样给予了青少年体育机构不少宝
贵的建议，例如不少俱乐部虽然有较
为详细的训练计划，所采用的教案设
计比起体校规范化的书写格式仍然存
在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上海市青少
年训练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也表示，
欢迎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中心会尽
力帮助青少年体育机构向规划化、专
业化运营发展。

近年来，上海市以打造青少年
体育高地为目标，培育扶持了一批
优质、可靠的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
而现在随着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的
发展，目前据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协
会统计，上海现有注册的青少年体
育培训机构，涉及50多个体育项目，
已经完全具备了培养精英人才的塔
基。
在本次的实地检查中，比起传

统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
不少社会的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
拥有不逊于甚至超过传统模式的硬
件条件。

例如入围的浦东博宽羽毛球，
不仅拥有着市区内少有的大型羽毛
球场地，其场地的质量同样也非常
过硬。同样位于浦东的上海飞扬冰
上运动俱乐部运营着三林体育中心
的飞扬冰上运动中心，其主营的冰
雪运动作为新兴的体育项目，目前
还是上海专业运动队的缺口之一。
这些硬件、项目的优势，都是社

会力量参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有
利条件，也是这次上海市体育局评
选“上海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社会
培养基地”的核心目的之一。

在去年举办的全国第二届青运会
上，上海代表团在马术、乒乓球、高尔
夫以及冰雪项目的社会俱乐部组别中
表现亮眼，体现了上海社会力量参与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成果。在硕
果初结的背后，同样也证明了社会力
量参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巨大潜
力。
上海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徐

彬在二青会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在成
绩面前要找问题，上海将通过管理机
制创新，逐步建立健全体制内与体制
外相结合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评估
体系，进一步转变训练理念、创新训练
方法、破解训练瓶颈，全力提升竞技体
育竞技实力。
作为上海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新机制的重要一环，“上海市竞技体育
后备人才社会培养基地”未来的核心
目标就是拓展渠道做“增量”，在原有
少体校、专业队的基础上，利用更大的
运动人口基数、更加灵活的市场运作
方式，为申城的高端体育人才“查漏补
缺”，同时也提供给市民另一条体育训
练的途径，用多元化的手段促进上海
体育出人才。

拓展渠道做“增量”
核心———

筛选———

检查以“眼见为实”

很多入围单位的场地条件十分过硬 本报记者 李一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