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夜之间，于子迪这个名字，成了中国

体坛的热门。在深圳举行的2025全国游

泳冠军赛上，这个12岁的小姑娘战绩斐然，

连续登上领奖台。

“比美国的同龄男孩都快 3秒”“仿

佛看见中国泳坛的又一位巨星冉冉升

起”……当于子迪以12岁的年纪斩获全

国冠军，泳池内外怎样赞美都不过分，毕

竟在这个名将还处于调整期的初夏，小

姑娘确实给中国游泳增添了一抹亮色。

可在为“后浪翻涌”高兴的同时，还有一

件事不该被忘记——于子迪毕竟只有12岁，这

块已经被发掘的璞玉，需要更加细致的打磨和

雕琢。

前不久刚刚成为洛杉矶奥运周期中国游

泳队总教练的崔登荣，曾在多年前的一次全国

比赛后表示：“年轻选手表现出色一定是好事，

但运动员的成长需要沉淀和磨砺，一路走来过

于顺遂，对后续发展未必是最有利的。”如今在

全国冠军赛大放光芒，受关注程度已经超越不

少名将的于子迪，或许就会面临类似的问题。

最近几天，有关于子迪的成长经历成为社

交平台上的热门话题：10岁达到国家一级运动

员水平、11岁首登全国冠军赛领奖台、12岁加

冕全国冠军……这样的快速成长带来的是一

片“天才少女诞生”的感叹，以及一句句夸奖和

赞叹带来的无形压力。考虑到小于的成长经

历中有过“因压力导致情绪波动，一度想要放

弃游泳”的“灰色记忆”，如今仍然年少，技术和

心理都还在成长期的于子迪成为焦点后，是否

能更好地应对外界的声音；她的教练和团队，

是否能根据实际情况，找到合适的解压方法，

帮助她更顺利地成长；当未来的某个时间点，

“天才少女”的成绩出现一些波动，是否能获得

足够的包容和一个相对友善良好的舆论环

境？这一系列问题，都是于子迪后续成长中大

概率会遇到的。

于子迪的偶像是同样年少成名、曾

经被称为“天才少女”的叶诗文。16岁
在伦敦奥运会夺金后，叶诗文经历了起

起落落，花了很多时间，才在 2019年的

世界游泳锦标赛上用一枚女子400米混

合泳的银牌，重新找回自我。那场比赛

后，她坦言：“过早站在聚光灯下带来的

心态变化和心理压力，身体机能改变后

成绩的起伏，以及由此遭到的质疑和非

议等等，都是成长过程中的艰难险阻，但

熬过去之后再回头看看，那些有些黑暗

的时刻，也会成为宝贵的财富。”如今，于子迪

的发展路径，似乎正遵循着当年叶诗文的足

迹，而“小叶子”的那些亲身经历和经验之谈，

或许能为小姑娘和相关人员，乃至每一位期待

中国游泳再创辉煌的人，带来更多启迪。

职业体育的发展从来都需要“天才”的出

现，但在崭露头角、惊艳众人后，如何让这些天

赋异禀的好苗子，在符合客观规律和行业发展

模式的土壤中茁壮成长，往往是决定选手和项

目发展“上限”的关键。所谓“玉经雕琢方成

器”，在为于子迪这块璞玉的出现感到欣喜的

同时，未来如何保护、珍惜和打磨她，才是更需

要用心做好的功课。 本报记者 陆玮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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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洛杉矶奥运会乒乓

球项目金牌总数增至 6 枚，

双打项目的重要性愈发凸

显。尽管新的备战周期才刚

刚开启，但多哈世乒赛双打

项目的失利，无疑为国乒敲

响了警钟。不过，换个角度

来看，这未必是一件坏事，反

而为国乒提供了反思与改进

的契机。无论是在搭档选

择、技术革新还是心理培养

方面，还有三年时间打磨和

锻炼。

以新生代球员林诗栋为

例，作为现男单世界排名第

一的选手，首次身兼三项挑

大梁参加世乒赛，他在混双

和男双项目上的表现，清晰

地暴露出年轻球员在经验和

心理层面的稚嫩。对于他和

整个国乒新生代而言，这样

的经历是成长过程中必须交的“学费”。

国乒若想重塑双打项目的辉煌，必须从战

略高度重视双打发展。在未来三年的时间里，

通过稳定搭档阵容，让队员有充足的时间培养

默契；加大技术革新力度，针对外协会的打法特

点，研发出更具针对性的战术体系；完善梯队建

设，从青训抓起，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双打人才。

在技术的“毫厘之争”中寻找新优势，在

舆论的“压力之巅”重塑心理韧性。毕竟，真

正的强大，从来不是永不跌倒，而是每次跌倒

后都能带着新的智慧重新站起。这，才是中

国乒乓球队双打项目的破局

密码。

成长的阵痛
世乒赛混双赛场，洛杉矶奥运周期的重点

培养对象林诗栋/蒯曼，在世乒赛的舞台上遭

遇“成长的阵痛”——排名世界第一的他们在

混双 1/4决赛中爆冷出局。日乒吉村真晴凭

借丰富的经验和灵活的战术调整，以及大藤沙

月强大的冲击力，成功压制住了“动漫”这对年

轻组合的发挥。在关键分处理上暴露出经验

短板，林诗栋在复盘本场比赛时，也直言“输得

有些可惜”。

与新生代的青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楚

钦/孙颖莎在混双赛场的“定海神针”表现。昨

天，面对日本新星张本美和/松岛辉空的冲击，

“莎头组合”用教科书级的战术执行力化解危

机。王楚钦/孙颖莎在巴黎奥运会登上混双冠

军领奖台后，新周期合作并不多，此役是今年

首次携手。对于国乒来说，新生代选手尚未形

成足够威慑力，中间梯队的断层正在放大竞争

风险。

艰巨的挑战
昨晚的男双赛场，林诗栋/林高远在面对

中国台北组合的强势进攻时，更是早早偃旗息

鼓。正是这对中国台北组合，此前在 1/8决赛

中以 3比 2战胜梁靖崑/黄友政这对新老搭

档。两场胜利，足以证明林昀儒/高承睿的实

力。

近年来，为了适应不同赛事的需求，国乒

频繁调整双打搭档，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

了战术选择，但也导致组合之间默契度不足。

比如陈幸同/钱天一首次搭档参加世乒赛，由

于缺乏长期磨合，稳定性大打折扣；梁靖崑/黄
友政的临时组合更是因为经验欠缺，在关键分

的处理上频繁出现失误。

从训练体系来看，国乒长期以来将资源重

点倾斜于单打项目，双打在一定程度上沦为了

“陪练项目”，这使得双打项目缺乏深度和系统

性的战术体系，更多的则是依赖个人能力。而

在搭档选择上，国乒双打组合的流动性过高，

频繁换阵导致组合默契度不足。

反观外协会，日本、韩国、欧洲等队伍对双

打项目愈发重视。他们通过系统性的培养和

科学的训练方法，打造出了众多实力强劲的双

打组合。这些组合在技术和战术上不断推陈

出新，给国乒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欧洲选手强

化中远台的对抗能力，日、韩组合则凭借速度

优势在近台展开搏杀，这些针对性极强的打

法，让国乒在双打赛场上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

境。 本报记者 陶邢莹

本报讯（记者 黄永顺）昨天，世界

最大综合格斗组织UFC（终极格斗冠军

赛）宣布，2025年UFC格斗之夜上海站

暨精英之路半决赛将于8月22—23日在

上海体育馆举行。时隔五年，UFC再次

回到中国内地。

作为规模最庞大的职业综合格斗赛

事组织，UFC在全球拥有超过7亿粉丝，

其中4.1亿分布在亚洲。自2010年进入

中国起，UFC开始了对以中国本土选手

为主的亚洲运动员的持续培养。15年
间，中国运动员在综合格斗赛场上取得

了不俗战绩。UFC曾在澳门、上海、北

京、深圳先后举办格斗之夜，其中 2017
年 11月在上海，李景亮在 TKO（技术性

击倒）获胜后，呼吁全场观众高喊“中国

力量”；2019年8月的深圳站，张伟丽KO
（击倒）获胜，成为UFC历史上第一位亚

洲冠军。

今年 8月，UFC格斗之夜上海站将

在全民健身日·体育宣传周期间，面向市

民朋友开展相关健身活动。

男双全军覆没 女双混双仅存独苗

国乒双打为何不保险国乒双打为何不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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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C格斗之夜
重返上海

12岁小将于子迪成全国游泳冠军赛亮点

比发掘璞玉更关键的
是如何精心打磨

收视指南

央视 5+频道今天 16时将转播世乒
赛混双半决赛、女双四分之一决赛实况。

央视五套今天 18时将转播世乒赛
男女单打四分之一决赛实况。

“兴奋点，积极点！”多哈世乒
赛男双赛场，教练王皓从头至尾
一直在鼓励林诗栋/林高远。然
而，面对林昀儒/高承睿多变的进
攻和场上落后的局势，林诗栋愈
发紧张，无论林高远怎么建议，他
都很难有所改变。昨晚，“双林”
组合以1比3不敌中国台北组合，
止步世乒赛男双八强。随之而来
的，是一份尴尬的成绩单：国乒50
年来男双最差战绩。

当洛杉矶奥运周期有了新赛
制、新规则，各协会开始从双打项
目上找寻突破口，以往更注重单
打项目的中国乒乓球队，正站在
“传统优势”与“全球挑战”的十字

路口，亟待一场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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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高远林高远//林诗栋林诗栋（（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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