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4月29日 星期一 A本版编辑 郭知欧 11青少年体育

2022年，上海市青少年训练
管理中心公布了2022-2025年

“上海青训名教练工作室”带头人
名单，全市共有11名“上海青训
名教练工作室”带头人获评，这也
是上海首次开展“上海青训名教
练工作室”的申报评选。“上海青
训名教练工作室”旨在发挥优秀
教练员带头作用，培养更多优秀
的年轻教练员，带动全市青少年
体育发展。两年时间过去，“上海
青训名教练工作室”建设如何？
又有何种新举措以老带新培养年
轻教练员？我们将走访11名“名
教练”，听听他们培养年轻教练员
的心得体会。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李一平

青训名教练工作室巡礼⑥
简广风

2021年盛夏，在东京奥运赛
场，“6分 05秒 13！”“张灵做到了！
这是我们青浦的第一枚奥运金牌！”
简广风回忆起夺金的瞬间，感慨万
分。如今，作为奥运冠军教练的简
广风依然每日扎根基层，被评为“青
训名教练”的她正带着年轻教练员
们，一起继续为青少年赛艇事业添
砖加瓦。

2024上海青训名教练工作室推进会召开

发挥带动、辐射、榜样作用
本报记者 丁荣

4月 26日，2024年“上海青训名
教练工作室”建设工作推进会在久事
体育大厦三楼会议室举行，11家“上海
青训名教练工作室”工作室带头人及
所在训练单位主要领导参加会议。

本次推进会旨在进一步推进“上
海青训名教练工作室”各项建设工作，
更好地发挥工作室的辐射带动作用，
进一步推进工作室在复合型团队建
设、专业课题、学员带教、交流学习等
方面的建设。上海市体育局青少（科
教）处副处长杨薇、上海市青少年训练
管理中心主任周战伟、上海市体育科
学研究所（市反兴奋剂中心）所长邱俊
出席会议。

女足工作室带头人钱惠、水上（赛
艇）工作室带头人简广凤、手球工作室
带头人陈列、自行车工作室带头人唐
缨红、体操工作室带头人陈健、水上
（帆船）工作室带头人王三省、排球工
作室带头人于亚君、艺术体操工作室
带头人沈蕴、羽毛球工作室带头人杨
毅炜、乒乓球工作室带头人周毅和手
球工作室带头人赵春花分别围绕工作
室在复合型团队建设、专业课题、学员

带教、困难和问题、后续开展计划等方
面进行交流。

特邀专家——上海市体育科学研
究所（市反兴奋剂中心）所长邱俊点评
各工作室建设情况，并提出建议。她
表示，目前“上海青训名教练工作室”
已初步形成了“训科医教社”相结合的

模式，部分工作室已整合了训练、科
研、医疗、教育和社会力量资源，形成
复合型团队，不仅有效提高了选材育
才水平，同时也实现了队伍的以老带
新。在工作室成效方面，已初步实现
一、二、三线的“三向奔赴”，不仅向一
线训练单位输送了人才，同时也取得

了带训成绩的提升。在科技助训方
面，部分工作室还运用了3D魔镜、运
动脑电波等前沿科技手段对选材工作
进行了助力，有效提升了选材的精准
性。对于工作室下一步工作，邱俊提
出了三点建议：一是要团队建设互通
融合，形成机制，定期交流，要充分用
好本市高校和科研院所资源，进一步
促进复合型团队打造；二是要科技助
力，加强数据积累，为青少年选材育才
形成大数据助力；三是要将反兴奋剂
工作常抓不懈，要定期对工作室运动
员、教练员进行反兴奋剂教育。

随后，11家工作室所在的9家训
练单位（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普陀区
足球学校、青浦区体育学校、杨浦少体
校、闵行少体校、徐汇少体校、浦东三
少体校、黄浦区黄浦少体校和长宁区
少体校）相关负责人分别发言，表示将
全力支持“上海青训名教练工作室”工
作，力争培养输送更多优秀竞技体育
后备人才。

会议最后，上海市青少年训练管
理中心主任周战伟布置“上海青训名
教练工作室”年度工作计划及工作要
求。他指出，11家名教练工作室的带
头人不仅是全市3000多名注册教练

中的佼佼者，更是青训教练的榜样，要
进一步发挥带动、辐射和榜样的作用，
按照工作室工作要求做好各项工作，
关键立足点是出人才。他还强调，“上
海青训名教练工作室”要注重发挥引
领作用和培养作用，加强对科学训练
方法的探索，努力将带训经验留存，实
现薪火相传。“希望大家把项目从区级
品牌上升为市级品牌，培养输送更多
高质量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对于下一步工作，周战伟提出了
四点要求：一是要搭建平台、配置人
员，让名教练工作室成为科学训练研
究的实践载体；二是要深入实际、研究
总结，让名教练工作室在专业知识研
究中发挥作用；三是要加强交流、专业
提升，让名教练工作室在服务队伍建
设中辐射带动；四是要加强考核，积极
做好新周期工作室的创建工作。

2024上海青训名教练工作室推
进会的成功召开，标志着上海市在青
少年体育训练工作方面迈出了坚实的
步伐。未来，上海市将继续加大对青
训工作的投入和支持力度，为培养更
多优秀的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推动
青少年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
的贡献。

“上海青训名教练工作室”建设工作推进会举行 本报记者 李一平 摄

揭秘奥运冠军划桨秘诀

简广风教练想用赛艇改变孩子人生

在指导年轻教练员带训时，简广
风强调最多，也是最注重的一点就是
动作的规范性。科学训练、创新训练
也一直是她最为推崇的训练理念。而
奥运冠军张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011年开始，简广风就以张灵等一批
小运动员（男五名，女六名）为例子，持
续多年跟踪他们的运动数据，包括
2000米的血乳酸值、最大摄氧量、室
内划桨技术评定等，并分成四大阶段，
跨度三年，通过数据和成绩，分析每个
人的技术特点、在训练中给出不同的
方案和量，尽最大可能发挥出运动员
的潜能。

简广风曾经花费了整整四年的时
间，撰写了《青少年赛艇运动员训练创
新方法、手段的应用研究》，论文中以
张灵为案例，通过赛艇国家队提供的
左桨、右桨的角度、桨下支撑幅度、桨
力和脚蹬力曲线分析等数据，调整训
练方法，科学地分配训练量，这也让张
灵不但在成绩上突飞猛进，更是在长
达六年多的时间里保持了无重大伤病
的状态。

如今，她还在研究新的课题，探索
运动员专项训练的方法。在她看来，
在运动员小时候就开始注重科学训
练、规范技术动作，不仅可以让他们远
离伤病，同时也能让他们在更高一级
的队伍中更好地适应。“赛艇大部分项
目还是团队运动，如果你的动作不规
范，可能你划得很快，但你和你的队友
很难配合。”正是从青浦开始培养的良
好习惯，铸就了张灵这把奥运冠军“铁
桨”。

积极推动科学训练
铸就奥运冠军“铁桨”

上海市青浦区少年业余体育学校
创建于1983年3月25日，长期以来，
学校以培养输送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
为办学目标，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优秀
运动员。其中，青浦区作为上海颇具
盛名的“水乡”，赛艇这项水上运动也
一直是青浦区的特色优势项目。2021
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上，由青浦区少
体校培养输送的运动员张灵与搭档陈
云霞、吕扬、崔晓桐组成的中国队以6
分42秒84的成绩夺得金牌！这也是
青浦首枚奥运金牌。

2022年，上海市青少年训练管理
中心公布了2022-2025年“上海青训
名教练工作室”带头人名单，作为张灵
的启蒙教练，青浦少体校的赛艇教练
员简广风成为了首批的“青训名教
练”。如今，她的青训名教练工作室中

又多了三位年轻的教练员。
与许多其他的传统体育项目一样，

招生问题、学训问题也是赛艇项目面对
的主要难题。为了更一步加强体教融
合，青浦区在2021年成功完成了少体校
的转型改革工作，通过将少体校纳入青
浦区实验中学教育集团，与实验中学教
育集团联办，以“体教融合、优势互补、
合作共赢”的基本理念，积极探索并完
善少体校发展的新机制。

目前，青浦区的赛艇项目已经完成
了以青浦区实验小学（御澜湾校区）、青
浦区实验小学（城中校区）为龙尾，青浦
区实验中学为龙身，青浦高级中学为龙
头的一条龙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梯队。
不同于传统的少体校集中训练，简广风
和其他几名教练员也一起开始走进校
园，为各所布点学校“送教上门”。

张灵是简广风弟子中竞技成绩最
为突出的一个，但除了能拿冠军之外，
简广风更希望能让自己的弟子因赛艇
而改变人生。“我认为赛艇带给一个孩
子的除了这项体育技能，也有克服困
难的体育精神，还有积极探索世界的
好奇心。”从青浦少体校走出去的青少
年运动员里，也不乏“学霸”，在简广风
的印象里，至少有五名孩子考入了北
京大学，还有超过10名队员进入了上
海交通大学。

每年，简广风会邀请这些曾经的
队员回到队里，与现在的小队员交流
座谈，讲讲他们看到的世界。这也是
许多青浦少体校的赛艇队员最期待
的活动之一，每当听到大哥哥大姐姐
们的故事，他们两眼放光，里面充满
的都是对于未来的向往。

打通体教融合难点
树立优秀健将榜样

从青浦少体校出发，到位于东方
绿舟绿湖路的上海水上运动中心仅有
12公里的路程，驾车20分钟便能抵
达。作为距离上海水上运动中心最近
的一所区少体校，这在简广风看来是
一个可以接触上海赛艇一线队，甚至
是国家队的巨大优势。

每到周末，简广风和团队的教练
员们便会带着小队员们来到上海水上
运动中心，一边沿着航道跑步锻炼体
能，一边等待着一线队的运动员们在
教练员的带领下开始训练。

当一线队的队员们开始训练时，
小队员们就整齐地坐在堤岸边，一边
观察着一线队运动员的训练、比赛动
作，一边听着简广风和其他教练员的
讲解。这样零距离地接触、观摩，是任
何通过影像资料学习都无法比拟的。

看着大队员们奋力地挥动着桨
叶，小队员们有时也会发出惊叹，“他
们划得也太快了吧”“四个队员划起来
简直就像是一个人一样”。在感叹大
哥哥大姐姐们精湛技艺的同时，一颗
向往更高舞台的梦想种子也悄然种进
了小队员的心间。

利用体校区位优势
零距离衔接一线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