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练毕业论文写了一万多字”
2012年退役后，孙吉就有了投身青训事业的

想法，当然，那时的他还只有一个相对朦胧的概
念，真正对此有了清晰的计划，还是在他前往西
班牙取经之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为孙吉如
今走上教练这条路，埋下了伏笔。
“以前只是听人说，青少年这块好像不行，

到底怎么不行，我是真不知道，只能靠自己去
看、自己去做。刚开始的时候摸不到什么门道，
后来慢慢地通过学习，然后继续去摸索、去实践
后，开始有一些思路。”2014年，孙吉第一次去西
班牙实地探访，那个时候在马德里大区接受足
球训练的韩国小球员已经有近1000人，相对而
言，中国足球与欧洲足球实现大面积交集的记
忆，还是在健力宝时期的巴西之旅。

人数是一方面，欧洲足球的浓郁氛围，几乎
充满于每个家庭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对足球明
星的崇拜和欣赏，令这项运动通常容易成为一
份值得骄傲的职业。透过这些光鲜表面，是当地
足球界专业人士更细致、更科学的工作模式。
“围绕青少年或更小的年龄段，我一直在看欧洲
那些国家比如西班牙、德国、比利时，他们都是
怎么做的，除了潜移默化中的足球文化和氛围，
最重要的就是青训教练在球员成长过程中的作
用，尤其是当球员处于启蒙期、成长期等不同阶
段的时候，可能我们有时还会凭经验去做一些
工作，但是欧洲很早就会从数据、方案展示等一
系列成熟的体系入手。”
带着这份认知，孙吉开始为自己的青训俱

乐部招揽外籍青训教练。据他自己回忆，那段
往返国内外最频繁的日子里，他一年至少得飞
四次西班牙，每一个后来在吉祥俱乐部上任的
外教，都是他亲自挑选，其间经过了面对面阐
述理念、近距离观摩训练课等过程。说是选教

练，其实何尝不是另一种学习。后来用孙吉自
己的话来说，当初之所以想挑战职业教练这个
身份，也是为了让自己能为俱乐部内的小球员
和教练团队得到更完善的培训和成长。“自己
从事青训行业后，我也得管教练，就目前阶段
而言，我也希望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分享给我
们俱乐部的教练，让教练再去教给队员。可能
我一个人独立带队，只能带一线队的20多名队
员，但如果我来教教练的话，一个教练再带20
名队员，那么20名教练就能带400名队员。不敢
说这么做一定就会成功，但我们正在努力，并
且愿意去尝试和改变，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修
正、完善和提升。”

对于自己的教练生涯，孙吉很看重，自然也
非常努力，“光是职业级教练学习班的毕业论文
就写了一万多字”，大到对足球的理解和认知，
“小”到对阵型的解读，每个位置的技能需求和
职责等，孙吉坦言收获不小。昔日恩师朱广沪对
这位后辈也不乏鼓励：“朱导告诉我，要好好学
好好用，这些一定都是有价值的东西。”

“我不会骂人，但喉咙会比较响”
在这次前往U19国青之前，孙吉已经有过一

定的实际带队经验，他麾下有两支精英队，一
支是U17年龄段，一支是U15年龄段，因此在投入
角色上不会有陌生感。当然，他也承认就队伍
的水平和规模而言还是完全不同，毕竟这次参
加集训的球员，基本都是U19年龄段全国最好的
一批人。
当球员那会儿，孙吉曾与多位本土教练共

事过，他们每个人都有各自鲜明的特点，比如
徐根宝的严厉，抑或是吴金贵的善于沟通。“那
天刘指导（刘军）来我们俱乐部做青训工作调
研的时候，还一起谈到过当时申花的另一名外

教涅波，他也是属于比较‘儒雅’的一类。”孙吉
回忆道。
“那么你属于什么风格呢？”对这个问题，孙

吉倒没迟疑：“我觉得我挺严格的，我对我们球
员要求比较高，我不会骂人，但喉咙会比较响。
我说现在把比赛场上可能用到的应变能力（方
法）教给你们，就像加减乘除一样，让你们自己
去选择，你们只要掌握好，应该怎么做，等到了
场上就自己去发挥，自己去判断合理性。如果我
教给你了，你都不好好练，那就说明你要么心不
在焉，或者你没有掌握好，这就要挨批评。但如
果只是比赛中出现失误，我不会来说你。”孙吉
是这么说的，也的确是这么做的。去年一场比赛
中，吉祥俱乐部的小队员在1比0领先的情况下，
由于门将最后时刻的失误白白葬送胜利，结果
孙吉非但没有训斥对方，反而安慰起这名队员
的家长：“可能这一幕在职业联赛当中是无法被
容忍的，但是青少年比赛中偶然性太大，不能以
结果为导向，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其实也是育人
的过程。”
严厉而又不失耐心和宽容。孙吉的做法，令

人想起2002年二度执教申花的徐根宝，那一年
根宝大胆起用孙吉、孙祥、杜威、于涛等一批青
年才俊，结果一度创下申花联赛历史最低排名，
他本人也因此下课。然而一年之后，同样的一批
人却在联赛中打出各自的精彩。孙吉的弟弟孙
祥后来这样说：“徐指导等于是用自己的下课，
换来了我们的成长。”现在，孙吉也希望自己在
教练这条路上可以不断成长。“我就是主张轻结
果，重过程，俱乐部开会时也从来不会向我们的
教练要求一定要拿冠军。即使比赛输了，能不能
学到东西才是最重要的，有时候输球也是学习。
但我一直和他们说，如果你们将来不想成为比
赛结束后因失败而流泪得一方，现在就必须好
好磨练自己。”

“关注度高，压力就大，很正常”
不夸张地说，中国足球正经历着关键的变

革时期，成年国家队在世预赛中的挣扎算是一
种阵痛表现，自然而然的，人们的关注点，就会
慢慢放置到年轻一代身上。做过球员、干过青
训、运营着俱乐部也学过教练……足球世界中
自上而下的一系列角色，孙吉都经历了个遍，换
言之，所有不同形式的压力他也都尝了个遍。
“可以说我最喜欢的还是足球场，作为教练

有压力，但是能够带领队员去比赛、去赢球，这
种酣畅淋漓是一份回归本质的痛快。在运营俱
乐部时，会有经营、人事、管理的压力，你需要去
承担责任，不顺的时候也挺怨，可同时也会享受
其中，毕竟我们就是干这份事业的，最重要的还
是自己把心态调整好。”孙吉说。
说道压力，很容易就会联想到正在海口备

战剩下两场世预赛的国足。孙吉说，国足的每
场比赛他都会看，更不用说现在自己马上也要
投身于国字号队伍的工作当中。从球员到教
练，对足球的理解和认识会不一样，对于外部
的舆论和压力，也就有了更成熟的思考。“关注
度高，压力就大，我觉得这是正常的事情，全世
界足坛都一样。对球员来说，这是一种历练。当
然，如果有人说我不好，我肯定会不开心，关键
在于怎样把事情本身总结清楚，确实有问题的
话就改，没问题的话就调整好自己，换言之即
便你做得好，也会遭受一些非议，所以还是看
自身如何摆正好心态。”这些话，孙吉既是在谈
论中国足球，其实也是回味曾经的自己，相比
一些同龄段的师兄弟，他在职业生涯依旧是黄
金期时告别，这也让他领先于别人，更早一步
走上社会、融入社会，从而有了现在更“多元
化”的自己。“这可能就是命运为我关上一扇
门，但开了一扇窗的意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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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吉：
中国U19国青中有“阿拉”熟面孔

今年开始，中国各级U系列国

字号队伍将分别出击亚洲赛场，

由外教安东尼奥执教的中国U19

国青队计划组织2022年首次集

训， 以此为今年9月举行的U20亚

洲杯预赛做准备。 在中国足协公

布的集训通知中， 有一个名字令

上海球迷倍感亲切，那就是孙吉。

离开职业联赛的舞台后，很

多人都知道， 孙吉去干了青训，

个中的忙碌与辛苦大致也能想

象得到。 可很少有人清楚，就是

这样一个看着时间已经不够用

的人，如今还完成了亚足联职业

级（Pro）教练员学习班的所有课

程。 首次披上国字号球队的教练

服，孙吉充满期待：“对

我来说， 这是很好的学

习机会， 我也希望去挑

战一下自己。 ”

本版撰稿 首席记者 刘闻超

“退役之后，就没有在职业足球圈
打拼了，原来踢顶级联赛，后来非常接
地气，直接‘躺’在了地上（干起青
训）。”

浦东三林体育中心综合楼5楼的
上海吉祥足球运动俱乐部内，孙吉有
些轻描淡写地说起过去这些年的自
己。只不过，在他办公室桌后摆放的那
几张照片和证书，足够令那些不完全
了解过程的人意识到，他有多“卖力”。
“这张是C级班的全班合照，上面有时
间的，2013年。这张是A级班的证书，
2018年毕业了……”两年前，孙吉开始
投身于亚足联Pro级教练员学习班，他
一直觉得，既然开始做一件事，那就争

取把它做好、做完整。
到目前为止，中国男足和女足两

支成年队伍的主教练，都由本土教练
担任。而即便U23男足和U19男足均是
洋帅把持教鞭，但其教练团队的构
成，仍不乏那些以往赛场上耳熟能详
的名字。一方面受疫情影响，不少外
籍教练多少遭遇了回归难的问题；另
一方面，中国足协也有意着力培养本
土中生代乃至新生代教练。在这点
上，前几年的日韩足坛其实已经有过
先例。
此番孙吉所在的U19国青阵中，领

队邵佳一和助理教练杜震宇，已经是
该队中的老搭档了，训练员中除孙吉

外还包括了杨智、黄博文、陆博飞、刘
成以及张辛昕。

对孙吉来说，这是他作为职业教
练员学习班毕业生后的首个实践舞
台。“我也是去学习一点东西，毕竟是
国字号的球队，对我个人作为教练员
身份的成长而言，绝对会有帮助。以
前都是踢球的时候，作为球员进入国
少、国青到国家队，现在则是作为教练
的身份。我也想看看在这样的变化过
程中，我对足球的理解会有什么不同。
作为我来说，球员的职业生涯已经完
成了，现在等于是去挑战一下自己，是
不是能够把所学到的内容予以消化和
实践。”

“第一次以教练身份进国字号”

去学习

去挑战
去实践

本报记者 陈嘉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