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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 体育

体坛观察

编者按：本报今起推出系列报道“申动 · 暑
假动起来”，走进这些体育培训的课堂、赛场，聚
焦夏日热练背后的故事，看体育如何助力孩子
们“行”在起点，“赢”得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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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晨挺进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四强

中国女排
何以双杀巴西

带着全主力赶赴美国阿灵顿的巴西队，赛前扬言找到了战
胜中国女排的秘诀。当大部分人为中国女排捏了一把汗的时
候，中国女排今晨以3比1战胜了东京奥运会亚军巴西队，在
2023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双杀巴西，昂首挺进半决赛。
来到总决赛的中国女排，配合日趋默契、士气愈发昂扬。

不惧对手的秘诀，是每个人都有想赢的信念。

？

一传是生命线
这可是一支拥有加比的巴西

队。加比是谁？去年的世锦赛，中

国女排之所以输给巴西队，就是

因为被小个子主攻加比打得毫无

脾气。

从第一局开始，中国女排的战

术，极具针对性。主帅蔡斌之前反

复强调：“一传是一支球队的生命

线，没有了一传，何来进攻？”为此，

中国女排布置了严密的战术，发球

就发加比，破坏其一传。

当加比被牢牢锁死，巴西全队

的士气被严重动摇。而第三局中国

女排在7比1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

逆转扳回一局，同加比的复苏不无

关系。当对手找回了状态，中国女

排就被打乱了阵脚，一传出现了问

题，从而憾失该局。关键的第四局，

中国女排打出了快速多变的进攻拿

下比赛。

一传榜上，李盈莹继续高居榜

首，而王云蕗排名第五，这也印证了

此前主教练蔡斌说的，为什么要用

王云蕗，因为她的一传无可取代。

筑起网上长城
中国女排移动的网上长城，再

次让巴西队尝到了滋味。这一夜，

仿佛重回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国

女排的防守坚不可摧。全场巴西队

在进攻得分上以60比49领先中国

队，但在拦网得分上，中国队以15

比6占得先机。

此前的分站赛，中国女排在拦

网上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对此，李

盈莹表示，全队在备战总决赛期间，

反复观看录像，对之前的表现进行

分析。本场比赛队长袁心玥携手队

友，用一个又一个提气的拦网，在关

键时刻带领全队吹响进攻的号角。

当巴西队老将塔伊萨的快攻屡屡得

手，中国女排没有被打乱阵脚，在袁

心玥的带领下很快便找到了制约塔

伊萨的办法，那就是在拦网上做好

预判，加快移动。尤其是第四局，袁

心玥关键时刻两个拦网直接得分，

价值千金，为中国女排赢得了赛点。

赢球打破质疑
虽说中国女排曾经在名古屋站

以3比2战胜过巴西队，但当时的巴

西队并没有主力尽出，如今双方再

次相遇，中国女排变化并不大，巴西

队主力球员悉数归队，整体实力已

然陡增。

因此，赛前不少球迷认为，此役

中国女排凶多吉少，根本没有实力

与主力尽出的巴西队一较高下。

最后一场分站赛，中国女排战

胜世界第一的美国队之后，心态变

得更加放松，找到了赢球的秘诀。

正如李盈莹在赛后采访中说的那

样：“面对美国女排那场比赛，我们

完全没有压力和包袱，完全放开来

打。”今晨，李盈莹再次表示：“面对

实力强大的巴西队，我们的赢球欲

望非常强。赛前准备会上，我们就

达成一致，无论场上发生什么情况，

无论领先还是落后，都无法动摇我

们想赢球的信念。”

纵观整场比赛，中国女排姑娘

们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表现出乐

观的状态。美国队和巴西队都很强

大，但她们并不可怕，因为中国女排

赢球的信念，不动摇。

本报记者 陶邢莹

■ 中国女排庆祝晋级四强 图 新华社

■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鼓励上海滑板少年

■ 滑板少年在新江湾城SMP滑板公园训练
本文图片 记者 李铭珅 摄

两个月前，上海黄浦滨江滑板极限
公园内，一行特殊的宾客引人瞩目——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来上海后，特地来
此，观看了上海市滑板队等运动员们带
来的精彩展演。亲切地给小小滑板少女
戴上帽子，滑板这项国际奥委会主推的
潮流新运动已在上海，扎根发芽。

燃动一夏，这个暑假，上海市体育
局正积极推动“奔跑吧 · 少年”儿童青少
年主题健身活动，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夏
令营已火热开营，为青少年提供了足球、
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等  
个运动项目三千余期培训课程选择，吸
引了近万名青少年参加。类似滑板这样
的新兴运动更格外得到家长和青少年的
喜爱。 厉苒苒

燃动一夏

成龙的电影《新警察故事》里有这样

一组让人印象深刻的镜头：一众学生放假

期间在香港特区的一家极限运动场聚会，

男男女女秀出各种滑板招式，玩得不亦乐

乎。2023年暑假，这组电影中的镜头在申

城东北角照进现实。

尽管室外气温高达37℃，新江湾城

SMP滑板公园内始终热闹非凡，不少喜

爱运动的青少年聚集于此，在上海市青

少年暑期体育夏令营 ·滑板夏令营中挑

战全新领域，结交志同道合的好友。有

意思的是，走进场地除了能看到小将们

的表演，还能听到一曲特别的“滑板三

重奏”。

女娃的宣言
“我准备玩滑板玩到70岁！”夏日午后

的阳光下，一位讲话还有些奶声奶气的小

姑娘，让几位在场教练和众多家长忍不住

竖起大拇指。

她叫顾熠晗，刚满5岁，还在上幼儿

园。到昨天为止，小姑娘接触滑板运动只

有5天，“妈妈给我报的是零基础的夏令营

班，我挺喜欢的。”戴着紫色头盔和护具，

顾熠晗骄傲地说，“我只有第一天来的时

候有点害怕，之后都不怕，摔倒了也不

怕！”在小姑娘看来，站上滑板的感觉非常

酷，“现在我们每次练习的时候，面前有5

个障碍，现在它们都难不倒我了！”这位夏

令营中年龄最小的女孩说，以后她一定会

带着滑板，去克服更多障碍，“我最喜欢胜

利的感觉！”

教练的期待
“我从事滑板培训大概有3年，除了教

授专业技能，更希望孩子能通过训练营学

会沟通，在未来能主动和伙伴交流。”滑板

夏令营教练俞智彬说，第一天见面时，学

员脸上都很拘谨，还有些抗拒，因此教练

组商议之后，特意组织了一场小型滑板表

演，“先让他们感受滑板的魅力，对之后的

教学很有帮助，在那场表演之后，就有孩

子主动找到我们，希望接受指导，那些因

害怕而封闭的心，也渐渐打开。”

经过几天的相处，不仅学员与教练

变得非常熟悉，年龄相仿的伙伴之间，也

变得亲密起来。每次训练前，在候场区

总能看见几个勾肩搭背的小身影。“滑

板，包括其他运动，都是很好的交友方

式，在这里能学到的不仅是技术和勇气，

还有社交。”俞智彬笑言，几天下来，夏令

营里的不少孩子，已经开始称呼他“大

哥”，比俞智彬年长一些的教练，甚至获

得了“老爹”的昵称。“我们希望在这次夏

令营里，孩子能玩得开心，同时交到更多

朋友，这对他们的

未来，会很有帮

助。”俞教练真

诚地说道。

协会的展望
每天的训练时间，滑板池边的台阶上

总是聚集着不少家长，他们全程关注孩子

的表现，不时用手机记录下精彩瞬间，上

海市极限运动协会秘书长葛红娟说：“我

很喜欢看孩子训练，因为这就好像看到了

项目的未来。”葛红娟还记得，2018年之

前，滑板夏令营曾面临的困境。不过宣布

滑板进入奥运会成了转折点，“项目的知

名度高了，尝试的人就多了，我们变得忙

碌了。大概5年的时间吧，滑板夏令营从

门可罗雀变得非常抢手，越来越多孩子想

来尝试，家长也越来越支持。”

说起未来，葛红娟有了“甜蜜的烦

恼”。她说：“十七届市运会上，滑板项目

的报名人数比之前多了许多，但总体还没

有受限制，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下一届

市运会，各区就要开始‘内卷’，对我们夏

令营的规模和其他要求，也会有一定提

升。”说着，她站起身与几个完成训练项目

的孩子击掌，“希望这块场地，会成为青少

年滑板的新沃土”。本报记者 陆玮鑫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