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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 圆

结束12月中旬在泰国曼谷进行的世界羽联

世界巡回赛总决赛后，中国羽毛球队女双组教

练陶嘉明终于可以回国了。从今年3月4日出国

到12月12日回国，经历了长达10个月在海外漂

泊的日子，陶嘉明是国羽今年在国外时间最久

的一员。

今年中国羽毛球队长期在海外训练参赛，

并在泰国清迈建立了海外训练基地。陶嘉明是

队中留在基地最长时间的人。8月结束世锦赛

后，国羽大部队回国调整，他带着女双组年轻队

员刘圣书、谭宁、李怡婧、罗徐敏等留在泰国训

练。“很漫长，也很枯燥。那段时间没有比赛。”

如今想来，陶嘉明觉得那段时间很难熬，好在也

有其他教练陪伴，共渡难关。

回忆这一年，陶嘉明觉得最难的日子还是

上半年出国之初，全英公开赛的时候。那段时

间，队伍遭遇伤病侵袭，很多队员都是靠意志坚

持比赛。“真的太不容易了，顶过去之后，我觉

得下半年队伍就是往上走的。”

1985年出生的陶嘉明和很多同龄人一员，

也是上有老小有小，母亲已经60多岁，孩子9岁。

因为疫情，他长期和队伍在一起，已经有两年没

有回家。“平时一个人在房间时还是很想家的，

有时间就会打视频电话联系，多和家人沟通。”

在陶嘉明看来，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是自己能够

坚持下去的动力。

结束运动员生涯，选择做教练，陶嘉明也是

想圆自己的冠军梦。“打了这么多年球还是有感

情的，又是自己熟悉的老本行，觉得自己当运动

员时没有拿到过奥运冠军或者世界冠军，有些

遗憾，作为教练帮助她们拿成绩，也是完成自己

的一个梦想吧。”

从东京周期到巴黎周期，陶嘉明都在女双

组担任教练，协助韩国外教姜京珍工作。“因为

外教语言不通，我平时主要是管理、协调运动员

的训练，了解运动员的想法，关注他们心理、精

神状态。”另一方面，陶嘉明与运动员年龄差距

并不太大，平时他与队员更多像朋友一样相处，

当运动员有情绪或者状态不佳时，姜京珍都会

让陶嘉明去了解。

与姜京珍配合的这几年，陶嘉明收获很多。

“韩国的训练模式有些方面值得我们借鉴，他们

更注重固定球路的练习，强调手上技术的熟练

性。中国队训练比较灵活、战术多，韩国队也有

他们训练的优点和特点，结合我们自己的优点，

就会变得更强。”

2022年即将过去，在陶嘉明看来女双组有

得也有失。“年初女双进行重组，希望在‘凡尘’

之后，能有二双、三双，形成一个集团，通过配对

不断磨合尝试，找一些有特点的队员搭配在一

起。”陶嘉明说，“郑雨/张殊贤作为新组合在不

断磨合中稳步上升，世界排名来到第6位，这一

年她们收获很大。”不过刘圣书、李怡婧等年轻

球员打比赛相对较少，而同年龄的国外球员都

比较成熟了，这是接下来教练组的重要任务，让

更多年轻球员通过比赛找到目标。

国羽女双头号主力陈清晨/贾一凡本赛季

斩获7个冠军，表现可圈可点。陶嘉明表示：“她

们一直比较稳定，在队中起到榜样的作用，训练

中一直高标准、严要求。东京奥运会无缘冠军之

后，她们能很快走出来，这一年更加成熟，更知

道自己要什么，训练非常有目的性。”

时间已经来到2022年底，稍作调整后，1月7

日陶嘉明又要出国，和队员一起征战新赛季，面

临更重要的巴黎奥运积分赛任务。“时间过得很

快，东京奥运会结束后，没有太多时间调整，就

要来到巴黎奥运积分赛了。”展望2023年，陶嘉

明希望国羽女双能够有更多人参与竞争，参加

积分赛，更多组合积分排名能够进前16、前8，形

成良性竞争氛围。

本报记者 袁雪婧

最近走进国家体操队训练馆，能看到一

位缠着腰封的教练员，行动有些迟缓，他就是

金卫国。在11月底的一天，金卫国为保护队员

导致肋骨骨折，现在他承受着“会呼吸的痛”，

仍坚守岗位。

“国家队新一期集训有一个15岁的年轻

队员，是体操馆里最小的男孩，这个年龄的小

孩很耗教练员的精力。”从做年轻时教练开

始金卫国就养成了“三勤”———眼勤、嘴勤、手

勤的习惯，手勤就是要上手保护运动员。“在

带这个孩子之前，最近几年我一直在带刘洋、

黄明淇等一线队员，所以很久没有自己上手

去保护了。有一天这个孩子练双杠时，原本

有一位年轻助教在保护，为了让他看到队员

的完整动作，所以我就让助教到旁边去看动

作和技术要领，自己上去保护。”结果队员在

杠子上做倒立时往后倒了，金卫国想把他推

回去，但是脚底没站稳，身体就压在杠子上

了。“那一下就说不了话了，当时就感觉是骨

头出问题了。”

在拍片诊断确诊肋骨骨折后，金卫国经

历了一段异常难熬的日子。“肋骨骨折不是

一般的骨折，因为不断在呼吸，所以痛感一

直在，最怕的就是咳嗽。”每天晚上只能保持

一个姿势睡觉，睡眠势必受到影响。金卫国

一天吃3次止疼药，早上药劲过了，是痛感最

明显的时候。“每天起床要做自己的思想工

作，先制定一个怎么起床的方案，想清楚步

骤，先收哪条腿，先侧身到一个什么角度，胳

膊怎么撑。幸好自己一个人在房间，滋儿哇

啦喊着起床。”

东京奥运会吊环冠军刘洋是金卫国最得

意的弟子之一。自刘洋2012年进入国家队至

今，师徒俩已经相伴走过10个年头。“他跟别

的教练不一样，就像一个父亲，不管训练还是

生活的大事小事都会关心你、教你，非常细

致。”在刘洋看来，金卫国对自己偏严厉。“最

难的时候是2018年，我陷入了一个低谷，金导

当时压力也比较大。我的状态比较差，他对

我的吊环要求很严格，觉得我当时练得不行，

于是他不断找我聊，教我用一种理性的方式

找准自己的问题再去解决。”

正所谓“严师出高徒”，两人一起走过了

不少艰难岁月。在东京奥运会夺冠后，师徒

俩的压力终于得以宣泄。“我们在一起那么

多年，从2014年我就拿到世界冠军，到2016年

经历里约的失败，到东京时我们也都很想证

明自己。作为单项选手，出发东京前我的膝

盖受伤，我和他都背负了很大压力。夺冠那

一刻我流泪了，我发现他的眼眶也湿了。”刘

洋说。

看着教练因为疫情原因不便外出就医，

只能保守治疗骨折，刘洋感觉挺心疼的。“在

体操馆里金导真的非常敬业，几十年如一日

地扑在体操事业上。”在刘洋看来，自己在训

练和生活中更自律一些，起好带头作用，也是

为教练分担的一种方式。“从我的角度，我自

己的训练更专注一些，保护好自己，想好自己

的要领，这样才算是帮到他了。”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金卫国最近行

动有些不便，他便用腰封维持，依然每天在训

练馆指导队员。“这个职业就是这样，运动员

在那练着，你心里肯定放不下。”已经55岁的

他，看着15岁的小队员，那是为洛杉矶奥运会

培养的苗子，露出一脸慈爱的笑容。“等他成

才的时候，我就已经退休啦。”

本报记者 马艺欧

今年进行的首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中，除了充满朝气

的球员，众多基层教练也承载着中国足球青训的希望。这其

中不乏阅历丰富的前职业球员，前国脚周海滨就是其中一员。

1985年出生的周海滨，在18岁时就入选了国家队，一度成

为“史上最年轻的国脚”，在职业生涯顶峰时曾远赴荷兰埃因

霍温寻梦。如今，已经退役两年多的周海滨逐渐淡出了公众视

野，却并未离开足球，他现在的身份是山东泰山U15队主教

练，并率队在本届青少年联赛中最终夺冠。

“退役之后我先去国青队当了半年的训练员，然后在一队

当了一年助理教练，今年来到了山东泰山足校执教U15红队。

对我来说，踢球的时候是做好自己，但当了教练更重要的是培

养球员，首先自己要有一个好的形象，然后再传输给他们好的

东西，他们都是中国足球未来的希望。”

带队不久就遇上了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周海滨

非常高兴，“我是第一年做青少年教练，一开始对中国青少年

足球联赛也没有太多关注，真正带队之后就发现，国内的青少

年比赛实在是太少了，所以联赛的举办让我非常欣慰，孩子们

能有这样高质量的比赛平台非常重要。这个赛事今年是第一

届，但已经让我们看到了中国足球培养青少年的愿景，希望未

来这样高规格的比赛更多一些。”

8个月以来，周海滨在不断地改变着孩子们，“给他们强调

最多的是品德，青训同样是一个育人的环节，首先要教给他们

如何做人，然后再在技战术层面给予他们指导，在这个层面

上，要教给他们如何去踢球，从思维上改变他们对足球的理

解，然后通过每天的训练提升他们的技战术能力。非常开心的

是，这些孩子在我带的8个月时间中有了很大的进步，并不是

说进了决赛就开心，当然，谁都希望进到决赛，也希望能夺得

冠军，但最开心的还是能够看到他们的进步。”

“这次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他们打出了我教给他们的踢

球理念和踢球方式，他们在不断进步，这是对我们球队最大的

意义。鲁能泰山足球学校不缺冠军，但现在，我们希望能培养

出更多优秀的精英球员。”周海滨说。

8个月的时间，周海滨和孩子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安排

队员接受采访，他都要尽量安排不同的人选，“球场上要进步，

球场外也要提升，接受采访时合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也是他

们重要的一课。对于我来说，肯定是需要给他们更多的关爱，

他们从小就离开家，离开父母，追求自己的足球梦想，他们放

弃了很多，作为教练员和球队工作人员，需要给他们更多的关

爱。我的孩子和他们年龄相仿，作为我来说，首先把他们当成

自己的孩子，但另一方面也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兄弟，倾听他们

的想法。”

“我一直跟他们说，我来这里不是希望你们成为我，而是

希望你们能超越我，甚至标准更高一些，我经常给他们说，我

去过欧洲踢球，但没在五大联赛踢过球，所以你们不要做第二

个我，而是要超越我。”周海滨说。

回顾山东泰山U15队的晋级之旅，周海滨也颇有感触，尽

管半决赛的逆转让他很有成就感，但印象更加深刻的还是第

一阶段小组赛，“当时我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为省运会和

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同时进行，所以当时只带了15个人去参

加香河赛区的比赛，我们这个年龄段是2006年9月1日之后的

球员都可以参加，但我们队很多都是2008年龄段的球员，也就

是说有的球员比对手小两岁。当时气温非常高，达到40摄氏

度，赛程也密集，7天还要打6场球，但队员们克服了重重困难，

一如既往地按照我要求他们的踢球方式去比赛，最后杀入总

决赛阶段已经让我非常开心了，对他们的锻炼价值也非常高。

总决赛阶段，我们也遭遇了很多困难，比如此次四强赛，因为

一些客观原因有些主力队员无法参加，但这并不重要，最开心

的是看到了孩子们的求胜欲望和不放弃的精神。”

作为教练圆冠军梦
———记国羽女双教练陶嘉明

国家体操队教练金卫国

承受“会呼吸的痛”

从国脚到青训教练

周海滨希望弟子超越自己

陶嘉明（中）和陈清晨/贾一凡合影。

周海滨

金卫国帮助队员训练。 中体在线 何宗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