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大学·浦玮

让姑娘们养成“更好的习惯”
实习记者 吴钧雷

近些年，前女足国脚浦玮身兼数
职，有了很多身份，是中超联赛申花主
场的新闻官，是时常出现在屏幕上的
解说员，也开启了教练员生涯，执教过
上海U11男足，如今，又多了一个：上大
女足主教练。
这是她第一次以教练员的身份参

与到大学生足球比赛之中。“说实话，
没想到我比队员们还紧张。”她笑着
说。这一个月来，浦玮可谓尽心尽力，
抖音与微博的最近更新内容，全部是
队员训练的视频与照片。
今年联赛中，上大女足接连输给

了复旦、上体与同济。浦玮并不介意失
利。上大女足是刚刚成立的联赛新军，
胜或败，笑或泪，都是可贵的经验积
累。浦玮将全部压力扛在自己身上，加
班加点地坐在电脑前回顾比赛视频，
电脑左侧放着战术板，右侧的纸上记
了满满一页的笔记，隔天再带着队员
们一起回顾比赛，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三场比赛，让浦玮加深了对于大学
生足球的理解。“有时决定比赛胜负的
关键因素可能不是能力，而是良好的
习惯。”

所谓良好的习惯，其实是浦玮对
于球员的整体要求。比如在比赛中，
逼抢要迅速、射门要果断、传球要及

时等，与球员的战术意识、团队配合
以及拼搏精神息息相关，浦玮称之为
“有智慧地拼搏”。而在平时的训练
中，浦玮的要求也很严格，制定了很
多规则。
“其实来到这支球队，我希望带给

她们的就是更好的习惯，用自己的专
业素养来帮助她们养成良好的比赛习
惯与意识，清楚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
做对的事。”浦玮是这样要求自己的队
员的，“永远保持积极的状态，不要给
对手喘息的机会。不要让我看见比赛
中有人双手叉腰，否则会有惩罚的
哦。”
一场比赛，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

步。不论是作为教练员的浦玮，还是作
为联盟新军的上大女足，都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我并不觉得她们能力不
行，但好的习惯需要时间来培养。而我
作为教练员的责任，就是看到问题，面
对问题，解决问题，才能让她们持续进
步。”
而浦玮所说的“更好的习惯”，在

整个大学生足球的范围内，都是金玉
良言。在实力差距并不悬殊的情况下，
好的习惯能够帮助球员更好地贯彻战
术，更好地限制对手，更好地发挥出自
己应有的实力。养成习惯，就是养成态
度，一种全力以赴、团结协作，只为胜
利的态度。

上海电力大学·孙志国

“打造足球人才的蓄水池”
本报记者 李一平

上海电力大学足球队的主教练孙
志国不仅曾是一名全国足球乙级队联
赛的球员，同样还是一名经验丰富的
青少年足球基层教练员。1992年，从上
海体育学院毕业后，孙志国就作为球
员来到了上海中纺机俱乐部，代表球
队征战过全国工人足球联赛、全国足
球乙级队联赛。后续，由于球队内部调
整，他又转型成为一名青训教练，执教
当时上海市的二线足球俱乐部———时
代足球俱乐部U19梯队。到了2007年，

中纺机原有的场地被规划为上海电力
大学校舍，他就随球队的主教练朱有
宏一同进入到上海电力大学，作为体
育教师开始带训大学生足球队伍。
在球员时期，对孙志国来说首当

其冲的是如何踢好球，在场上发挥
应有的作用；到了俱乐部当教练，则
是一门心思去提高球员的水平，帮
助他们踏上更高的足球舞台；转型
体育教师，面对大学生足球队伍，不
仅要帮助他们在踢球上更进一步，
在读书之余享受足球的乐趣，但更
重要的是通过自己多年的球员、教

练员生涯带给他们更多关于人生的
思考，为他们树立团队精神和体育
精神，这也正是推进“体教融合”的
真正意义所在。
前不久，上海电力大学获得了足球

高水平运动队称号，今年9月首批招收
了六名球员。除了校园组队伍的带训
外，现在孙志国还得兼顾高水平队的训
练。“我一直在想，除了教给孩子们踢球
之外，我还能帮助他们什么。”在孙志国
看来，高校中的学生会踢球不仅可以是
一项爱好，同样能成为未来职业道路上
的一技之长。在他的设想中，如果学生

自身有意愿，教练们应当更多地作为一
个引导的角色，帮助他们发掘自己的可
能性。“像职业球队现在都需要技术分
析，甚至未来需要更多专业的球探，而
我们的一些学生正好又懂足球，专业也
能胜任。”在执教的同时，孙志国一直在
发掘队员的兴趣，帮助他们进行自己的
职业规划。
目前，从上海电力大学已经走出

了体育记者、青训教练，不少学生球
员也因为足球的特长被一些企业青
睐。到了明年，加上新招收的一批高
水平队员，上海电力大学准备开始
参加超级组的比赛，但孙志国对球
队的成绩却并不看重。在他看来，大
学四年更重要的是拥有和其他学生
不一样的经历，如果过程中还能帮
助他们发现未来的方向，那则是再
好不过的事情了。

华东政法大学·战慧敏

“11个1相加要大于11”
实习记者 吴钧雷

华东政法大学是上海市大学生足
球联盟联赛的常客，每年有三支球队
分别报名参加男子超级组、校园组和
女子校园组的赛事。在今年该校队的
教练席上，除了一直带队的钱国海教
练外，多了一位女性：现役中国五人制
女足成员战慧敏。
从小到大，战慧敏都与足球相伴。

“我小时候比较好动，家长觉得踢球适
合一些，就送我去体校学习，不仅是为
了一技之长，也是为了锻炼身体。”此
后，她通过足球特招进入北京中医药
大学，加入学校的女足。四年里，她一
直跟队参加北京乃至全国大学生女足
赛事，其中包括五人制比赛。
同是踢足球，五人制和十一人制的

足球比赛差异很大，节奏更快，需要在
更短的时间里做出更加准确的判断，技
术上对于球的处理也有不小的区别。战
慧敏走向五人制足球的道路的同时，中
国足协也加大力度建设五人制足球国

家队，开始举办联赛、锦标赛等相关赛
事，向职业化的方向不断迈进。

战慧敏在毕业后加入河南女足，
征战五人制足球联赛，并顺利入选五
人制女足国家队。最辉煌的时刻，莫过
于去年举行的中国足协“一带一路”杯
室内五人制足球国际锦标赛，中国女
足最终夺冠，战慧敏获得“最佳运动
员”称号。
今年9月，战慧敏开启了职业新篇

章，来到了华东政法大学任教。华政足
球历史悠久，校内足球文化氛围十分
浓厚，各类足球赛事的举办广受欢迎。
“燃灯杯”足球纪念赛是多年来华政的
传统赛事。“成为华政人，是觉得我的
一些想法和华政足球的规划更加契
合。”战慧敏说道。
来到华政后，战慧敏跟随钱国海

老师参与到男足的训练之中，这也是
她第一次来到上海市大学生足球赛事
现场。同样是从大学校园足球走出来
的运动员，战慧敏深知他们的不易。
“相对于职业球员，大学生的训练要困

难得多。因为除了比赛之外，他们还有
学业上的压力。”战慧敏说道，“但我始
终认为，只要将学习和训练做好平衡，
两者是可以相互促进的，这是大学生
球员的优势。”
这一点在战慧敏自己身上得到了

体现：除了运动员、教练员，她还尝试
着成为一名足球裁判员。黄浦区足协
上周发布消息，战慧敏被推荐参与女
子裁判员发展培训班。“我觉得能把热
爱变成工作与生活是一件很幸福的
事。”她不断学习，尝试着足球的各种
可能性。
对于大学生足球赛事，她也有着

深刻的理解：大学生运动员的基础能
力与职业球员有不小的差距，更应该
注重团队配合的训练。“作为教练员，
我们可以对个人进行因材施教，但这
一切需要以团队足球为基础，才能把
每个球员的优势扩大。”战慧敏认为，
只有注重团队意识的培养，才能让大
家相互弥补、相互促进，才能做到“把
11个1加在一起大于11”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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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国脚级运动员转型做教练

校园足球与职业足球“共生长”
高水平的体育项目发展离不开高水平的教练员团

队。在不久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中，就明确指

出：应当大力培养体育教师和教练员队伍，畅通优秀退役

运动员、教练员走进学校兼任、担任体育教师的渠道。

事实上，在上海市大学生足球联盟的赛场上，有不少

职业球员转型校园教练的事例。作为优秀运动员，他们对

于足球的理解更加深刻，由于曾经是青少年运动员，也更

能和学生产生共鸣。职业球员反哺校园足球，正在给大学

生足球带来全新的活力。

战慧敏

孙志国发掘球员更多的可能性

浦玮首次执教高校足球队，带领上海大学女足征战联盟联赛 吴钧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