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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下的尴尬
1997年中国男足兵败亚

洲十强赛，无缘1998年法国世
界杯，国家体委官员何慧娴在
总结时将国足定位为“亚洲二
流”，一时间引起轩然大波，十
余年后的今天重提旧事，深感
何慧娴当年“慧眼如炬”。如今
的中国男足已经连“亚洲二
流”都不敢说了；值得一提的
是，何慧娴女士早年间也是体
育新闻工作者，在上世纪80年

代初期中国女排创造“五连
冠”辉煌时，她便是排球

的专项记者，现在的
中国女排也早已

是 今 非 昔 比 ，
想来让人感

慨万千。
与中国女排命运相似，衰

落更早的是中国女足。连夺
1996年奥运会、1999年世界杯
银牌的那支中国女足，是举世
公认的无冕之王，在国内素有

“铿锵玫瑰”之美誉。客观地
说，中国女足当年能够取得佳
绩，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归功于
我们“起步早”，如今欧美各国
普遍重视女足、发展女足之
后，我们在世界上的排位便急
剧下滑，以至于现在连世界
杯、奥运会决赛圈的比赛都无
法参加。

“我们玩得好的，都是别
人不玩的；只要别人玩的，我

们就全都被比了下来”，有感
于中国奥运夺金大户大都是
国际上的“小项”，再加上中国
三大球陷入困境难以自拔，部
分中国体育爱好者发出了这
样的戏言，“我们最擅长的体
育项目在世界上都很冷门，世
界最热门的项目我们又都不
怎么擅长。中国的体育机制离
市场最远，离官场最近，三大
球的特点则恰恰相反，离市场
近离官场远，当然是姥姥不疼
舅舅不爱了”。除了宏观上的
各级体育部门不重视、职业化
改革不彻底等原因之外，中国
三大球到底为何“叫好不叫
座”？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

举 重 、射
击 、乒 乓 球 、羽 毛

球、跳水、体操，这几个
项目向来被称为中国奥运

军团的“王牌”，其特点是“没
有直接对抗，缺少身体接触，
至多也就是隔网拼杀”，这与
西方人推崇身体对抗、敢于
直接竞争的特点恰恰相反。

《中国青少年体质健康
行为调查》显示，我国60%以
上学生的居住环境不具备进
行体育运动的条件；在休息
和节假日里，学生最喜欢做的
三件事是：上网聊天玩游戏、
听音乐学唱歌和看电视，出去
运动的不足30%。而另一项由
日本青少年研究所对中日美
三国初、高中学生课外体育活
动的问卷调查显示：参加课

外体育活动的初中生，中国
为8%，日本为65 . 4%，美国为
62 . 8%；高中生中国为10 . 5%，
日 本 为 3 4 . 5 % ，美 国 为
53 . 3%。有关中、西体育观点
的发展渊源，向来有很多著
述，在这里我们只想简单地问
一句，“如果你的家庭重视培
养孩子的运动习惯，让你为
孩子选择一个运动项目，你
会选择三大球吗？”

三大球属于技巧类的运
动项目，其技术繁多，动作精
细，技巧性强。要想达到全
面、熟练、精确、有效的自动
化技术境界，不花大气力、多
时间去操练，是不可能实现
的。三大球的某些特点，诸如
比赛都是在快速运动中、突
然变化中、连续动作中和剧

烈对抗中进行的，这不但要
求个人技术娴熟，运用自如，
而且队员之间要行动协调，
配合精密。而我们的现实情
况是，各个家庭独生子女居
多，这些孩子大多身兼娇、骄
二气，不仅吃不了苦，而且缺
乏必要的团队协作精神，自
然很难从事三大球训练。即
便有机会，现在的家长也喜
欢让孩子去练习羽毛球、网
球、游泳等“时尚”项目，三大
球压根儿就不在考虑之列。
说到这里，我们不难理解为
何泱泱大国居然找不出多少
好苗子、为何三大球的基础
人群如此之少了，我们也就
不必再抱怨“十多亿人口，还
找不出十来个人组成一支足
球队了”。

网游搞死“三大球”

最近几年，也许是感到
“三大球确实太不像话了”，国
家体育总局从政策层面上加
大了对“三大球”的扶持力度，
比如在全运会三大球项目中
普遍增设类似“青年队”的“小
队”，比如全运会三大球项目
的奖牌都可以被计为“金牌”。
在这种情况下，各个省市逐渐
恢复了三大球的梯队建设，但
不练不知道，一练吓一跳，现
在年轻运动员的基本功实在
太差了。

“老的伤病满身，新的失
误不断。”中国三大球的国字
号教练经常发出这样的感慨，
他们说自己的职责不是“培养
运动员”而是“使用运动员”。
这恰恰指出了中国三大球培

养的一大困境，那就是利益分
配不均，基层教练普遍缺乏干
劲。“三大球”好苗子来自基层
教练和体育教师无私地“教”，
以及基层教练员的一双“慧
眼”。一般来说，一位优秀运动
员的培养成才周期需8年至12
年。显然，仅靠省队、国家队教
练是远远不够的，关键在于加
强各级各类体校建设，加强基
层教练员队伍建设。这就需要
基层体育、教育部门的“掌门
人”创造条件，家长们要支持
配合教练员的工作。社会各方
面在资源调配、职称评定、福
利待遇、宣传舆论等方面也给
基层教练以足够的关爱。

而从另一方面来讲，即便
优秀教练员愿意“扎根基层”，

“培养苗子”，他们也往往会承
受来自体育系统官员的种种
压力，明知道自己的做法是拔
苗助长，却也不得不为之———
中国体育系统普遍推行“成绩
第一，金牌第一”的考核机制，
对于体育官员来说，成绩、金
牌就是他们的GDP，保留着三
大球的地方，体育官员为了早
出政绩，快出政绩，在选才上
急功近利，一味追求高大化，
轻视技战术意识，造成人才结
构极度不合理，水平发挥极度
不稳定。比如中国女排，虽有
高度优势却发挥不出来，而又
丧失了过去快速、多变、灵活
的战术风格，连续栽在日本、
泰国等队手下，也就没什么好
奇怪的了。

仅靠政令已无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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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运动·大看台

在中国三大球当中，女排是成绩最好的

一支队伍，只要是国际比赛、有直播，女排比

赛一向收视率很高，一到大型赛事时中国女

排更是热议话题。人们一直以来都紧盯着中

国女排在国际赛场上的表现，而忽略了体育

运动最本质的东西——— 群众基础。中国女排

成了主管部门甚至可以说成了中国人在世

界大赛中的“面子工程”……

青少年越来越沉迷于网络，让三大球的人才储备日益枯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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