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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合肥11月14日电（记者
周畅）14日，2024年“李宁·红双喜
杯”中国乒协会员联赛总决赛在安
徽省合肥少荃体育中心体育馆开
幕。总决赛分设个人赛和团体赛，
共 24个组别，来自全国各地的 267
支代表队、1200余名选手参赛。

据悉，此次总决赛70岁以上运
动员有 270 人，18 岁以下运动员 8
人；参赛选手年龄最大的 83岁，最
小的 11 岁。所有选手均是在中国
乒协全民健身赛事积分榜各年龄段
男、女排名前 20位的运动员，或是
在今年进行的 14 个分站赛中获得
团体前三名 和 单 打前四名的佼
佼者。

“乒乓球作为国内最受欢迎的

运动项目之一，对全民健身的开展起
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中国乒协秘书
长何潇说，会员联赛是中国乒协主办
的一项重要全民健身赛事，从2007年
开始举办，广泛的参与度不仅促进了
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也为人们提供
了一个交流、互动的平台。

据介绍，为满足广大乒乓球运动
爱好者的参赛需求，结合“体育+旅
游”的办赛理念，今年的中国乒协会
员联赛共在全国15个省份举办，拉动
地方旅游消费超过3000万元，影响人
群超过500万人。

本次赛事由中国乒协主办，合肥
市体育局、安徽省乒乓球运动协会、
新站高新区管理委员会、合肥市体育
总会承办。

新华社瑞士埃格勒11月13日电（记者单磊、陈俊侠）近
期，五名来自中国的小轮车竞速项目的年轻骑手，在国际自
行车联盟（简称国际自盟）的世界自行车中心训练。13日，
她们和教练对新华社记者表示，在这里的训练让她们重新认
识到基础训练的重要性。

王梦瑶、廖婉仪、顾权权、刘永欣和熊钰香，她们中最大
的25岁，最小的17岁。今年春天，她们从全国300多个年轻
选手中，由国际自盟的教练挑选出来，参加从11月初开始的
训练。目前，为期四周的训练已进行了一周，大家体验到了
与国内训练不同的感觉。

来自浙江的顾权权说：“在国内我们的技术都是互相学
习，到这里外教就教基础，让你先找到信心。他不会让你一
上来就把所有场地（问题）都解决完，他会让我们先适应。对
于我们女生，看到（场地里的）大包还是会有抵触心理的，但
外教会跟你讲，这个弯道要运用离心力，你的动作要更加有
抛物线等等。我觉得这种细节能带给我进步。”

谈到细节，来自甘肃的刘永欣说：“过去我们只是在做动
作，没有注重那些细节，所以做出来的动作不那么丝滑，会有
一些很大的停顿点，这就会导致降速。”

她们的教练孙越总结了队员们的感受，他说：“外教对细
小的环节要求更高，在我们看来没什么意义的训练，他们反
而觉得更重要。一些在我看来是刚起步时就应该练的技巧，
他们现在仍在练习，他们很重视基础训练。”

孙越的观点得到另一位教练马丽芸的认同，她说：“我们
的基本功还是不够扎实。本来我们起步就比较晚，欧洲选手
可能四岁就开始接触小轮车，我们的运动员十几岁才开始练，
这也决定了我们练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们一上来就会比较
强调速度和力量，而他们对技术和控车的能力要求很高。”

对此，负责竞速训练的荷兰籍教练特旺表示，越早接触
小轮车运动，越能更好地度过技巧关。小轮车竞速需要各种
技巧，包括腾空、转身、飞越等。小时候骑行速度慢，身体轻，
摔起来不是那么痛，长大了反倒害怕受伤。欧美优秀小轮车
选手大多5-6岁就由家长带着学习，十几岁已经开始出成绩
了。中国队在小轮车竞速项目上没有获得巴黎奥运会参赛
资格，与欧美强手存在差距。

世界自行车中心主管雅克·兰德里表示，一方面中国运
动员在这里接受最新的训练方式，另一方面中国教练员也可以学到最新的教
学理念。他还提到，对于场地设计和建造，以及这方面人才的培养，也是国际
自盟关注的范畴。从人才培养、教练队伍提升，到场地和基础设施的安装搭
建，再到后勤保障队伍的规范，只有这些都做到了，才能打造一支有参加奥运
会实力的队伍。

兰德里说：“我觉得这些中国运动员都很有潜力，我希望在四年后的洛杉
矶奥运会上能看到中国小轮车竞速运动员的身影。”在谈到项目普及和提高
时，兰德里说，目前国际自行车界普遍认同，小轮车竞速是所有自行车运动项
目的最佳启蒙项目。现在已有不少从小轮车竞速转行到场地、公路和长距离
自行车赛项目上，并取得不错战绩的成功案例，小轮车竞速培养的技巧可以被
很好地运用到其他自行车运动项目中。兰德里希望在中国推广这个理念，让
更多练习自行车的小运动员先从小轮车竞速开始，慢慢再转到其他项目上。

马丽芸说：“其实在身体素质、力量和体能上我们不差，甚至比国外运动员
要更强，特旺也是看到了我们运动员这方面的潜力，才挑选了这些孩子。不过
下一步我们也要改变教练员的观念，怎么去让她们将现有的身体能力转换到
车子上，这也是我最大的感触，回去后需要改善。”

运动员们在瑞士的训练和生活比较简单。国际自盟总部所在的埃格勒是
一个远离大城市的小镇，在阿尔卑斯山附近。运动员们住在离世界自行车中
心三公里远的公寓，每天都是骑自行车来回。除了训练和比赛，大家很少外出
活动。她们表示，其实在国内的训练条件要比这里好，比如省里面有训练中
心，吃住和训练在一个区域，有医生跟踪。其他如体能教练、力量房、小轮车场
地等，都跟国际自盟的标准一样。

孙越说：“过去我们都是摸索着练，根据常年的训练总结出一些技术，不敢
说一定正确。我们是中国第一批练习小轮车的。我们现在是教练了，对现在
的队员来说，她们就是最受益的一批学员了，希望她们能够出好成绩。”

在日前于巴林举行的 2024 世
界中学生夏季运动会上，18岁的任钰
菲夺得女子团体、单打两项冠军，而
她的母校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
校的网球培养模式，再次引发关注。

首师大附属育新学校自从将网
球项目引进校园、开设网球校本课
程以来，经过不断地探索和实践，逐
渐形成“教育+网球”的校园网球育
人路径。除了像任钰菲这样的未来
之星，该校培养出的一大批网球人
才也在这条赛道上持续发光。

校长考了六个证

该校介绍，2005年，北京市海淀
区教委出台“1+X课程”，要求每所
学校发展一个特色项目，打造符合
学校自身特色的校本课程。

至于发展哪个特色项目，学校
也是花费了不少心思，做了多项调
研。“学校要引进一个体育项目，首
先得了解这项运动，为此我考了足
球、网球、田径、跆拳道等六个项目
的裁判证。从受众、安全性等多方
面考虑，我们最终选择了网球。”近
日，该校小学部主管校长付胜利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2005年 9月 1日，开学第一天，
每个孩子都带了支网球拍到学校。
但那时，学校对于该项目的发展前景，
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场地够不够、家
长能不能接受、到底该怎么教？这些
都是摆在学校面前的问题。

“说实话，当时我们也不知道这
个项目能不能发展起来。学校首先
对场地进行了改造，在以前的多功

能场地上，改了两片网球场出来，在
周边拉了围网，还建了网球墙。现
在几个校区的综合馆也改造成了网
球馆，孩子们再也不用自己准备拍
子了。无论是学生、家长还是老师，
都在网球这件事情上达成了默契。”
付胜利说。

近 20 年过去，现如今，校网球
队多次在国际、国内比赛中取得优
异成绩，学校也与中国网球公开赛
组委会合作，构建球童培训系统，参
与中网、澳网、法网等国际赛事的竞
赛组织工作。除了网球，学校的其
他体育项目比如棒球、武术等也有
不错发展，形成了以网球为龙头、其
他项目协同发展的局面。

“网球，就是我们在体育上的最
大公约数。”首师大附属育新学校校
长陈国荣说。

持续探索 学业并重

据介绍，作为12年一贯制学校，
在该校的教学体系中，一到六年级
的孩子每周有五节体育课，其中一
节是网球课。进入中学，网球教学
更多地以社团方式呈现。对于有天
赋的孩子，学校还会以课后服务的
方式进一步指导。在教学方法上，
学校也持续精进。起初，社会上的
书籍更多的是教授如何握拍和击
球，但对于校园教学，市面上找不到
任何素材。

“后来我们引进了国际网联的
‘Play&Stay’教学体系，但由于这套
体系的初衷是让更多的人打网球，
所设计的也是针对 16 个人的课程

结构。但怎样面对40个人甚至 60
个人的班级教授网球？我们就结合
之前的经验做了改良。”该校体育健
康教育中心主任曹郑说。

“一节课就 40 分钟左右，我们
为了尽量地在器材上节省时间，就
设计出了安全、高效、便携的器材。
在教法上，我们根据‘Play&Stay’的
十步教学法，进一步优化。这既让
学生们达到锻炼效果，也让他们在
对抗中感受到乐趣和成就感。”

陈国荣表示，不应该简单地将
网球当做一项运动，而是立德树人
工程里一个有效的抓手。一套完整
的校园网球体系，不能只有科学训
练，还有文化课学习。

“运动员有很多比赛，外出时间
较多，他们回来后，学校怎样把文化
课进行有效衔接，这是一个课题。
我们对老师提出要求，让他们在孩
子回来后把最核心的知识以简明扼
要的方式传授。让运动与文化课相
辅相成，最后发展起来的运动员，综
合素质会更好，发展也会更加持
续。”陈国荣说。

任钰菲说：“一些运动员在打青
少年比赛的时候，已经去专业队训
练了，可能在文化课上有些缺失。
但在这一点上，学校一直支持我，给
我在学业上很大帮助，这让我的思
维也更加开阔。”

让绝大多数孩子受益

近年来，中国网球进入发展快
车道，不仅涌现出像郑钦文这样的
明星级选手，更多家庭有能力也有

意愿支持孩子练习网球。陈国荣认
为，目前网球项目的发展态势良好，
整个社会都在慢慢地认识、理解、喜
欢网球，为学校接下来的工作提供了
良好氛围。他表示，接下来学校在不
断擦亮这个品牌的同时，会积极发挥
业内引领作用。

陈国荣说，要想做得更好，就应该
让“借势”与“强己”相结合。在这么
好的外部条件下，更重要的是“强
己”。在突出这一校园文化的同时，
更好地进行顶层设计。

他说：“毕竟我们是一个 12年一
贯制的学校，一个孩子从小学入学到
高中毕业，在这一历程中，首先是让
每个人最起码都能认识和理解网球，
之后让感兴趣的孩子得到发展，让有
天赋的孩子脱颖而出。同时，我们也
不能仅仅依靠几位成绩出色的运动员

‘讲故事’，毕竟发展校园体育运动最
好的效果，是尽可能地让绝大多数孩
子受益。”

“如果想把文化固化下来，把体系
健全起来，核心的力量在于老师。在
教师队伍建设上，一是在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我们要进一步扩大优秀的教
师队伍；二来就是研究如何利用好外
部力量，引进社会资源，为孩子们的
发展提供支撑。”

陈国荣还表示，首师大附属育新
学校作为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中小学
网球分会主席单位，对全国中小学的
网球运动有统筹责任，所以在组织网
球赛事时，也会注重资源分配，促进
网球项目在全国均衡发展。

（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

让绝大多数孩子受益
——一所学校的网球发展之道

新华社记者 韦 骅

11 月 14 日，中国杯短道速
滑精英联赛（第五站）在黑龙江
省冰上训练中心开赛。

图为哈尔滨市冬季运动项
目训练中心选手任子威（左二）
在甲组男子 1500 米四分之一决
赛中。他晋级半决赛。

新华社记者 张 涛摄

中国杯短道速滑精英联赛（第五站）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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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乒协会员联赛总决赛开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