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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光的推移， 不知不觉中距离中国队上一次参加世界杯已过去了近20年，

曾经代表国足参加世界杯，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如今，人们都曾经希望这批有着

世界杯履历的球员，未来能够真正成为中国足球发展的“种子”。 在这批球员

中，除了一少部分逐渐消失在人们视野之外，大多数人都仍然在各个俱乐部

和国字号队伍中活跃，为中国足球发挥余热，杨晨就是其中的一分子。

近几年，随着国字号队伍不断改
革，本土教练更多地出现了国字号
的梯队之中。相比于外教，本土教练
更了解中国球员的生活习惯和心
理，因此也更加能够帮助年轻球员
快速成长。

“02一代”逐渐成中流砥柱

本土的年轻教练学习能力更强，
除了留洋经历的巨大帮助外，在过去
十几年职业联赛的洗礼中，本土教练
或多或少地师从了外教的先进理念，
因此相比较传统的老教练，从身体、
心理、营养、技战术等方面都有更多
的先进理念。在之前率领U15国字号队
伍外出比赛时，邵佳一就曾经要求队
员们只能吃白米饭，而坚决不能吃炒
饭，这样细致入微的细节要求，也是
对年轻队员成长的巨大帮助。

在参加2002年世界杯的队员中，
如今李铁出任国家队主教练，区楚良
出任国足助理教练，而邵佳一、杨晨、
杜威等都在国字号队伍中任教，此外
李霄鹏、于根伟、宿茂臻、高尧、肇俊
哲、徐云龙、杨璞等则分别在各自的俱
乐部中任职，仍然没有离开足球岗位。
曲波、孙继海等球员更是投身于青训
事业，自己运营青训机构，亲自辅导年
轻球员，为中国足球继续发光发热。

在过去10年中，中国足协逐步推
进了教练员证书等级，教练员要获得
职业队、梯队的执教资格，必须考取
教练员证书，证书从E级到职业级，分
为多个级别。而记者和诸多球员沟通
下来，这些前国脚的反馈普遍要比社
会上的青训教练更加积极：“其实你
踢过球，带过队，教练员证书考试并
不难，因为过去你的知识都是经验，
而这个考试只不过是帮助你系统梳
理一下，并且上升到理论高度，但实
际上并没有高深的东西。”

事实上，在任何一个国家，参加
世界杯成为国脚，都是国家足球的宝
贵财富。在邻国韩国，参加过2002年
世界杯的球员，同样也都在不同程度
地以教练身份延续着自己的足球生
涯。在记者梳理中发现，参加2002年
世界杯的韩国国脚，李云在、崔成勇、
崔龙洙、洪明甫、崔殷诚等名将曾先
后到中国执教，此外当年的韩国队长
崔真哲、金南一、李敏成、车杜里则先
后在韩国各级国字号队伍任职。

与此同时，日本参加了2002年世
界杯的国脚，则同样有一大批人走上
了教练的道路，只不过相比于中韩，
日本国脚更多地在俱乐部队任职，或
者自创了青训机构。其中，著名的日
本国脚服部年宏、中山雅史、柳泽敦
都是在曾经效力的俱乐部队任职，而
酋崎正刚、三都主等则是自创足球青
训机构，开始自办“私塾”培养足球人
才。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中
日韩三国退役球员的暗战，大家虽然
都已经远离了球场，但是仍然在为了
各自足球的未来进行着努力。

足球“洋务运动”告一段落

相比于过去几年中国各级梯队

清一色选用外教的情况相比，近期中
国足协的选帅思路悄然发生了改变。
或许是在里皮执教国足最终未果，让
中国足球的管理者终于意识到，即便
是世界上最好的教练，也无法短期内
帮助中国足球迅速提高，与其这样还
不如让真正对中国足球有情怀、更加
了解自身问题的中国足球人自己来
解决中国足球的问题。因此，也就有
了过去一段时间李铁的上任，同样也
有了包括邵佳一、杨晨等国脚陆续被
委以重任。
由于疫情的原因，中国足协选聘

外教难度也愈发增大，同时随着一批
本土球员陆续退役，更多的人开始投
身到了教练的岗位，于是也就有了诸
多国脚出任国字号教练、助教、训练师
的盛景。在今年年初的U18集训中，球
队的教练组就包括了邵佳一、韩鹏、杜
威、王 、宗磊、杨智、张辛昕、王新欣、
杜震宇等诸多前国脚，不少网友戏称，
如果时光倒退十年，这支球队的教练
组本身就是国家队的配置，甚至可以
和如今的国足较量一番。同时，也有不
少人感慨，转瞬之间，这些曾经在联赛
中叱咤风云的队员，一下子就都退役
离开了舞台的中央。
其实就在几年前，中国国字号曾

经出现过梯队建设思路不统一的问
题，在2018年，国家队和国字号各级梯
队教练组成了“八国联军”，当时国家
队的主教练是意大利人里皮，国奥队
则是荷兰人希丁克，U19主教练是塞尔
维亚的扬戈维奇，到了U17则成为了法
国人帕特里克，U15主帅是西班牙的哈
维尔。这样的“洋务运动”，不仅仅使得
各级国字号队伍比赛风格难以统一，
更重要的是各级梯队之间缺乏必要的
沟通和交流，不利于球员的晋级和提
升。而如今，随着中国足球“金元足球”
的浪潮退去，国字号队伍也重新回归
了本土教练带队的道路上，希望能够
脚踏实地切实培养人才。

教练本土化成为新趋势

事实上，不仅仅是足球项目开始
了教练的本土化培养，即便是如今一
些传统优势奥运项目，也都陆续在进
行着教练的本土化改革。此前曾经多
次聘请外教的中国男篮，在过去几年
中陆续起用了李楠和杜峰两位中生代
的本土教练，国奥男篮也先后由吴庆
龙指导和范斌指导率队。此外，传统优
势项目女排则一直由郎平出任主教
练。应该说，这些本土教练的执教，特
别是曾经有过成功经验的郎平率队，
不仅仅给球队带来了技战术上的改
变，更重要的则是精气神的提升，能够
让球队从精神面貌、比赛作风上有质
的飞跃。作为团队项目，其实往往球队
队员的比赛心态和精神面貌，特别是
在面对大赛时候的状态，有时候甚至
要比技战术本身更加重要。
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国足主

帅李铁表示，自己的终极目标和理
想，是希望自己有朝一日成为英超的
主教练。这样目标之前在中国足球人
闻所未闻，甚至没有人敢想过，到海

外执教不仅仅要面临
着来自业务上的质
疑，同时也有文化冲突
和语言障碍。但显然在
球员时期有过留洋经历
的李铁，并不惧怕这些。如
果说球员留洋成功，对于
中国足球成长和进步有巨
大提升，那么未来中国教练
在海外的执教成功，或许更加
能够证明中国足球水平被国际
足坛所认可。
早年间，曾经有过沈祥福、迟

尚斌等老一辈教练奔赴日本执教的
成功经历，但在过去若干年中国足球
逐步下滑的背景下，谈海外执教显得
有些为时过早。尽管在排球领域，郎
平奔赴意大利联赛执教获得了巨大
的成功，但毕竟女排曾经有过世界冠
军的光环。如今的中国足球，要获得
什么样的成绩才能被世界足球主流
所认同呢？在经历了教练“请进来”的
“洋务运动”之后，未来中国足球也应
该尝试“走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中
国、了解中国足球，显然这样的交流能
够对中国足球的未来起到更加巨大的
推动作用。

年轻球员该早点去欧洲

以中国目前年轻球员对比杨晨，
在能力上，前者很难达到欧洲五大联
赛甚至是后者当年的水准。“如果是
很有特点的球员，可能的话，提前送到
欧洲，即便在二级联赛进行一些锻炼，
也是好事。”
日前，杨晨刚刚被评选为“德甲传

奇”，其在欧洲顶级联赛效力的成功经
验也让杨晨对留洋这个话题最具有发
言权。杨晨认为，和欧洲球员相比，中
国球员应该利用好自身速度和灵活性
方面的优势。“为什么武磊能在欧洲
立足？他具备这样的特点，希望以后
能看到更多年轻球员登陆欧洲赛场。
不论是五大联赛，还是荷兰、比利时或
其他联赛的俱乐部，如果考察后看中
中国球员，都是令人开心的事，也是中
国年轻球员不错的选择。”
“南美一些球员年轻时登陆欧洲

赛场的落脚点往往不是五大联赛，他
们会去其他联赛俱乐部试水，作为他
们适应欧洲赛场的跳板。比如罗纳尔
多起初效力于荷甲埃因霍温。”杨晨
说。在杨晨看来，球员留洋
期间最重要的是如何迅速
融入球队。“无论是场
上还是生活中，能和
队友打成一片非常重
要。我当时在德甲踢
球时，感受到了巨大
的文化差异，只有融入
球队才能和队友产生默契。”

作为新晋“德甲传奇”，
杨晨希望用自己的经历鼓励年轻
球员走出去。“德甲赛场锻炼了我，提
高了我的技战术水平，让我有机会入
选国家队，踢世界杯。我在德国踢了五
年比赛，那是我个人职业生涯的最好
阶段。”

专题撰稿 特约记者 张腾

杨晨喊你早去留洋
“优秀球员速送欧洲，二级联赛也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