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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的技术传统丢了，青训的
‘基本盘’没了，中国足球这些年没发
展好。”宋凯深知，中国足球的现状“大
家不满意”。那么，“中国足球能好
么？”宋凯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并提出
了多项举措。

宋凯表示，中国足球要以“技术为
王”。已故的中国足坛名宿马克坚在
一本著作中写道：在上世纪50年代中
期，“中国足球是以技术起家的”。中
国足球在向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学习之
后，确立了以技术为基础的指导思想，
但这个传统在后来的发展中丢失了。

“技术是灵魂。遗憾的是，这些年我们
丢掉了灵魂。”宋凯说。

其次是抓实训练。宋凯强调，足
球界要重提“三从一大”（从难、从严、
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倡导刻
苦训练。“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三从一
大’是足球界先提出来的。我们理应
坚持这一理念。同时，我增加了‘一强’
这个概念。”所谓“一强”，即“强恢复”，

保障运动员在大运动量训练比赛之后
能迅速恢复。

第三是抓牢青少年。青训的关键
是教练，“要让好教练抓青训”。宋凯
透露，有关方面即将出台规定，球员如
果在退役后不做青训教练，将不能在
职业俱乐部担任教练。

第四是建好竞赛体系，其中体系
稳定是前提，竞争力是目标。深圳新
鹏城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兼总经理汤锡
钢在会上分析了英格兰、西班牙和日
本足球的金字塔体系，表示业余性的
地区联赛和半职业联赛是职业联赛的
重要支撑，而中国存在“塔腰”和“塔
基”并不稳固的问题。

此外，除了基层俱乐部数量较少，
中国联赛的竞争力也有所不足。宋凯
说，在崇明岛深耕青训的徐根宝每年
都会带球队去韩国训练比赛，就是为
了感受当地青少年球队的快节奏。

最后，宋凯还提到了推动体教融
合和调动地方积极性。他表示：“稳定

和不折腾、开放和国际化，应是中国足
球未来的发展思路。”重点城市、精英
青训、国字号领头羊和教练员队伍将
是中国足协未来的工作重点。“联赛的
发展趋势也要更加开放，让球员感受
到竞争的压力。必须把运动员逼到刻
苦训练之路上，满脑子想的都是足球，
中国足球才能提高。”宋凯说。

研讨会的前一天，国务院常务会
议“研究推进足球振兴发展相关工作，
指出振兴足球是建设体育强国的重点
工作，要加大力度落实各项政策举措，
推动足球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会
议释放出的强烈信号，也鼓舞着研讨
会上的每一个参会者。上海申花足球
俱乐部董事长谷际庆表示：“对于中国

足球的前景，我们需要的是‘耐心’。
只要我们有耐心，中国足球迎来春天
将不会太久，至少我们大家都在为实
现这个目标而努力。”

“中国足球能好么？”需要所有中
国足球人共同作答。

（摘自人民日报）

“重走长征路”——中国足球发展研讨会12月17日
在西安举行，来自中超、中甲、中乙俱乐部投资人和高
管，以及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体育行政部门主管等业
内人士济济一堂，为中国足球的发展之路出谋献策。研
讨会由《足球报》、西安市体育局联合主办，中国足协主
席宋凯现身会场，并谈了“对中国足球发展的几点思
考”。宋凯表示，他相信“中国足球能好”，这需要落实好
六方面举措。

中国足球如何让大家满意，宋凯给出回答——

“六措并举，中国足球能好”

国足缺啥补啥
可以谁都无法想象，当中国男足

国家队在11月 19日的2026年世界杯
预选赛亚洲区18强赛小组赛第六轮1
比3输给日本队之后，伊万科维奇再
一次被问到“定位球丢分比较多”的问
题时，国足主帅说出那句“您说得很
对”的时候，心里会时一种怎样的无
奈。

事实上，定位球防守对于伊万和
国足而言，绝对算得上是“老生常谈”
了，但至少到目前为止，似乎仍然没有

找到什么有效的解决办法。中日之战
赛后，伊万在复盘的时候承认，中国队
确实有一些定位球丢球：“我们的对手
擅长定位球得分，巴林、澳大利亚和日
本队都是如此，所以我们在训练课里
都会针对定位球防守进行演练，也希
望队员在比赛中保持注意力集中，能

更好地提高定位球防守质量。”
缺啥补啥，伊万科维奇显然很清

楚目前这支中国男足国家队的“短板”
在哪里，所以在18强赛小组赛对手纷
纷在今年年底至明年年初组织集训的
情况下，原本因为各种原因放弃的明
年1月到2月份之间组织一期飞行集

训并且寻求打一场国际热身赛可能性
的想法，也重新提到了议事日程上面。

根据北京媒体的报道，在依然保
持18强赛小组出线希望的前提下，考
虑到明年3月份与沙特和澳大利亚队
两场比赛的重要性，经过中国足协与
国足教练组的沟通，暂定计划于2025
年 1月中旬左右组织一期国足集训，
除了进一步磨合阵容之外，更主要的
是针对18强赛前6轮比赛中暴露出来
的问题进行强化训练，当中就包括定
位球防守这个“顽疾”。

不出意外的话，伊万大概率会将
集训放在海口，除了相对合适的气候
与场地条件之外，届时会有不少中超
球队选择在海口进行冬训，队员从俱
乐部到国足可以避免长途奔波，而且
也方便国足选择热身赛对手，但具体
安排还要等到伊万科维奇明年1月上
旬回到中国之后才能确定下来。

再难也要坚持
今年年初，一直到带队训练了一

个多月之后，斯卢茨基才真正“认识”
了吴曦、朱辰杰、蒋圣龙还有戴伟浚、
高天意和谢鹏飞这些之前只能在电视
里看到的手下队员，而留给他这位申
花新帅与这些国足队员“从陌生到熟
悉”过程的时间，只有半个多月。

同样吃了“没人”的苦的，还有同
为国脚大户的山东泰山和上海海港
队，尤其是前者，因为第一次参加跨年

度的亚冠精英联赛，不但全年无休而
且因为国脚与全队缺少磨合，从年初
就差了的那一口“气”，一直到赛季结
束，都没有完全缓过来。

按照计划，申花全队将在明年1
月6日重新集中，三天后飞赴海口并
且在那里训练到农历春节之前，总共
只有三周左右的时间。2024赛季中
超联赛结束之后，斯卢茨基曾经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明年冬训期间的一个
重要任务，就是对申花目前的战术进
行优化升级，而现役的这些国脚自然
会在球队明年的主力阵容当中占据重
要的战术地位，一旦他们因为国足集
训缺席俱乐部一半的冬训，由此带来
的影响不难想象。

不过，对于国字号球队征召一向
支持配合的申花俱乐部以及自己就曾
担任过俄罗斯国家队主教练的斯卢茨
基而言，国家荣誉和国足任务肯定是
第一位的。事实上，刚刚过去的这个
赛季，作为向中国男足国家队输送队
员最多的中超俱乐部之一，申花队虽
然因为朱辰杰、蒋圣龙、杨泽翔和费南
多等球员在18强赛中受伤，多多少少
影响到了中超和亚冠精英联赛的比
赛，但俱乐部管理层一直都要求队中
的国脚在国家队的比赛中全力以赴：

“从球员的角度来讲，多打比赛尤其是
高水平的国际比赛，对于他们提升个
人能力和经验会有很大帮助；对球队
来说，能够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保持
稳定的表现，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重启冬训，伊万“加练”定位球
中国足球重拾“三从一大”抓实训练从国足开始——

对中超几个国脚“大户”
的主教练来讲，现在看准备
在明年 1月的冬训期间带中
国男足国家队“加练”的伊万
科维奇时，应该会有一种刚
刚设计好的方案被打回“推
倒重来”的感觉。

赛季开始前的冬训对一
支球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能否在2025年取得一个好的
“收成”，很大程度上，跟冬训
期间打下的体能以及技战术
基础是否足够扎实，有着非
常直接的关系，对此一位曾
经在几支职业球队执教过的
原中超主帅有着非常深刻的
认识：“就像学生参加考试一
样，复习备考的那个阶段缺
席了，然后上来就让他们答
卷，平时基础好一点的话，前
面的题目还能做做，到了后
面难题的时候，拿什么做？”

本报记者 李冰

首先，技术为王
第二，抓实训练
第三，抓牢青少年
第四，建好竞赛体系
第五，推动体教融合
第六，调动地方积极性

在落实好这六个方面举措的同
时，球员需要刻苦练好技术等基本
功、久久为功，稳定和不折腾、开放和
国际化，应是中国足球的发展思路。

六项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