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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足老朋友，更是见证者——

听他们说高校足球新气象
自 2015年 3月正式挂牌成立以来，上海市大学生足

球联盟通过平台搭建，守护高校学子们的足球梦想，为校
园足球的发展繁荣添砖加瓦，为坚固中国足球的塔基贡
献力量。八年间，许多裁判员、教练员、运动员参与其中，
与上海市大学生足球联盟共同成长，坚守“足球育人”的
初心。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李一平 程超

林国荣在大足杯赛中给年轻的裁判员复盘比赛 本报记者 李一平 摄

“规范、规范、规范。”如果你置身
上海市大学生足球杯赛上健医新南院
赛场，“规范”这个词时常会出现在你
耳畔。这个声音的发出者就坐在场边
红色帐篷里，目光炯炯地盯着赛场上
发生的一切，他，就是林国荣。

他是裁判员们的定心丸

20年多年前，林国荣的身份是国
家级裁判，执裁甲A甲B赛场；十多年
前，林国荣的身份是申花俱乐部官员，
效力于职业联赛；从五年前开始，林国
荣的身份是大足杯赛裁判监督，负责
培养年轻一代的裁判员。

从职业足球到校园足球，虽然足
球竞技水平略有下降，但林国荣对自
身、对年轻裁判员的要求反而更高。

“业余比赛有时候比职业比赛更难吹，
裁判员在场上稍微有一些迟疑，可能
就会引起双方球员的冲突。这就对我
们裁判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规
范地做好每一步，把握好每一个细节，
比赛才能顺利进行。”林国荣解释道。

“赛前开会，赛后复盘。”这是林国
荣在大足杯赛工作中最为重要的两个
步骤。赛前开会是为了让裁判员们知
道今天工作的重点是什么，明确自己
的职责，“给他们拧拧发条”。每场比
赛结束后，林国荣都会把当执主裁叫
到身边，复盘本场比赛。对于处理及

时、判罚准确的部分，林国荣从来不吝
惜对裁判员们的表扬。而对于有待提
高的部分，他又一秒恢复到“铁面”的
状态。

希望培养出更多的裁判员

林国荣不仅是大足杯赛的比赛监
督，他的本职工作是虹口区足球协会
办公室主任，多年来工作始终围绕着
足球展开。“这两年在上海市体育局、
虹口体育局、上海市校园足球联盟等
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我明显感觉上海
裁判员越来越多了。”

在培养年轻裁判员时，林国荣也
有自己的心得体会。“在培养年轻裁判
员时，必须要逐层递进，不能拔苗助
长。虽然现在是高科技时代，也不要
盲目跟风（视频），我相信科学、尊重科
学，要让年轻裁判员在各级足球比赛
执裁中严肃、认真、规范进行实践，更
深地了解足球的理念，抓紧抓实足球
基础知识的培训班，不要唯人是用。
实际证明，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

正是有了像林国荣这样的“老法
师”压阵，这两年大足杯赛裁判员队伍
在数量增多的同时，质量也稳步提
升。如今，大足杯赛不仅是大学生足
球交流展示的平台，更是上海年轻一
代裁判员难能可贵的练兵场。

“老法师”压阵，
裁判队伍新老传承

【
裁
判
】

2007年，孙志国从时代足球俱乐部
U19梯队来到了上海电力大学（当时为上
海电力学院），身份从青训教练转变为大
学体育老师以及大学生足球队伍的教练。

大足与高校“双向奔赴”

2015年，上海市大学生足球联盟
挂牌成立，上海电力大学便是最早一
批联盟成员单位。和上海电力大学一
样，孙志国每年带队参加上海市校园
足球联盟的赛事，早已成为了见证联
盟发展的老朋友。

“在联盟成立以前，每年上海市也
有专门的大学生足球比赛，但是参赛
队伍一直只有十几所学校。”孙志国对
于上海市大学生足球联盟八年的发
展，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参赛的高校队
伍多了，高校的足球氛围更好了”。从
最初的校园组、超级组，到如今上海市
大学生足球联盟联赛增设高职组、女
子校园组、女子超级组，组别在增多，
联盟赛事的质量、参赛队伍的水平也
相应提升，越来越多的高校学子开始
接触足球，参与足球。

外部的高校足球氛围同样带动了
上海电力大学内部校园足球的热情。
每年秋天，上海电力大学足球队都会
组织招新，但2013、2014年的时候只
有三四十人报名参赛，到如今每年参
与学校足球队招新的大一新生都近百
人。对待那些对足球充满热情的孩
子，孙志国只能优中选优，还专门通过
学校成立了足球社团，让基本功较弱
的学生也能找到组织。有了足球基
数，学校的许多相关政策也得以跟上，
现在每年上海电力学院都举行“新生
杯”、“学院杯”等比赛。

要教球，更要“足球育人”

在当青训教练之前，孙志国是一名

职业足球运动员，曾代表上海中纺机俱
乐部球队征战过全国工人足球联赛、全
国足球乙级队联赛。如今转型体育教
师，面对大学生足球队伍，教练的职责
一直是孙志国思考的问题。

随着上海市大学生足球联盟的成
立，孙志国有了更多和其他高校教练
交流的机会，他的执教理念也逐渐转
变。如今，在他看来自己的任务不仅
要帮助队员在踢球方面更进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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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养他们树立团队精神和体育精神，这
也正是“足球育人”的真正意义所在。

“在我当球员时，足球运动员给人
的印象总是四肢发达，但头脑却不一
定好。我希望能改变大家这种成见。”
孙志国介绍，现在上海电力大学的队
伍中最不缺的就是“学霸”，很大一部
分队员在本科毕业后，都选择继续攻
读研究生以加强学业。其中，已经毕
业的队员高磊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的
博士；张瑞留学哥伦比亚大学，还夺得
过学校比赛的最佳射手……这些出色
的队员成为了学弟们的榜样。

同时，孙志国致力于发现每个队
员的特长，引导他们向自己感兴趣的
领域发展。“就像是足球比赛一样，有
的人适合踢后卫，有的人是天生的前
锋，合适自己的才是最好。”在孙志国
的引导下，不少队员完成了跨专业就
业，寻找到了自己的事业目标。

目前，从上海电力大学已经走
出了体育记者、青训教练，不少队员
还因为会踢足球的特长而被一些企
业青睐。孙志国希望，无论身处何
方，足球都能成为他们终身的爱好，
足球精神能始终照亮他们前进的方
向。

上海电力大学孙志国——

见证校园足球大变样
【
教
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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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步小组赛，2胜2负。这是上海
科技大学在2023年上海市大学生足
球联盟杯赛男子校园组中的成绩，也
是队长金佳纯学生时期最后一届大足
杯赛的战绩。当被问及止步小组赛
后，是否有遗憾，金佳纯这样回答道：

“不遗憾啊，要是追求成绩的话，踢了
第一年就不想踢了。我的整个青春都
是在踢球中度过的。”

足球，是做选择时的重要参考

1997年出生的金佳纯，现如今是上
科大研三的一名学生，研究计算机科学
方向。从小学二年级开始踢球，球龄已
经超过15年。“（上海）校园足球的普及
程度，其实通过我自身（升学之路）可以
反映出一些趋势。”谈及校园足球这些
年的发展时，金佳纯说他自己是见证
者，也是参与者，更是观察者。

“我小学就读于闵行区曹行中心
小学，那时候校园足球在小学有很大
的普及度。我记得每周学校会拿出两
个下午的时间，专门提供一些足球的
基础训练，让学生进行足球的启蒙，我
的基本功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

对于金佳纯而言，足球不仅是爱
好，也是在人生不同阶段做选择时重
要的参考因素。“中考完选择高中学
校，在四校八大这个范围内，我首选了
大同中学，因为他们学校非常重视足
球，也是上海传统的足球强校，我觉得
去了以后可以同时兼顾学业和足球。”

而在进入大同中学后，金佳纯犹如
鱼入大海，鸟上青霄。从高一下学期
起，开始随队征战校园足球联盟比赛，
2014年获得校园足球联盟高中联赛冠
军，也代表上海征战过全国比赛。巧合
的是，在今年大足杯赛的赛场上，金佳
纯的高中体育老师陆兴海，还担任了小
组赛第二轮上科大与工艺美院的比赛
监督。比赛结束后，金佳纯与队中同样
来自大同中学的师弟龚谦益、郑雨飞一
起，在场边和老师合影留念。

足球，见证少年到青年的蜕变

今年是金佳纯第七年征战大足杯
赛，从本科生到研究生，七年的光阴，
让他从最初球队中年龄最小的队员，
到如今队中年龄最大的队员。随着年
龄增长，金佳纯对足球的理解也更加
深刻，“我现在踢球，已经不再是以结
果为唯一导向。从前足球教我如何获
得胜利，现在足球教会我如何接受失
败。它让我的内心更加强大，抗挫折
能力更强。我现在无比珍惜和队友们
一块踢球、撸串、畅聊的大学时光，因
为这就是青春啊！”即使止步小组赛，
比赛结束后，在某家烧烤店里，金佳纯
依然会和队友们围坐在桌前，畅聊足
球、感悟足球，然后勇敢面对生活。

聊起未来，研究计算机科学方向
的金佳纯说，希望自己博士毕业以后，
可以做些和足球相关的工作。“我知道
有一些做计算物理研究的学者，他们
毕业于牛津大学，现在的工作是在利
物浦做技术分析，希望未来有一天，我
也能从事类似的工作。未来足球发
展，需要技术，换一种方式和足球相
见，也挺好的。”

【球员】
上海科技大学金佳纯——

足球让我
内心更强大

从左至右：龚谦益、陆兴海、郑雨飞、金佳纯（受访者提供）

孙志国在给队员们讲解战术 本报记者 李一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