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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届蹦床世锦赛冠军回母校——

高磊：市运会让我有了冠军梦

“每次回来都感
觉特别亲切，回想自
己儿时训练的时光，
感觉非常温暖。”10
月 9日，四届蹦床世
锦赛冠军、里约奥运
会男子蹦床季军、上
海市竞技体育训练
管理中心蹦床运动
员高磊回到母校徐
汇区青少年体育运
动学校（以下简称徐
汇青少体校），指导
正在备战市运会的
青少年蹦床运动员，
向他们分享了自己
的成长经历。

进入国家队后，高磊看到训练馆
冠军墙上的世界冠军、奥运冠军照
片，觉得能参加奥运会是无比光荣的
事情，让他有了更清晰和坚定的目
标。得益于父亲对其从小的影响，高
磊是个训练很自觉的孩子，总能按要
求完成训练计划，时刻在想训练中的
问题和解决的方案。

2016年4月10日，在里约奥运会
蹦床选拔赛中，高磊夺得了冠军，让
他踏上了奥运会的征程。“第一次参
加奥运会心里十分忐忑，又想拿冠
军，又没有十足的信心。多少有些控
制不住自己，太兴奋了。”决赛前，高
磊高度紧张，在比赛过程中他努力做
到放空大脑，放手一搏。直到分数出
来后，第三名的成绩虽然有些遗憾，
但高磊却笑得很灿烂。“这也是对自
己一种肯定，感觉那一刻总算是放
松、解脱了。”

在随后的职业生涯中，高磊创造
了世界蹦床界一项独一无二的纪录，
那就是世锦赛四连冠，这是他职业生
涯最值得自豪的成就。2015年、2017
年、2018年、2019年，高磊连续四次在
蹦床世锦赛上获得个人项目冠军（2016
年因为有奥运会，世锦赛不举办）。其
实在2018年夺得三连冠后，高磊已经
创造了历史，因为蹦床世锦赛已经24
年没有出现过三连冠了。但当时他并
未特别激动，觉得自己只是复制了别
人的辉煌，他要创造属于自己的传
奇。果然，2019年在日本东京有明体
操竞技场，高磊以超稳定的发挥摘得
金牌，也成为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位连

续获得四届冠军的选手，提前获得了
东京奥运会的入场券。

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延期，对
即将年过三十的高磊而言，是巨大的
挑战，他的生理机能随着年龄的增长
在下降。2021年东京奥运会前夕，高
磊伤病严重，他不想让父亲为他操
心，一度没有联系父亲。后来，由于
伤病影响太大，甚至可能无法参加奥
运会，高磊接通了父亲的电话。高伟
峰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你从小一
路走来，能参加两次奥运会，对运动
员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要缓解情
绪，奥运会该怎么发挥，按照自己的
意愿，去跟自己比，不要想着我。”在
父亲的鼓励下，高磊坚持比完了东京
奥运会决赛。

“这么多年的坚持，让我学会了
什么是坚持和心态，对于比赛，我也
从不熟悉到熟悉，再到习惯，我经历
过高峰也经历过低谷，不同阶段的人
生状态都尝试过了，很感恩这个项
目，感恩所有在我成长道路上帮助过
我的人，也感谢父亲让我走了这条
路。”回顾自己职业经历，高磊认为蹦
床让自己领悟了许多道理。给高磊
印象最深的就是世锦赛颁奖仪式上
国旗升起的时候。“那一刻，你不仅觉
得坚持没有白费，更会觉得代表国家
把最好的成套动作展现给世界，很自
豪！”第十七届市运会蹦床比赛开赛
在即，高磊对徐汇青少体校的学弟学
妹们满怀期待，“市运会是青少年的
体育盛会，希望你们展现最好的自
己！”

坚持成就世锦赛四冠王
在竞技运动中感悟人生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丁荣

话当年
竞未来

上海市第十七届运动会

系列报道·蹦床

“这所体校是冠军的摇篮，不论我
走到哪里，都以这所体校为荣。我父
亲也在这里工作，这里就像是我的
家！”正如高磊所说的，他的运动生涯
正是在他的父亲——徐汇青少体校蹦
床高级教练高伟峰的启蒙下开始的。

高伟峰曾是一名技巧运动员，退
役后来到徐汇青少体校担任体操教
练。小时候的高磊好动，于是高伟峰
他就带着儿子一起去体操训练场上

“玩”。第一次看到各种体操器材和
小伙伴，高磊就特别开心，和他们一
起玩起来。让高伟峰没想到的是，高
磊的体操动作有模有样，就开始让儿
子参加体操训练。不过练了几年之
后，10岁的高磊被爸爸断言在体操方
面没什么天赋，当时正好赶上上海蹦
床队招人，高伟峰果断让高磊改练蹦
床。刚开始接触蹦床时，高磊觉得这
个项目很新颖，也十分喜欢。但上海

蹦床队的主教练方伯生却认为，高磊
的条件并不太好，“蹦床对腰腹力量
要求很高，高磊这方面有些不足。”缺
乏先天的条件，高磊靠的是后天的勤
奋和刻苦，以及那种不服输、不放弃
的精神和狠劲。

练了一段时间蹦床后，正值上海
市第十二届运动会，高伟峰给儿子同
时报了体操和蹦床两个项目。在先
进行的体操比赛中，高磊夺得了跳马
单项冠军。在几周后的蹦床比赛中，
他与队友一起夺得了男子团体冠
军。第一次参加市运会就获得了两
个项目的冠军，让高磊的自信心得到
了很大提升，他开始渴望获得全国比
赛、世界比赛的冠军，并开始把这些
梦想作为目标去努力。如今回想起
那段经历，高磊依旧历历在目，他说：

“市运会让我有了冠军的梦想，是我
迈出成为专业运动员的第一步。”

父亲启蒙领进体校门
出战市运会夺得双冠

高磊与母校学弟学妹互动

▲

本报记者 李一平

11月 13日，上海市第十七届运动
会足球项目男子A、B组的比赛在上海
市民体育公园足球场落下帷幕。获胜
的队伍高声庆贺，落败的队伍黯然神
伤，但同样的是，足球小将们在比赛中
收获了成长。

男子A组决赛中，杨浦队对战嘉
定队，双方实力不相上下，比赛逐渐进
入胶着阶段。为了打破现状，嘉定队
教练开始了换人调整，但杨浦方面却
迟迟没有传来换人的消息。回顾杨浦
队的替补席才发现，本应该坐得满满
当当的替补席却仅坐着几位教练。原
来，由于各种客观因素，当天到场参与
比赛的杨浦队队员刚好只有11人，除
去首发外，竟没能有人来替补。

但即使在这么不利的情况下，杨
浦队的队员仍然顶住压力，将决赛拖
入到了最后的点球大战中，最终依靠
门将的两次神勇扑救，战胜对手夺得
了本届市运会足球项目（青少年组）男
子A组的冠军。

而在随后进行的争夺男子B组第
三名决赛中，杨浦队面对宝山队同样
陷入了苦战，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

时间来到下半场临近比赛结束时，杨
浦队发起进攻，下底后发出传中球，可
惜力道稍弱，可就在门将即将没收皮
球时，旋转的皮球落地后发生了意想
不到的变向，导致宝山队的门将判断
失误，被随后插上赶到的杨浦队员补
射得分。最终杨浦依靠这粒进球夺得
了男子B组的第三名。杨浦队助理教
练张卢斌表示：“其实这是个不是机会
的机会，很多时候我们可能看到球没
踢起来，就放弃跑动了，但我们一直教
导孩子，要拼到最后一刻。”这才有了
最后队员补位绝杀的机会。

市运会足球·无替补也能夺冠——

杨浦小将诠释永不放弃
本报记者 李一平

昨日，上海市第十七届运动会击
剑项目女子组别的比赛在宝山区鹏迈
体育中心落下帷幕。女子组全部24个
项目的比赛全部结束，赛事的超高规
格让参赛的青少年运动员直呼过瘾。

上周末的一早，位于宝山区长江
西路的鹏迈体育中心人流络绎不绝，
满是前来送孩子参与市运会击剑比赛
的家长。这里虽然外表其貌不扬，由
原先宝山区的老旧厂房改建而成，但

一走进室内，整齐排列的剑道便跃然
眼前，让人恍惚置身于最高级别的击
剑赛事现场。

市运会击剑项目竞委会副主任、
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自行车
击剑运动中心副主任钱震华也来到现
场观赛，并对赛事承办方宝山表示了
高度肯定。“上周我刚从全国击剑锦标
赛回来，现在发现我们市运会的场地
条件已经不输给全国锦标赛了。”本次
市运会击剑项目女子组别的比赛采用
了41根剑道，负责淘汰赛以及决赛的

剑道还配备了九套录像回放系统。其
中，为了提高比赛的观赏性，决赛所使
用的剑道还特意参照击剑世界杯的形
式，搭建了高台，让青少年运动员仪式
感满满。

在今年的市运会中，击剑项目早
已不是几年前那个“小众”的比赛项
目，男女组别的报名人数突破了1200
人，仅次于足球、篮球和游泳。钱震华
表示：“未来，我们协会还希望能通过
举办俱乐部间的比赛，进一步促进上
海青少年击剑运动的发展。”

本报记者 李一平

人欢马跃秋意正浓，体育文化久
久为功。11月12日下午，“华天邀你来
挑战”体荟魔都马术嘉年华活动在市
马术运动管理中心举行。“马房管理挑
战大赛”的优秀作品创作者和上届上
海市运会马术项目优胜者代表，以及
线上招募的马术运动爱好者，共25组
家庭受邀参加活动。

当天活动现场，华天化身马语老

师，以马术运动场为课堂，为现场的亲
子家庭准备了一堂特别版的“马语学前
班”公开课。在11月11日，2022年徐汇
区“华天校园行”暨华天·人马一心马语
学前班启动仪式在徐汇区汇师小学举
办，这也是“马语学前班”进校园的第一
场公开课。2023年，“马语学前班”还将
陆续在全市各个校园内开展，同时将制
作“马语课代表”小视频，华天将与更多
小骑士一起合作，共同传播马术文化。

上海市第十七届运动会即将正式

开幕，马术项目的比赛定于 12 月举
行，将有来自16支参赛队的300名运
动员参与16个小项的角逐。较上届
市运会相比，参赛单位由13个区拓展
至全市覆盖（16个区），金牌数由八块
增至16块，增设小学组、增设两项赛
（团体），盛装舞步科目提升至国内业
余骑手最高水平，场地障碍最高高度
由上届的100厘米提升至130厘米，进
一步提高办赛水平及规模，不断发现
和定向培养优秀马术运动后备人才。

奥运骑士华天的“马语课”开班了

规格堪比全国，击剑不再“小众”
市
运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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