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灵和温哥华周期肩负夺金重

任，索契冬奥前夕意外受伤，平昌冬奥

之后出任国家集训队教练，再到北京冬
奥关键时刻统领两支国家队……王濛

的身份，在一个个奥运周期之间，完成
了 180度的华丽转型。

35岁的年纪， 统领中国冰雪最强
实力的两支队伍。 王濛的紧张从她面

对媒体的态度就能看得出。 短道速滑

世界杯上海站，三天比赛，在组委会的
不懈努力之下， 王濛才在最后一天出

来简单接受采访。 而此前，无论队员还

是其他教练都基本 “噤声”———因为

“王指导不让说。 ”这样的情况，在李琰
时期的国家队，从未出现。

回顾王濛此前的这 341天， 她几
乎是“躲着媒体”走的，就连指导训练的

照片都寥寥无几。 而在为数不多的采访
中，王濛也不像运动员时代一样“率真”，

采用的话术多是“增强了队伍对道路的

自信”“大家能朝着一个方向努力”“所有
人应该去相信我们、支持我们”等。 王濛

的紧张显然会影响队伍的氛围，对于中
国速滑队，有害无利。

事实上， 王濛上台本就是略显仓促

的决定。其成绩无需多说，但优秀的运动
员能否成为一名优秀的教练， 一直没有

固定答案。 成功者诸如周继红、刘国梁、

郎平，甚至包括王濛的前任李琰。但失败

者也比比皆是。 王濛的短板在于缺乏足
够的执教经验，就被迅速推到了前台。

一个奥运周期两度换帅， 对于中

国短道队，这是止损，也是当下更务实
的做法。 而对于王濛而言，这次的委婉

下课也并非坏事。 沉淀之后再出发，少
帅未来的路，还很长。 厉苒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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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大刀阔斧
运动员时代，王濛是出名的暴脾气，刺头大

姐大。而在担任速滑掌门人这一年中，35岁的少

帅展现的却是严师风范。
王濛管理国家队的唯一标准就是“严”，从严

治军，用她自己的话就是“体无完肤地折磨他
们”。王濛的“严”不仅仅体现在对队员的要求上，

对外教也一视同仁。王濛要求外教团队唱国歌，
不仅要学唱歌词，还要理解歌词的意思。这样的

要求，可能在国际上都并不多见。
王濛在正式上任后，开始对整个短道速滑队

大刀阔斧改革。男队和女队被分开由不同的教练
组来指导训练，并直接向王濛汇报日常的训练工

作。王濛首先在队伍架构上进行了重新调整，提

出“大道重组，短道重振”的目标。王濛改变了以
往短道速滑和速度滑冰国家队各自为战的做法，

而是“合二为一”成立了“短大队”。正是在王濛的
劝说之下，昔日队友、奥运冠军周洋才转型大道。

王濛和团队成员还不断向其他项目借鉴经
验。找来苏炳添分享经验，向乒乓球队学习公开

选拔，甚至在队内进行直通赛。

战绩乏善可陈
在王濛上任的这一年中，改革闹得风生水

起，成绩却平平。

在短道速滑方面，6站世界杯比赛，中国队
共取得 10金 11银 13铜，总成绩方面不及韩国、

荷兰等传统强队不说，即便是在各个单项积分榜
上，也没有一位运动员占据第一的位置。

不仅如此，在上赛季收官时曾豪言“打铁还

需自身硬，以后滑得让别人撵不上”的武大靖，也
在这一整个赛季彻底迷失———除了在世界杯首

战美国盐湖城站强势摘下 500米金牌之外，武大
靖在其余的世界杯分站赛中，个人项目和集体项

目均没有特别亮眼的成绩。在蒙特利尔站、名古
屋站比赛，昔日的世界纪录保持者甚至连进入决

赛都较为艰难。家门口的上海站，他还两次摔出
赛道，最终仅仅获得一块 500米银牌⋯⋯

过多关注于教练管理本身，对运动员的培养
不够，正是王濛这一年执教最大的败笔。

“我觉得我这个赛季并不圆满。可能是刚开
始定位有点高，没把自己的位置摆好，或者是管理

的体量有点大，没能有足够的精力去投入到训练
当中来，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干扰，这是我自己的

问题。”王濛的这番话也说出了她内心的疑惑。
一个半月之前，王濛在评价自己的首个执教

赛季时曾说，“这个赛季对我而言并不圆满，但我
自己非常喜欢教练这个职业。”作为新手主教练，

王濛的表现并不算差，但时期特殊，在距离北京

冬奥会不到两年的非常时期，中国冰雪王牌之师
显然更需要一位经验老道的掌舵人。
也因此，少帅王濛遭遇“紧急换人”也就在情

理之中了。 本报记者 厉苒苒

走过 341天，争议不断

王濛为何被下课
341 天，从风光无限一人统

领，到悄无声息隐退江湖，回顾王濛
担任掌门这一年，诸多争议伴随之
下，少帅之路其实并不平坦。

记者手记 及时止损

    “中国速度滑冰和短道速滑国家

队教练组组长王濛，上任不到一年就
下课。”这条从 4月 28日晚流出的传

言，在昨日获得另类官宣。体育总局冬
季运动管理中心昨日向媒体发布了一

份速滑和短道速滑体能训练营开营的
新闻稿，通篇没提王濛下课，但文中写

明的领队张蓓和韩籍教练金昶伯的管

理组合，已明白表示中国冬季项目中
的王者之师短道速滑掌门要换人了。

王濛不见了
关于王濛下课的消息早在一周前

就有预兆。4月24日,冬季运动管理中
心召开视频电话会议, 部署下一阶段

训练工作安排时, 参加会议的既有中
心领导和项目负责人, 也有地方体育

局冬季项目负责人, 但作为速度滑冰

和短道速滑教练组组长的王濛却没有

参加。这基本就印证了王濛已经离开
了速滑和短道速滑国家队教练组组长

位置的传言。
坝上集结，昨天开营的训练营是

为新一届速度滑冰和短道速滑国家队
（以下简称速滑大队）选拔队员。来自

全国各地约 100名运动员将进行为期

两个月的“魔鬼训练”，训练营计划利
用 4周时间进行基础体能恢复训练，

选拔的佼佼者将入选新一届速滑大
队，运动员、教练员名单将在队伍组建

完毕后公布。

名帅来跨界
在本次“疑似下课”风波中，有一

个名字很特别———在昨天官宣的训练

营名单中，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原主教
练、韩国人金昶伯担任训练营的训练

总监。
金昶伯是中国体育的老朋友。

1999年，他首次执教中国女曲，就带领
中国女曲闯进悉尼奥运会，最终获得

第 5。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他帮助中

国女曲拿到奥运会银牌，这也是中国
女曲最佳战绩。

在担任女曲教练期间，金昶伯曾
将训练时间由原来的每天白天 3小时

增加至 6小时，晚上还有一个半小时

的夜间体能训练，就此获得“魔鬼教

练”的称号。
随着金昶伯担任体能训练营的训

练总监，他也有望重拾魔鬼训练法，打
造训练营。冬运中心相关负责人在接

受采访时透露，我国运动员的运动水

平和体能状态与世界优秀运动员存在
较大差距，其中关键就是输在体能。

外教履新职
事实上，金昶伯的加入只是前序，

有消息称，目前短道速滑项目主教练

韩国人金善台将接过王濛职务，成为
中国速滑大队的新掌门。一个管体能，

一个抓技术，两个韩国人将撑起中国
速滑大队的一片天。

中国速滑项目，尤其是短道速滑

项目，长期与韩抗衡的局面，让金善台
具备其他人所没有的优势。2004年至

2014年，金善台出任长春短道速滑队
的主教练，他是周洋的伯乐，也是世界

冠军梁文豪、韩天宇的启蒙教练。2014
年金善台与长春的合同到期，他回韩

国出任主教练，在平昌冬奥会上，东道
主韩国短道队获得了 3金 1银 2铜位

居榜首。
43岁的金善台在选材、执教方面

是一把好手，而且还会汉语，与运动员
沟通并不困难。本报记者 厉苒苒

一场无声无息的离别
中国速滑掌门人王濛下课台前幕后

体坛观察

■ 王濛 的

教练生涯不如运

动员生涯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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