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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慈 鑫

9 月 20 日下午，上海队的 14 岁小将

杨 立 豪 夺 得 第 十 四 届 全 运 会 攀 岩 U16 组

男子两项全能冠军。这个除了攀岩技能高

超之外，还喜欢壁球、单簧管，并且学习

成绩拔尖，立志成为一名医生的小伙子，

引起了媒体和网友的关注，他也被称为“别

人家的孩子”。从全运会以往的历史看，像

杨立豪这样学训两不误的运动员确实不具

典型意义，但如今在体教融合的大环境下，

学生运动员成为赛场的一支生力军已是大

势所趋，全运会赛场上涌现出更多的“别人

家的孩子”将只是时间问题。

追求竞技梦想，但人生不止于体育

杨立豪在夺得本届全运会冠军后有一

段 被 网 友 们 称 为 “ 凡 尔 赛 式 ” 的 自 我 介

绍，他说自己喜欢壁球、单簧管，学习成

绩也不错，还决定今后要读医学专业。很

多网友惊叹，都已经是全国冠军了，怎么

还能在其他方面也这么优秀？

这大概也是很多国人长期以来对运动

员的偏见——运动技能突出，其他方面乏

善可陈。但这绝非运动员和体育人应该有

的样子。

陕 西 U20 男 排 主 教 练 、 陕 西 师 范 大

学体育教师陈珂表示，我们一直呼吁体教

结合，就是为了改进运动员的培养工作，

让他们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而不是只有

运动技能。

陈珂年轻时是陕西男排运动员，他深

知，在过去的运动员培养模式下，当运动

技能成为运动员唯一的技能时，运动员在

退役之后，将面对就业、谋生等方面的诸

多困难。

2018 年，作为第十四届全运会东道

主 ， 陕 西 为 参 加 全 运 会 的 需 要 ， 恢 复 建

立 陕 西 青 年 男 排 。 作 为 老 一 代 陕 西 男 排

的 运 动 员 ， 陈 珂 成 为 这 支 队 伍 的 主 教

练 。 在 他 的 强 烈 建 议 下 ， 陕 西 省 体 育 局

与 陕 西 师 范 大 学 达 成 共 建 协 议 ， 重 新 组

建 的 陕 西 青 年 男 排 按 照 体 教 结 合 的 模

式 ， 由 陕 西 师 范 大 学 负 责 队 伍 的 组 建 、

训练、管理。

陕 西 队 也 成 为 此 次 全 运 会 U20 男 排

比赛上，唯一一支专业训练体系之外、完

全由在校大学生组成的队伍。

3 年前，在山东一所普通中学读高三

并有排球特长的杨凯程，以体育特长生身

份考入陕西师范大学，并成为现在这支陕

西青年男排中的一员。

3 年后，杨凯程与从全国各地考入陕

西师范大学的一批排球特长生一起，代表

陕西青年男排登上了全运会赛场。他说，

自己在高中时根本不敢想象有朝一日能站

在全运会的赛场上。本届全运会，这支学

生军在竞技实力上还很难与专业训练体系

下的其他各队抗衡，但在陈珂看来，一支

以 体 教 结 合 方 式 组 建 的 队 伍 能 参 加 全 运

会，本身就是最大的成功。

这些以排球为爱好的年轻人站在了全

国最高水平的赛场上，正如杨凯程所说，

这是令自己一辈子都骄傲的事情，也激励

着自己无论是学习还是在未来的工作中，

都 坚 信 努 力 就 有 收 获 。 陈 珂 则 欣 慰 地 表

示 ，“ 这 些 队 员 都 是 品 学 兼 优 的 大 学 生 ，

全运会之后，就算这支队伍没了，我也不

会担心他们的出路。”

9 月 21 日 ， 在 杨 立 豪 成 为 全 运 会 攀

岩 冠 军 的 第 二 天 ， 他 踏 上 了 出 国 留 学 之

路，他很清楚，“体育只是我的业余爱好

之一，我未来想成为一名医生”。上海攀

岩队领队毛作亮相信，多年参加攀岩运动

给杨立豪塑造的强健身体和勇敢、沉稳的

品质，将使他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受

益无穷。作为一个优秀的青年人，运动员

身份只是杨立豪身上的诸多标签之一，但

这些标签相互并不冲突。

公众可以在奥运、全运赛
场上找校友

杨立豪在全运会夺冠的消息，已在他

的 母 校 —— 上 海 市 平 和 双 语 学 校 引 发 轰

动 ； 陕 西 U20 男 排 的 队 员 也 在 他 们 的 母

校 —— 陕 西 师 范 大 学 成 为 诸 多 同 学 的 偶

像。

从今年的东京奥运会开始，奥运选手

的母校就成为热点话题，这股热潮延续到

本届全运会仍不见消退。从北大、清华等

综合性大学，到各个体育院校，每所学校

都 对 自 己 的 奥 运 选 手 、 全 运 选 手 如 数 家

珍，不厌其烦地通过各种渠道加以宣传。

从杨倩夺得东京奥运会首金之后，清

华大学第一时间发布推送，再到暨南大学

的官方微信账号在整个奥运会期间几乎成

为苏炳添、谢思埸、陈艾森等奥运选手的

专场⋯⋯这在往届奥运会和全运会上都是

从未有过的事情。

为什么各所大学突然都对自己的奥运

选手、全运选手如此关注？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副主席、原首都

体育学院院长钟秉枢认为，因为体教真的

在融合了。

因为优秀运动员可以享受大学入学的

优惠政策，能够参加奥运会、全运会的中

国运动员，基本上都有大学生的身份，但

在以前，很少有哪所大学大张旗鼓地宣传

自 己 的 奥 运 选 手 、 全 运 选 手 。 钟 秉 枢 表

示，因为以前大多数运动员都只是在大学

挂个名，为了从大学拿个文凭，但他们几

乎不在大学读书，也没有很好地接受大学

教育。国家体育总局前局长刘鹏就曾经以

“有文凭、无水平，有文凭、无文化”12

个字批评过优秀运动员只想拿大学文凭、

不愿真正接受文化教育的现象。这也是过

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运动员在培养过

程中体教脱节的真实写照。

由于运动员虽然名义上是某所大学的

学生，但实际上既未在那所大学上过一天

学，也未实质性地接受过这所大学的文化

教育，这也让大学对是否宣传自己的奥运

选手、全运选手非常纠结。因为，终归有

那么一点名不正言不顺。而且，从体育系

统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很抵触大学

对奥运选手、全运选手的宣传，因为在当

时，奥运选手、全运选手的培养很大程度

上确实是体育系统的功劳，跟大学培养的

关系不大。

钟 秉 枢 表 示 ， 如 今 体 育 系 统 、 教 练

员、运动员都越来越多地意识到文化教育

是运动员培养不 可 分 割 的 一 部 分 ， 文 化

素 质 的 提 升 会 对 运 动 员 运 动 技 能 的 提 高

产 生 很 大 的 帮 助 作 用 。 同时，大学也为

运 动 员 的 文 化 教 育 培 养 投 入 了 更 多 的 精

力、努力，所以，今天的奥运选手、全运

选手在赛场上的成功已经很难与大学教育

割裂开来。

钟秉枢认为，2008 年北京奥运会击

剑冠军雷声是比较早的由运动队与大学共

同培养出的奥运冠军的典型。击剑是一项

高度考验运动员智慧的运动，雷声当时在

教 练 王 海 滨 的 指 导 下 ， 非 常 重 视 文 化 教

育，并得到了北京大学的支持。

10 多 年 之 后 ， 现 在 的 中 国 教 练 员 、

运动员已经广泛认可运动员文化教育的重

要性。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一大批

优 质 奥 运 明 星 的 涌 现 ， 如 杨 倩 、 张 雨

霏 、 苏 炳 添 等 ， 都 与 其 具 备 较 高 的 综 合

素 质 有 关 。 大 学 教 育 对 于 越 来 越 多 的 中

国 优 秀 运 动 员 来 说 已 经 不 是 “ 徒 有 其

名”，这让拥有奥运选手、全运选手的高

校 当 然 可 以 名 正 言 顺 地 加 以 宣 传 ， 学 生

们 也 会 对 这 些 校 友 感 觉 亲 切 ， 并 以 他 们

为 荣 ， 同 时 ， 奥 运 选 手 、 全 运 选 手 因 为

确实接受了大学教育，才会真正建立起与

母校的情感纽带。

政策加持，全社会的体育观念转变

从去年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联合印

发 《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

发展意见的通知》，中办、国办印发 《关

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

意见》，到今年中办、国办印发 《关于进

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

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学校体育的地位正

在明显提升，体育与教育的融合已经是大

势所趋。

在这样的背景下，整个中国社会对体

育的认知也在改变——体育是教育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体育是青少年成长的必备手

段，体育与智育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理

念将逐渐成为主流。那么，就不会有人再

认为运动员就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也不

会有人再为一个拥有体育特长的学霸啧啧

称奇。

钟秉枢认为，反映在奥运会、全运会

赛场上中国运动员形象、素质的变化，实

际上正是中国的体育与教育正在加速融合

的体现。

历史上，全运会一直有呼声，希望吸

纳中国学生体协作为大学生运动员的组团

单位参加全运会，以体现学校体育、学生

运动员是全运会这一中国竞技体育最高舞

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因为种种原因一

直难以实施。

但 当 杨 立 豪 、 陕 西 U20 青 年 男 排 这

样的运动员、运动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全

运 会 上 ， 中 国 的 学 生 运 动 员 无 需 单 独 组

团，也已经在 全 运 会 舞 台 上 扮 演 越 来 越

重 要 的 角 色 。 而 在 中 国 体 育 部 门 、 教 育

部 门 正 在 大 力 推 进 体 教 融 合 的 背 景 下 ，

运 动 员 在 培 养 过 程 中 实 现 体 教 结 合 ， 无

疑将是中国学校体育与全运会真正对接的

关键所在。 本报西安 9 月 22 日电

全运会上看得见的体教融合

9 月 17 日，第十四届全运会攀岩项目，来自上海队的朱馨文冒雨比赛。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梁 璇

两手比出数字“1”的手势，表情“舍我

其谁”，这是石智勇打破世界纪录时的“招

牌动作”。能成为招牌，说明打破纪录的次

数够多、场面够震撼。

从东京奥运会到今天的全运会，他两

次在举重男子 73 公斤级决赛场上做出这

个专属招牌动作，间隔不到两个月，其间，

结束隔离后的系统训练仅 3个星期。赛前，像

其他奥运冠军一样，石智勇理所应当地成为

夺冠热门，可聚焦在他身上的目光中，多了

一份“继续打破纪录”的厚望，尽管，大家清楚

他或许不在最佳状态，但又难以收起侥幸的

期待，毕竟，他几乎没让人失望过。

今天的比赛，石智勇抓举开把重量为

160 公斤，在所有选手中排在第一位，此后，

他又轻松地将重量加至 165 公斤。在台上的

一举一动，他轻松流畅，解说称之为“教科

书般的演绎”，但到了台下，端坐在备战椅

上的石智勇闭着双眼，随着队医给他放松

双臂的节奏，眉间的皱纹逐渐拧成一团。

只要挺举不出意外，这一成绩也能助

石智勇最终夺冠，但显示屏上的数字跳出

了 170 公斤，比他保持的世界纪录提高了

1 公斤。谜底揭晓，他还是为破纪录而来，最

终，石智勇再次稳稳将杠铃举过头顶。抓举

170 公斤、挺举 195 公斤，总成绩 365 公斤，

抓举和总成绩均打破全国纪录并且超世界

纪录。他再次满足了所有人最高的期待。

东京奥运会夺冠后，有外媒记者好奇，

为何石智勇如此执迷于打破世界纪录？他

说：“我觉得我有这个能力和实力破纪录，

如果不破就会留下遗憾。”

“上台就是冲着破纪录去的。”这是石

智勇很早就被灌输的观念，尤其在强手如

云的国家举重队，金牌似乎只是“基础项”，

对这群代表中国力量的顶尖选手而言，不

断挑战人类极限才是他们的使命。“队友、

朋友、所有领导见到我都会说，你要加油，

要破纪录。”赛后，石智勇笑着说，“我也没

办法，我也是被逼的，只能尽最大努力去完

成挑战。”

但光有意志力不够，在这个备战周期

之初，石智勇的团队就立下了两个目标：拿

奥运冠军，有机会打破纪录；全运会上再次

打破纪录。因此，为了这两个目标，他的训

练 总 有 一 刻 都 不 敢 放 松 的 紧 绷 ，甚 至 隔

离 期 间 和 观 众 互 动 的 短 视 频 里 ，也 总 是

“ 不 训 练 就 难 受 ”的 模 样 。这 是 石 智 勇 真

实 的 样 貌，因 为 对 他 来 说 ，全 运 会 压 力 不

小，“ 国 内 举 重 运 动 员 的 水 平 其 实 相 对 很

接 近 ，所 以 我 尽 量 在 房 间 内 保 持 好 心 肺

功 能 和 肌 肉 活 性 ，隔 离 结 束 赶 快 训 练 找

回状态。”

5 年的备战，石智勇还一直与腰伤对

抗 。冰敷、针灸、电疗，几乎每一堂训练课

后，都要伴随一次治疗。当思想上的“执念”

变成行动上的“坚持”，潜力就总能在石智

勇站上赛场的一刻变成实力，“我今天的状

态并不好，但或许因为我够坚强，也因为之

前练得很厚很厚。”

各界对石智勇的期待，除了他总能在

场上散发王者之气，还因为在他身上有太

多和举重有关的巧合，他就是众人口中“为

举重而生的人”。

1993 年，石智勇出生于广西桂林五通

镇，在这个人口几万的小镇，出了两名奥运

会举重冠军，一位是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举

起高于体重 3 倍杠铃并坚持 12 秒的唐灵

生，另一位就是在 2016 年里约奥运会为中

国实现男子举重 69 公斤级奥运四连冠的

石智勇。

而石智勇这个名字，在中国举重队也

不 是 唯 一 。2004 年 ，雅 典 奥 运 会 62 公 斤

级 的 冠 军 正 是 福 建 选 手 石 智 勇 ，当 时 ，祖

籍 广 西 的 石 智 勇 还 叫 石 磊 ，年 仅 11 岁 的

他 被 启 蒙 教 练 李 冬 瑜 带 到 宁 波 体 校 进 行

训练，名字也被改为“石智勇”，取“智勇双

全”的意思。

最初，他不了解这个名字的另一层含

义，直到开始参加全国性比赛，才知道自己

和冠军同名，他不想成为“用名字刷存在感

的人”，也公开表示过压力很大，可在他看

来，摆脱压力的方法只有一个，“还能有什

么办法，同样站上奥运会最高领奖台，问题

就解决了。”

里约奥约会，石智勇如愿成为 69 公斤

级 奥 运 冠 军 。此 后 ，虽 然 他 将 级 别 更 改 为

73 公斤级，但这只是他摘金和不断创造纪

录的开始 。2018 年 11 月的世界举重锦标

赛，他同时改写了抓举、挺举和总成绩三项

世界纪录。2019 年，他更是在 5 场比赛里 5

次刷新了此前由他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

此后，“打破纪录”就成了这位“为举重而生

的人”注定的剧本。

冲击 365 公斤成功后，石智勇透露，最

近，“365 公斤”天天在他脑子里转。而从今

天起，将会有一个新的数字继续盘旋在他

的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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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举重而生的人”拿到“打破纪录”的剧本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 屾

“你是先知道杨舒予的名字，还是先

知道三人篮球项目的？你是因为杨舒予才

看三人篮球比赛，还是先看三人篮球比赛

进而关注到杨舒予的？”当记者把这个问

题抛给现场一位球迷时，她思考了一下才

给出答案。

第十四届全运会三人篮球的比赛，在

西安城市公园球场火爆进行。其中有很大

一 部 分 球 迷 ， 是 国 手 杨 舒 予 的 粉 丝 。 所

以，只要奥运联合队登场亮相，现场的气

氛 就 变 得 异 常 热 烈 ， 杨 舒 予 的 每 一 次 防

守、每一次进攻、每一次妙传、每一次得

分，都会引爆现场。

说起一人带火一个项目的现象，东京

奥运会女子三人篮球项目肯定位列其中。

中国女子三人篮球队不畏强手，为中国篮

球时隔 19 年后，再度获得一枚宝贵的奥

运奖牌，而张芷婷、万济圆、王丽丽、杨

舒予 4 名球员的名字，也被广大球迷所认

识、熟知。在很多球迷眼里，杨舒予实力

与颜值兼具，具备偶像气质。

而杨舒予也从互联网上火到了全运赛

场 。 9 月 22 日 ， 杨 舒 予 所 在 的 奥 运 联 合

队上、下午各有一场比赛，论比赛的精彩

程度，奥运铜牌球队肯定占据绝对优势，

特别是下午和河南队的较量，奥运联合队

兵不血刃地以 18：9 取胜，但现场球迷并

不在意比赛是否有悬念，他们将绝大部分

注意力，都集中在杨舒予身上，尽管她并

没有得到太多的分数。

“上午的比赛，我觉得自己在防守端

有 一 些 细 节 没 有 处 理 好 ， 所 以 下 午 的 比

赛，我更多地专注于防守，但是进攻也还

是有些不合理的地方，继续加油吧。”杨

舒予说。

在如此巨大的关注度下，想要将自己

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延续自己的热度其

实非常合理，但难能可贵的是，杨舒予仍

可以保持足够的冷静，并将篮球运动本身

放在第一位。

“对于大家的支持和鼓励，我一直怀

着一颗感恩的心，三人篮球和五人篮球都

是 中 国 篮 球 ， 三 人 篮 球 现 在 有 很 好 的 潜

力，趋势也很好，如果有机会，我还会为

国征战。”

对于中国三人篮球运动来说，凭借奥

运东风和杨舒予这种现象级的热点出现，

现在确实遇到了很好的发展机遇。

日前，中国篮协宣布，中国三人男子

篮球职业联赛将于 2022 年正式启动。中

国篮协三人篮球部部长尹喆在接受采访时

就表示，三人篮球项目近年来发展迅猛，

虽然尚处在初级阶段，但有了向更高阶段

进阶的势头，“这次全运会从参与队伍数

和总参赛人数上，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三人篮球参赛选手在这几年中，无论是数

量还是质量都得到了提升。”

而从俱乐部的角度看，很多 CBA 的

投 资 人 ， 现 在 已 经 瞄 准 了 这 块 即 将 被 开

发 的 市 场 ， 比 赛 观 赏 性 强 ， 商 业 价 值 巨

大 ， 运 营 成 本 不 高 ， 这 些 都 让 他 们 对 三

人 篮 球 联 赛 的 未 来 充 满 信 心 。 如 果 联 赛

可 以 做 大 做 强 ， 有 更 多 的 杨 舒 予 涌 现 出

来 ， 那 么 中 国 三 人 篮 球 的 未 来 ， 还 是 值

得期待的。

“我是先知道三人篮球，然后三人女

篮不是在奥运会上打得特别好吗？那时候

关注到了杨舒予，被她‘圈粉’了，所以

这次全运会特别来到现场来支持她。”从

线上走到了线下，这位球迷的回答，其实

就是中国三人篮球在过去几个月里的上升

轨迹。 本报西安 9 月 22 日电

三人篮球现场火爆 杨舒予成气氛担当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郭 剑

9 月 22 日晚，全运会田径赛场没有

那么“热”了。21 日晚有苏炳添百米决赛

的场次，“石榴花”西安奥体中心总共售

票 20037 张 ，检 票 17250 张 ，这 是 自

2020 年 1 月以来，体育赛事现场观赛人

数最多的一场比赛（所有观众按照防疫

规定扫码入场），不过今晚的田径赛场，

观众人数几乎减半。

谢文骏也不算是今晚最受关注的明

星：男子 200 米决赛，谢震业继百米之后

再 次 站 上 跑 道 ，东 京 奥 运 会 ，谢 震 业 的

20 秒 34 让 他 成 为 首 位 进 入 奥 运 男 子

200 米半决赛的中国选手；女子 800 米

决赛，在东京奥运会上跑出 1 分 57 秒 00

中 国 女 子 800 米 奥 运 最 佳 成 绩 的 王 春

雨，也是观众眼中的“奥运明星”——和

“修成正果”的谢震业、王春雨相比，谢文

骏还是不温不火，即便是达成全运会三

连冠、国内绝大多数运动员都羡慕的成

就。

“之前有一段时间训练不是很系统，

所以成绩不是很好，不过可以拿到这届

全运会的金牌，自己还是很满意的。”谢

文骏在今晚 110 米栏决赛中以 13 秒 37

成绩夺冠，他身边的宁潇寒给了他极大

压力，前 5 个栏架，宁潇寒一直压制谢文

骏，直到最后两个栏架，谢文骏才奠定胜

局，“我在前面感觉有些飘，有些晃，还好

后程比较稳定”。

对于 110 米栏顶级选手来说，13 秒

37 确实“不理想”。2019 年，谢文骏跑出

过 13 秒 17 的个人最佳成绩，在那以后，

肌腱的伤情让谢文骏的成绩无法再次完

成 突 破 ——13 秒 17 的 成 绩 ，在 今 年 东

京奥运会上可以排进男子 110 米栏决赛

前六，但要想达到这一高度，首先需要保

证的是自己能够站上决赛跑道，其次需

要保证的，是能够跑出个人最佳。32 岁

的苏炳添是一个“天才”特例，31 岁的谢

文骏并不具备苏炳添、刘翔一样的天赋，

他始终迈不出通往世界巅峰的那一步，

但他做到了一个优秀运动员能做到的一

切，咬牙坚持 20 年苦练，实现全运会三

连冠，还想改变习惯了十几年的技术，让

自己在明年亚运会上的成绩再提高 0.1

秒、甚至 0.2 秒。

“ 我 也 面 临 7 步 和 8 步（起 跑 阶 段）

的选择问题，奥运会的时候由于各种原

因，还是用 8 步起跑，但后面的比赛还会

调整到 7 步。”谢文骏说，“今天这样的成

绩去打亚运会比较困难，如果我的起跑

技术再细一点儿，状态恢复再好一些，那

么明年亚运会应该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在全运会舞台上，中国田径历来不

缺看点：2001 年广东九运会，马俊仁在

看台上指挥一众弟子“集团作战”创造最

后的辉煌，而刘翔战胜师兄陈雁浩的比

赛只在业内激起涟漪；2005 年江苏全运

会，雅典奥运夺冠的刘翔已经是国内体

坛 领 军 人 物 ，所 到 之 处 水 泄 不 通 ，他 的

110 米栏夺冠成绩为 13 秒 10——13 秒

10 至 今 仍 是 全 运 会 纪 录 ；2009 年 山 东

全运会，受伤复出的刘翔热度更高，他的

夺冠成绩为 13 秒 34——这是他参加的

最 后 一 届 全 运 会 ，到 2013 年 辽 宁 全 运

会，处于手术后康复期的刘翔不再参赛，

田径赛场的热度有所降低，如今十四运，

苏炳添成为热源，110 米栏不再是观众

的第一选择。

但“师傅”孙海平的心还是烫的。上

海 19 岁小将秦伟搏，同期的成绩已经超

过刘翔，尽管今天只跑出 13 秒 72，但他

的训练成绩可以达到 13 秒 50。

“他们比赛特点完全不一样，刘翔是

外 放 型 的 ，冲 劲 很 足 ，秦 伟 搏 是 内 向 型

的，暗暗使劲那种。刘翔的肌肉素质非常

好，秦伟搏还要慢慢来。”孙海平说起自

己的弟子就像说自己的孩子，“小秦个子

蹿得太快，他 1 米 97 了，可是肌肉还撑

不住，尤其跨栏很要求肌肉的爆发力，所

以他基本上是边养伤边训练，这是没有

办法的事情，只能慢慢来，我们不能拔苗

助长，只能等他自己的成长，我相信他有

潜力，但一定要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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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男子110米栏
有份特殊记忆

9 月 22 日，谢文骏（右二）在全运会男子 110

米栏中夺冠。 视觉中国/供图

石智勇庆祝胜利。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