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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折戟后，
王霜曾说过：谁也别
学了，看看邻国日本
是怎么踢的……

如今亚运会、奥
预赛接连碰壁，而王
霜的话言犹在耳，如
鲠在喉。那么，我们
不妨听听上海女足日
籍主帅高仓麻子所说
的“邻国日本是怎么
踢的”吧。不是一定
就改弦更张去学日
本，但高仓麻子所谈
及内容对于中国足球
的确有借鉴意义。

看·奥预赛的感受——

队友间配合过于生疏
这次中国队的分组形势是

比较困难的，但也不是完全没出
线的可能。我来中国执教才一
年不到的时间，所以对女足国家
队了解有限。几场比赛我都看
了，关于比赛不太好说，但就球
队在场上的表现和纪律，所谓纪
律就是规范而言，感觉中国队在
前场的渗透力（制造威胁的能
力）还不是很够，而且整体有些
乱，球很难运转起来，相互之间
的配合过于生疏，球员很多时候
都是单打独斗，自己把球处理出
去就完成任务了（而没有考虑队
友）。而且，攻守两端都比较单
调。从个体而言，有些球员是有
能力的，处理球也更合理一些。
但当所有个体组成一个球队之
后，就没有捏合成一个有机的整
体，就像是不能运转的机器。

我和水庆霞很熟悉，但没有
进入到球队，仅仅从旁观者来看，
讲起来很容易，但实际调教这支
球队的时候也会比较难的。

谈·新老女足区别——

球员的取胜欲望不足
以前我做球员的时候和中国

队打过很多比赛，也认识很多
人。跟她们相比，现在的中国女
足，尤其是最近几年，感觉求胜的
欲望有所不足。以前的老女足，
虽然也没有取得特别辉煌的成
就，但却都是为了国家而全力拼
搏。现在中国变富裕了，球员的
收入提高了，而战斗精神却不如
以前了。

评·女足职业联赛——

收入高却像形式主义
一个国家的足球强大与否，

联赛很重要。我来中国这几个月
的感觉是，中国的国家队和联赛
之间相互配合做得不够好。我们
球队的国脚时不时会“消失”（去
国家队集训）很久，而她们回来后
没几天时间就要随队征战联赛。
打完一阶段比赛之后，国脚们又

“消失”了……作为俱乐部的主教
练，我又该如何调教我的球队去
打好联赛呢？

从俱乐部教练的角度而言，
我很疑惑。但在日本和其他（欧
美）国家，联赛是基础，国家队是
从俱乐部借人，挑联赛中表现好
的球员去参加国际比赛，这些队

员都是属于俱乐部的，而中国的
球员却首先是属于国家队，所以
她们首先考虑的是国家队的比
赛，联赛却排在第二位，甚至说只
是一个形式。所以，联赛的水平
就很难提高。

日本的女足职业联赛也就是
从三年前才全面启动。在此之
前，球员都有各自的职业，踢球只
是副业。但即便是现在有了职业
联赛，每个队里也只有几个水平
最高的球员是签了职业合约，以
足球为生，其他人还是各有各的
本职工作。而且，据我所知，中国
女足职业联赛的收入水平是比日
本要高的。

话·执教的第一年——

夺冠永远是我的目标
在还剩五轮比赛的情况下，

想追上武汉队的 7 分差距很困
难，她们确实也很强大。我们会
全力去争，也不是没有可能。对
我们而言，目标肯定是夺冠，但
有几场关键比赛没有拿下，很遗
憾。这不是我们所期望的，但从
球队自身来说，无论得失球还是
积分，我们比上赛季都有进步，
球员水平也有提高。虽然没有
夺冠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一
种失败，但就足球而言，我们也
要看球队和个人的水平是否有
提高，而且是否在不停地提高。
对于这一点，球员们也需要有一
个清晰的认知。

至于未来，夺冠肯定永远是
我们的目标。但球队在很多细节
方面还需要提高，包括意识、战术
等，而这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我
希望能用两年的时间来实现这个
目标。也就是，希望下赛季夺
冠。而除了赢得比赛，我也希望

我们能踢出更高质量的足球，给
球迷带来更多感官上的快乐，也
希望队员们能通过自己取得的进
步而开心。

论·女足青训水平——

靠身体踢球局限性大
上海的青训在全国而言都算

是领先的，我也关注过基地的
U16 等梯队。有关青训，不光中
国，全世界都很重视。在我看来，
青训、联赛、国家队，还有教练员
水平的提高，这是一个国家足球
的四大支柱。中国是开始重视青
训了，但中国的球员，踢球的目的
性不强，更多是依靠身体去踢球，
所以提高起来很难，而这就是青
训造成的结果。足球是有体系
的，每一个动作都有明确目的性，
而不能随意。从小就应该学会要
有意识地去踢球。如果这一点在
小时候没有学好，那未来也根本
走不远。

日本的孩子，在12岁之前主
要是练习各种足球的技巧，也就
是基本功，传接球、射门等。到了
12岁之后，身体也开始发育了，球
员就要开始学会思考，对学习的
每一个动作和技术要领都要反思
并真正领悟。比如说，我为什么
要站在这个位置接球，或者我为
什么要传到这个区域……当教练
员把战术要求都明确灌输给队员
后，也要教会他们去思考，养成

“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的习
惯。日本在这方面做得是比较好
的，无论是男足还是女足。

鉴·日本足球理念——

别光顾自己不顾队友
所谓的足球技术，其实是很

多因素组合在一起的复合体。正

如我所说的，首先是12岁之前的
基本功是否都已学到位了。其次
就是，是否学会了思考，学会每一
个球该如何正确处理。当然，联
赛是否组织到位，这也是一方
面。再者，球员还需要走出去，需
要国际融合，以及开阔的视野。
日本这些年在几个方面做得都不
错，所以球员在比赛中的任何情
况下都基本能做出合理判断，而
且会有自己的选择，不会很僵硬
而被对方球员轻易识破。处理好
个人的技术后，再和队友之间相
互呼应——如何能让队友更舒服
地拿球，为了队友能妥善处理球，
我应该怎样做才更好。日本在这
方面做得还是不错的。

我们来到上海之后，也一直
努力地把这个理念灌输给队员
们。虽然还没有完全改善，但队
员们都开始接受并逐步得到了提
升。

议·中国足球人口——

先给体育（足球）正名
日本女足的注册球员很少，

不过 4 万左右（中国女足注册球
员鲜有官方数据，有8000人之说，
也有1000人之说），但也是慢慢在
增多了，这应该就要归结于体育
本身。我们会给日本国民一个概
念——那就是足球可以给小朋友
带来健康、心情舒畅，也能让他们
接近大自然，身体也可以变得更
强壮，更利于他们成长。为此，我
们各个地方都会有小的俱乐部，
给他们提供接触足球的机会。很
多这种小俱乐部构成了整个国家
女足的基础。

析·足球“洋务运动”——

学习的前提是
自我认知清醒

日本也曾向其
他足球水平先进的
国家学习过，比如巴
西、德国。但不可能
是巴西夺冠了学巴
西，西班牙夺冠了学
西班牙……日本是日
本，中国是中国。即便
是先进的技术和理念，
但是否适合中国却
并不一定。日
本有日本的
特点，中国
有 中 国 的
特点。学
习的首要
原 则 是 ，
对自我有
个清晰的
认 知 。 其
他国家的
足球和中
国 相
比，到
底先
进

在何处。比如说，如果德国足球
在整体性方面比我们好，那我们
就把这个优点学过来。如果巴西
的小范围配合比我们好，那我们
就把这个优点学过来。完全照搬
他们而没有自己的主见，毫无意
义。

总体来说，日本足球没有走
巴西路线，也没有走德国路线，只
不过学会了他们的某些优点。

享·在上海的生活——

中国的美食太好吃了
对上海的好印象很多，尤其

美食。刚到上海的时候，我只听
说过小笼包，所以到了上海就想
着去吃小笼包。但生活一段时间
之后才知道，中国的美食原来是
这么多，这么丰富。比如说大闸
蟹，还有一些带点辣味的美食，比
如火锅、川菜……都很好吃。我
刚吃过一次贵州菜，觉得也非常
美味。中国的美食，实在太赞了，
生活在这里很幸福。

思·再执教国家队——

没想过接手中国女足
当国家队教练非常辛苦。东

京奥运会结束之后，我当时感觉
很累，想过以后再也不当国家队
教练了，只想着去执教一家俱乐
部。但是在看了世界杯比赛之
后，尤其是看到以前的老朋友、熟
人带领各自队伍征战于国际舞台
上所带来的激动，我也改变了想
法。如果以后再有这种机会，我
也想挑战一下自我。当然，这也
需要机缘巧合。现在，我只关注

上海女足。我们在这
儿拥有一个非常

好的团队，有
着很优越的

条件，我在
这 儿 工
作 也 很
开 心 。
执 教 中
国 国 家
队？对不
起，我还从
没有想过这

个问题。

中国球员踢球只想自己
独家专访·高仓麻子回答了“王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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