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奥运 2024年4月12日 星期五
本版编辑 郭知欧10

中国奥运军团“00后”选手或超七成

“00后”这一代究竟有何不同

在去年的杭州亚运
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派
出的近900位运动员当
中，“00 后”占比超过
70%。在今年7月的巴
黎奥运会上，预计中国体
育代表团的“00后”运动
员占比更高。在网络时
代成长的“00后”首次肩
负在奥运舞台冲金的重
任，他们与“80 后”“90
后”中国运动员截然不
同，性格更加外向，更愿
意表达自己，同时也更受
外界尤其是网络世界的
影响。记者采访了田径、
乒乓球、羽毛球等项目的
资深教练、奥运冠军、心
理专家，共同探讨如何调
教“00后”运动员这个中
国体育备战巴黎奥运的
新课题。

袁国强
中国短跑名宿、广东田径功勋教练

袁国强带过的年纪最大的运动员
是20世纪60年代末出生的，最年轻的
则是 2010 年出生，跨度超过半个世
纪。在他看来，这些运动员在专业方
面都很认真，也非常听话，因为能进入
省队训练都是拔尖的运动员，他们的
目标非常明确清晰，就是要提高专项
水平，都是“有心人”，对教练也非常相
信，在这一点上分别不大。

袁国强认为，现在的年轻运动员
思维方式不同了，懂事很多，也很活
跃、醒目、知识面广，“你是骗不了他
的”。事实上，现在很多新潮时尚的东
西，教练大多都不会，需要请运动员帮
忙。“00 后”运动员很有想法，特别是
熟悉之后，都会积极向教练提出问题
并一起探讨。

从教练的角度来看，如今年代不

同了，观念必须与时俱进，管理也要更
人性化。袁国强认为，要跟年轻运动
员更好地沟通，学习新东西、保持年轻
的心态很重要。袁国强表示，训练方
式、手段等在不断进步，“就像苏炳添
现在的训练手段，我都要向他学习”，
需要抱着互相学习的态度，彼此尊重。

袁国强觉得最大的分别还是人，
不同性格特点的人的境界与追求有所
不同，还是要靠个人的自觉、自律、自
我管理能力，像苏炳添这些优秀运动
员，并不需要教练监督，他就知道自己
要做什么。他表示，运动队的训练生
活是非常枯燥的，适当的放松娱乐是
必要的，只是不同时代，大家玩的东西
不一样而已，相同的是，运动员必须管
理好自己的生活。苏炳添当年也会在
晚上和队友一起打《王者荣耀》，但到
了22时一定准时关灯睡觉，为第二天
的训练养精蓄锐。作为教练员，其实
也只能尽心尽力提醒引导，无法逼迫。

教练管理需更人性化

张洁雯
2004年雅典奥运会羽毛球女双冠军

张洁雯是“80 后”，还是两个“10
后”孩子的妈妈，目前在中山大学带训
的校队以“00后”学生为主。她认为，
很难笼统地比较这几代运动员的优点
和缺点。在她看来，这几代运动员的
不同，主要看家长和教练。

张洁雯相信，很多她这一代的羽
毛球运动员小时候难免会吃教练的

“藤条炆猪肉”。现在，她送小学三年
级的儿子到海珠区体校跟她的老朋友
学打球。教练告诉张洁雯，男孩子不
听话的时候，真的很想打手。张洁雯
非常支持，并且授权，如果儿子不听
话，必须打。她这位老朋友苦笑地说，
如果其他家长也能这么理解教练的难
处就好了。相反，别说体罚了，即使孩
子被教练训话，回家情绪稍微差一些，
家长都有可能去投诉。

张洁雯并非赞成体罚，而是如果
家长不和教练站在同一阵线，或者家
长的言传身教不到位，那样即使是很
有天赋的孩子，成才的难度比以前更
大。

青少年运动员一旦进入专业队，
在队伍的时间很长，这时教练的引导
作用比家长更重要。回看过去，张洁
雯非常感激当时在广州队的两位恩师
傅汉洵和曾秀英，他们不仅教她打球，
更重要的是教她做人。以前在队里，
傅汉洵时不时会讲当年从印尼远涉重
洋报效祖国的往事。长大之后，她非
常感激恩师当时的循循善诱。

张洁雯现在也像两位恩师那样，
不厌其烦地强调责任感和团队精神，
要求他们做到每球必争，球不落地绝
不放弃。她很欣慰，学生们都认真执
行。很多人说“00后”更自我，更有性
格，这一点她同意。此外，她的“00
后”学生还很阳光、勤奋、懂事。

李肇民
乒乓球国家级教练

广东省乒乓球项目管理中心主任
李肇民曾经以运动员身份参加过两届
全国运动会，并夺得八运会男团冠
军。在2021年陕西全运会上，他以主
教练身份带领广东男队时隔 24 年再
夺男团冠军。李肇民觉得新一代运动
员给教练和队伍管理者提出了新的要
求。

不同项目的成材年龄不同，乒乓
球算是比较早的。小孩子三四岁开始
学球，10岁左右冒尖的小孩已入选国
家少年队，当年刘诗雯14岁就打进国
家队。18岁懂事了也成年了，但是国
家队的大门也基本关上了。李肇民认
为，乒乓球运动员在思想上必须比同
龄人早熟，才能在打基础的少年时期
认清努力方向。

李肇民小时候对教练又敬又怕，
怕练不好没有机会留队，也就没有出
路了，所以很听话、很刻苦，这是“70
后”“80后”的共性。新一代运动员是

“吓”不倒的，他们的心理素质比“80
后”“90后”要好，脸皮也更厚。

李肇民承认，要新一代运动员像
老一辈那样吃苦耐劳，在运动员的管
理上是很难行得通的。新一代的知
识面广，出路多，家长的要求也高，这
就要求教练根据他们的性格特点改
变带训方式。男队教练相对简单一
些，要让年轻运动员信服，在生活中
扮演好哥哥或者父亲的角色，成为队
员的榜样，开展带队工作则会比较顺
畅。女队教练的工作内容更繁琐，因
为女运动员心思细密，教练还需要了
解这一代年轻人的喜好，例如更喜欢
哪种风格的明星甚至时下流行的饰
品等。

李肇民觉得最难的是对电子产品
的管控。年轻队员要通过手机和家人
联系，但他们在休息时间下载了什么
App，看了怎样的推送内容，教练是不
知道的，他最担心青少年被“电子垃
圾”误导。当然，如今运动员的保障是
全方位的，要了解运动员的心理，可以
通过心理测验等多种方式。李肇民打
趣地说，这几年白头发多了不少，因为
很多新课题需要思考和研究，他与广
东队的教练团队也在与“00 后”“10
后”共同进步。高雪峰

广州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健康研究室主任

广州“00 后”这代孩子，生长发
育、基础体格、体质健康等都比上一代
好，这与家长的知识结构、幼儿教育进
步、营养等有关，像广州体育技术职业
学院的“准运动员”更是经过科学选材
的，身体条件更优于同龄孩子，他们

“反应时”的数据特别好，显示神经发
育很好。同时，由于生活模式、习惯相
似，他们刚进队的时候，跟同龄人一样
基本上存在着体脂率、身体含糖量偏
高的特点，需要通过饮食调控、训练计
划进行改善，其中还涉及反兴奋剂等
问题，因此对教练的知识水平也提出
了更高要求。

高雪峰表示，“00后”运动员更聪
明了，接收的信息量大，引导必须有说
服力，还要注重沟通技巧，这是教练和
家长都要学习的。其中，说教是管教

的大忌，粗暴的硬性惩罚也不合适，你
应该进入其生活，了解他们喜欢什么，
包括同龄人之间如何交流，看什么、聊
什么、玩什么，这样才能了解他们的行
为动机，从而想办法去调动他们的内
驱力，帮助他们认清自我需求。

高雪峰更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跟
同龄人不同，“00后”运动员既然选择
了专业运动员的道路，就必然要确立
成为奥运冠军的人生目标，在引导他
们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给他们树立
一个标准与规范，不同的教练肯定会
有不同的执教风格，但一些放之四海
皆准的科学性、规律性的东西，任何人
都应该遵循，运动员必须有自我要求，
去适应和遵守，这就是规则意识，这对
他们未来进入社会很有帮助。举个例
子，社会上很多人依然觉得体校不重
视文化学习。其实，好好读书，学习必
须伴随终身，这就是规则之一。

许瑞平
广州市体育科学研究所青少年体育心
理专家

由于竞技体育的高竞争性，“00
后”运动员需要不断挑战身体和心理
的极限，经常面对高压的情景，例如决
胜局（分）连续失误丢分等，还必须在
短时间内进行调整，磨砺得自然是更
能直面输赢，但并不代表运动员不会
出现心理问题。

许瑞平老师举例说，有天赋的运
动员一般容易脱颖而出，但也容易忽
视、掩盖心理方面的信号，这不代表问
题不存在，随着年龄和水平的增长、对
手越来越强大，运动员可能会输，并因
此产生情绪，影响技术动作的正常发

挥……管理者必须重视、辨别、理解，
然后分析问题如何产生的，该如何调
节。调节有一个过程，并且是一整个
体系，根据不同场景尝试多种方法，还
需要运动员不断演练，做到有能力把
控自己。同时要明白，想完全不出现
心理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

许瑞平指出，运动员需要刻意学
习，的确有天生心理素质好的运动员，
但依然需要后天去提升，塑造更强大
的心脏。就运动队而言，一般是重点
的、有发展前景的运动员，会有个性
化、一对一的心理辅导，它会以人为中
心。如果是普通的运动员，则采取普

及教育，以方法为中心。说到运动员
的心理疏导也是因人而异，唯有建立
了信任，运动员才会主动表达、与你进
行交流。

据许瑞平介绍，目前，运动员心
理辅导老师存在巨大缺口（国家队的
情况会好很多），要经常到运动队中
去监测、交流、辅导是很难的，而广州
市体育科学研究所目前正在尝试开
展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就是与北体大
的专家教授合作，开发一套运动心理
学的基本课程，广州将作为试点先行
先试。

摘自《广州日报》

给管理者提出新要求

管理中说教是大忌

更需关注心理状况

家长教练要同一阵线

汤星强、谢震业、袁国强、苏炳添、吴智强（从右至左）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