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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记者 新文

作为国家集训队成立前的国家训
练营总顾问，张晶通过两个多月的时
间对运动员进行观察，她认为，以新人
为主的中国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通
过一年半到两年的训练，中国队将以
更稳定、更自信的姿态延续中国短道
的辉煌。

在26日的国家集训队见面会上，
张晶表示，米兰冬奥会周期，中国队将
面临更加严峻的竞争，韩国、加拿大、
荷兰和匈牙利等强队依然强大，意大
利队主场作战，也有很大的竞争优
势。她说：“米兰周期我们将借鉴北京
冬奥会的备战优秀经验，通过以老带
新，稳步推进。目前中国队已经组建
了国际化的职业教练团队和优秀尽职
的保障团队，训练备战正在有序进行
中。”

中国队在10月底即将开始密集
的国际比赛赛程，新赛季全部六站世
界杯比赛一站不落，还将选派运动员
参加四大洲锦标赛、世青赛和世锦赛
等比赛。本届国家集训队名单中，参
加过冬奥会的运动员只有任子威、林
孝埈、李文龙和张楚桐4人，其余13人
国际比赛经验很少，甚至可以说几乎
没有。张晶坦言，通过她正式接手的

六个星期的训练来看，目前国家队的
训练水平和国际上“还是存在一定差
距”。有些队员的单圈成绩看上去挺
好、滑 1000 米能力接近国际顶级水
平，但是从大赛经验、滑行路线和心态
上，她认为国家队还是需要继续努力、
完善。

张晶坦言自己对本赛季国家集训
队成绩的预期不高，她说：“本赛季是
个适应期、熟悉期，国家集训队的成绩
不会太突出。也许个别运动员进步会
很快，但是大多数人需要一年半到两
年的时间去完善，到时候会呈现出一
个崭新的面貌，大家会更有自信。”同
时，她对李文龙、张楚桐等老队员也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老队员要表现出自
己的最佳状态，速度稍弱的女队要在
短距离、1000米项目中拿出更好的表
现，争取进入半决赛。”

张晶希望，通过本赛季的比赛，中
国队能够熟悉对手、了解对手，然后提
高在比赛中的对抗能力，“这是他们在
比赛中确确实实需要的。”她说：“大多
数运动员比较年轻，比赛中出现关键
对抗时，他们的稳定性不够。”

有着25年执教经验的张晶表示，
通过对上一个奥运周期，尤其是上个
赛季的观察，她认为，中国队应在保证
中长距离水平的前提下，更注重速度

方面、短距离方面的提升。她说：“我
需要从中找到一个平衡点。”

让张晶略感意外的是来自运动员
们的信任。从回国第一天到正式参与
训练，她感受到了运动员对她的信任和
尊重。张晶说：“我没想到我们之间会
这么快建立起信任。年轻运动员的精
神面貌和干劲是我没有想到的。我现
在很有自信，对他们的未来抱有期待。”

作为中国冰雪运动的“王牌之师”，
中国短道队主教练人选历来备受关
注。张晶坦承，从她决定回国时，她就
知道自己将面临何种压力和挑战。中
国短道队是中国冰雪项目中夺得冬奥
会金牌最多的队伍，盛名之下再出发，
这与她当年在匈牙利培养弱旅所面临
的情况截然不同。“中国短道速滑有多
年的奥运金牌沉淀，在这样的传承下，
（主教练一职）压力自然会大。”她说，
“但是，过去这些年，我从中国队的自身
技术、训练系统包括体能方面，看到了
更深层次提高的空间，并且我觉得空间
很大，在这方面我是自信的。”

对于并不遥远的2026年米兰－
科尔蒂纳丹佩佐冬奥会，张晶的态度
平静又坚定：“在米兰，中国队首先要
传承在北京冬奥会的优秀经验，更要
以崭新的面貌取得优异的成绩——争
取更多的金牌、更好的结果。”

更年轻 更稳定 更自信
——主教练张晶谈新赛季短道速滑国家集训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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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国家集训队包括17名运动
员，男运动员有任子威、林孝埈、李文
龙、钟宇晨、李孔超、宋嘉华、李坤、刘
冠逸、王其智；女运动员有张楚桐、王
晔、公俐、吕晓彤、贾惠凌、徐爱丽、蔡
申依、张延。

领队刘辰宇介绍，9月23日至25
日举行了国家集训队选拔邀请赛。根
据选拔标准，除北京冬奥会个人单项
金牌获得者外，其他所有国家集训队
成员均按竞赛成绩选拔，最终遴选出
17人组建新赛季短道速滑国家集训
队，这也是新冬奥周期中国冰雪项目
首支国家集训队。

冬奥会冠军武大靖、范可新没在
名单里，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
中心副主任于海燕解释，这是由于他
们尚在身心调整期，之后可以通过选
拔进入国家队。

从曾经的小队员成长为中坚力
量，北京冬奥会男子1000米亚军李文
龙表示要起好带头作用，多帮助师弟
师妹，“他们都是年轻的刚上来的，有
些甚至没比过世界比赛，我这几年比
赛的经验、训练的经验都要传授给他
们”。

集训队中多是新名字、年轻面
孔。张晶介绍，19岁以下的运动员有

6人，还有多人在19至22岁之间；本
赛季为培养年轻运动员阶段，希望不
断锻炼运动员在国际赛事中的比赛能
力，积累大赛经验。她介绍，新赛季中
国队将参加全部6站世界杯比赛、四
大洲锦标赛、世青赛、世锦赛等赛事。

张晶是匈牙利短道队的功勋教
练，她曾执教匈牙利队多年，率队在平
昌冬奥会上获得匈历史首枚冬奥金
牌。她承认这次任主教练挑战巨大，
但“过去这些年，从训练中，从自身技
术、训练系统、包括体能方面，我看到
了很多可以更深层次提高的空间，并
且我觉得空间很大，在这方面我是有
自信的”。

7月短道速滑项目曾组建国家训
练营，张晶任总顾问，给很多运动员带
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任子威的评价
是：“沟通得很好，非常有激情的一位
教练。她带来的一些训练对我来说很
吃力，是之前没有练过或可能练得比
较少的。”

新一期国家队的第一个考验，将
是 10 月 28 日至 30 日在加拿大蒙特
利尔举办的首站世界杯比赛。于海
燕期待：“新周期、新赛季、新阵容、新
的教练团队，面对新规则、新对手，我
们带着大家的新期待，到世界杯赛
场、到国际赛场上，去创造新的辉煌
业绩。”

女足国家队——
备战世界杯，
尽快适应国际足坛节奏

今夏，中国女足国家队进行了为
期一个多月的海外拉练，与美国足球
大联盟女足球队和男足青少年球队交
手11场，取得3胜4平4负。

据中国队主教练水庆霞介绍，球
队此次拉练的目标非常明确：以赛带
练、提高队伍在高强度对抗中的技战
术运用能力。此前，由于缺少国际比
赛机会，中国队在东亚杯比赛中出现

“慢热”问题，因此球队制定了计划，在
东亚杯后进行拉练集训。据介绍，11
场比赛，对手风格各异，拉练目的基本
达到，更考察了一些年轻球员和海外
踢球的球员，增加了比赛经验和对抗
能力。

如今，女足运动在欧洲足坛职业
化的带动下，对抗更强、速度更快。在
海外踢球的球员多有感触，出国后需
要适应一段时间才能跟上球队节奏。

在拉练期间，多名在欧美联赛踢球的
年轻球员得到征召，涂琳俪、赵瑜洁、
杨淑慧等选手均展现了各自特点和上
佳状态。水庆霞曾明确表达对队员

“走出去”的支持：“我希望球员能到高
水平的环境中锻炼，尽快适应国际足
坛的对抗节奏。”

中国女足在巴黎奥运周期的首要
备战目标，是明年7月开幕的女足世
界杯和9月开幕的杭州亚运会。水庆
霞坦言：“确实存在挑战。”

中超女足联赛——
参赛队将有所增加，
下赛季达到12队

年初中国队捧得亚洲杯，近来众
球员赴海外踢球，也让2022赛季中国
女足超级联赛受到更多关注，相关话
题数量、直播平台观赛人数都呈上升
趋势。

一批优秀球员出国踢球，会不会
对女超联赛的精彩程度造成影响？中
国足协女子部部长郑超勇认为：“球星
的存在确实会让联赛更具吸引力，但
同时，联赛也要给年轻球员提供空间，
让更多新人涌现。”中国足协副主席孙
雯则认为：“联赛提升关注度需要一个

过程，一方面比赛要更加激烈精彩，另
一方面，女足还需要进一步社会化、成
为人们身边的运动。”据悉，在条件成
熟时，联赛将恢复主客场制。

目前，女超联赛只有 10 支参赛
队，本赛季虽然采取双循环制，但每支
球队也只有18场比赛，球员的比赛机
会仍显欠缺。女超联赛目前还剩8轮
比赛，第三阶段的比赛将于10月26日
开始。

日前，2022赛季中国女足甲级联
赛落幕，浙江杭州女足和永川茶山竹
海女足分获冠、亚军，获得下赛季女超
联赛参赛资格。女甲联赛第三名大连
人女足将与本赛季排名积分榜尾的女
超球队争夺最后一张下赛季女超联赛
入场券。“3升1降”之后，2023赛季女
超联赛将扩充至12支球队。孙雯介
绍，按照中国足协构想，到2025赛季
女超联赛将达到16支球队的规模。

女足青训——
踢球的女孩在增多，
青训的基础仍要继续夯实

10月，中国U17（17岁以下）女足
将赴印度，参加国际足联U17女子世
界杯。为备战这项赛事，中国U17女

足此前参加了全国锦标赛和女甲联
赛，球队逐步磨合成形，甚至以女甲联
赛第一阶段第三名的成绩闯入争冠
组。

这支U17女足阵中，已有一些球
员在各自的俱乐部崭露头角，由此也
折射出女足青训的一些积极变化。

“现在女足的足球人口比以前有
所增加。”据孙雯介绍，中国足协现在
有15个女足青训中心，“对于踢球的
女孩子来说，从起步阶段就有这样的
支持，是中国女足发展的进步。”

在孙雯看来，地方上有训练基地，
有助于涵养运动文化，更有可能带动
当地校园女足发展。闫静是河北省廊
坊市固安县第十小学的女足教练，她
八九年前第一次带领校队参加县内比
赛，当时也就七八支女足队伍，“近几
年参赛球队连年增加，水平也提高很
多，冠军争夺非常激烈。”

女足青训当前存在的差距和问题
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孙雯说：“和欧
洲、亚洲的强队比，青训的很多方面都
需要花时间追赶。其中，教练对足球
的理解更是需要全方位加强的。”据介
绍，中国足协9月23日在上海举办了
今年第二期精英青训教练员和精英青

训守门员教练员培训班，曾是国家队
门将的赵丽娜和张艳茹也参加了培训
班。

随中国队赴海外拉练后，郑超勇
对青少年女足的发展颇有感触：“当地
一个训练基地有二三十块场地，踢球
的女足队伍非常多。虽然基本技术一
般，有的不如我们同年龄段的球员，但
不乏有特点的选手。”他透露，中国女
子足球改革发展方案即将发布，在国
家队、联赛和青少年几个层面都提出
了具体要求，相信很多方面都会有所
改善。

为青训筑基提质，重在何处？“要
继续增加女足人口，培养有技术特点
的青少年球员。”郑超勇说，“扩大足球
人口基数，球员的成长空间和国家队
水平才有保证。”闫静也说：“我们要涵
养足球文化，改变对足球的认识，尤其
是对女孩踢球的理解。参与足球，会
让孩子变得更加自信、勇敢，也会对她
们的人生产生积极影响。”孙雯则认
为：“足球是一项久久为功的事业，好
的做法要坚持下去。这可能需要漫长
的时间去积累和优化，但通过一代代
人不停走下去，中国女足的发展之路
就会越走越扎实。”转自《人民日报》

多名球员赴海外踢球，铿锵玫瑰何时再绽放？
截至目前，中国女足赴海外踢球的球员已经有10人，数字创近年来新高，引起球迷广泛关注。对于即将迎来

2023年女足世界杯考验、备战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中国女足，走向国际足坛的球员是支撑国家队的重要力量，而
国内联赛的开展则奠定了女足长远发展的基础。中国女足当下家底几何？铿锵玫瑰何时再度绽放？记者就此采
访中国足协副主席孙雯、中国足协女子部部长郑超勇和扎根基层的女足教练闫静。

短道速滑国家队
进入格林威治时间

2022－2023赛季短道速滑国家集训队26日在北京
首都体育馆亮相，新一期国家集训队由任子威、李文龙、
张楚桐领衔，匈牙利队原主帅张晶出任主教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