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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 圆

“来，我们合张影吧！”4月13日，2023年全国U系

列羽毛球比赛U12-14（北方赛区）比赛结束，江苏队

教练汤志强和他的队员14岁年龄组男单冠军徐跻宁

合影，分享胜利的喜悦。这样的生活，从1988年开始，

汤志强已经过了35年。

年轻时汤志强是江苏羽毛球队的队员，他的同

一批队友有杨阳、赵剑华等世界名将。1988年，汤志

强退役后，留在当时的江苏省体校当教练，培养10至

14岁的小队员。此后，他为江苏省羽毛球队培养输送

了一大批优秀运动员，其中更有如张军、蔡赟、陈金、

石宇奇、陆光祖等多名运动员在被输送到国家队后

获得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张军是我带的第二批球

员，第三批有蔡赟，后面还有徐晨、陈金、陶嘉明等，

目前在国家队的有石宇奇、陆光祖。”汤志强回忆说。

目前，汤志强担任江苏羽毛球队男子三线主教

练，主要的任务依然是培养年龄在10至14岁的运动

员，将他们输送到江苏二队。“培养他们全面的基本

技术，在这个基础上根据他们的特点，到下个阶段再

进行发展。”汤志强说，这些年他就做了一件事———

培养队员的基本功。每天都要练高球、吊球等基本

功，对于十多岁的队员来说是枯燥的，但这又是他们

成长阶段不可缺少的。汤志强说，首先要对队员进行

思想教育，灌输他们基本功的重要性，基本功不好，

水平就会受限，也会影响将来的发展和进步。其次，

通过对抗训练，队员们也会发现基本功存在的问题，

影响到实战。

和小队员朝夕相处，汤志强需要仔细了解每名

运动员的特点和性格。他介绍说：“石宇奇从小就很

聪明、有天分，陆光祖从小训练就很认真、刻苦。”汤

志强清楚记得，在他带石宇奇时，有段时间石宇奇遭

遇低谷，看着其他队友能力提升，自己比较灰心，觉

得打不过别人了。汤志强耐心地开导石宇奇：“你只

要把基本功打好，现在紧紧咬住，等到长高了，能力

也就恢复了。”在汤志强的鼓励下，石宇奇走出了低

谷，一步步走进国家队，成为世界冠军。

汤志强表示，每一名运动员都有特点，作为教

练，不能用千篇一律的一种方法去培养运动员，要因

人而异，这样遇到适合条件的运动员才能培养出来。

他举例说，陈金从小基本功打得扎实，但爆发力、比

赛气质方面有欠缺，他发现之后，就着重培养陈金的

意志品质。成年后，陈金“耐磨”的打法，让他成为了

世界冠军。“在全面的基础上，发挥他们自己的特长，

进行因人而异的训练。”汤志强说，运动员青少年时

期接受教练的培养很重要，如果培养不好，就会让队

员走弯路，甚至影响他们的人生之路。

做一件事，一做就是35年，如今回忆起来，汤志

强也很感慨，但他已经习惯了和孩子们打交道，也把

队员当成自己的孩子。“我们不仅仅是每天教他们打

球，因为他们都住校，学习不好，老师都是找教练的。

生活方面，请假都是要和教练讲。男孩子这个年龄都

很调皮，稍微疏忽一点，就会有问题。”汤志强这些年

一直在做“大家长”。“什么都要管，训练、生活、思想

方面都要抓。刚开始年轻的时候脾气比较暴，现在也

被一批批的孩子磨圆了。”

尽管已经60岁了，但是汤志强依然认真对待自

己的工作。这次比赛，江苏队有17名男队员参赛，有

一多半都进入了8强。汤志强时而进行临场指导，时

而站在场边，用笔记录下队员的问题。当看到自己的

队员拿到冠军，汤志强露出笑容，那一刻无疑是他最

开心的时刻。

本报记者 陈思彤

春日的南京玄武湖，绿树成荫、落英缤纷。玄武

湖中，一群可爱的孩子驾驶着小帆船追逐，岸边的夏

冰羽掩不住一脸的笑意。

2006年，22岁的夏冰羽退役了。“退役以后，组织

给予我妥善安置，但那个时候我自己还是念念不忘

帆船这项运动。因为南京是一个内陆城市，很难开展

帆船帆板。从寻找合适的水域条件，到老百姓对这个

项目的认知，都需要很大的努力去做推广。”他说。

缺的不仅是水域，更是观念。在当时的中国人心

中，帆船运动“危险”“费钱”“苦”。“我们在国外比赛

的时候，看到了许多青少年都是带着笑脸参与帆船

帆板运动，他们把这项运动当做一种期待的游戏，我

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个理念带给大家。”夏冰羽说。夏

冰羽的决定是自己创业，这让很多人大跌眼镜，“我

要做一个以开心快乐为主，而又不会丢掉竞技体育

灵魂的这么一个俱乐部，这个是我的初衷。”就这样，

风之曲俱乐部诞生了。刚开始创业，夏冰羽既是老

板，也是教练，没有学员，他只能自己一家家学校跑。

被拒绝了多少次，他已经记不清了，但他记得他当时

自己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每天至少跑两个学校，哪

怕被拒绝也没关系。凭着当运动员时候的吃苦耐劳

的劲头，他的第一个孩子来报到了。

“我带的第一批孩子，至今还都在从事帆船运动，

他们当中已经有两位国家级健将，还有人拿到了世锦

赛冠军。他们很热爱这项运动，至今也活跃在世界各地

的赛场。我有一个学生叫苏逸康，他是全国冠军赛的冠

军，也拿过Topper世锦赛的亚军，是国家级健将，他还

在法国参加了欧锦赛的M32级别的比赛。”而夏冰羽带

出的成绩最好的队员叫陈昕然，她获得了2017年法国

布列塔尼Topper级世界锦标赛的冠军。“昕然现在已经

在高三了，学业非常重，还会利用节假日时间，做到一

周下一次水。现在她也参与全国锦标赛和全国冠军

赛。”夏冰羽说，陈昕然已经决定去冲击专业与学术双

状元。夏冰羽麾下还有一个孩子夏浩伦，虽然现在年龄

只有13岁，但是船龄已经有七年了，获得过多项全国冠

军，目前是中帆协小水手积分榜的第一名。

夏冰羽不仅注重孩子们的成绩，更注重对兴趣

的培养。“训练工作的开展，一定是吸引孩子们的兴

趣。让他们从事到这项运动中来，持续走下去，这是

需要一线教练员给孩子正确引导的东西。我们通过

帆船可以教给他们很多综合知识类的东西，从而激

发他们对知识的渴望和求知欲。”

现在，风之曲俱乐部已经成为中国帆船俱乐部

的领头羊，在青少年培训和社会推广方面走在了前

面。作为退役运动员创业典型，夏冰羽带的孩子们一

个个成才，这也是他感到最欣慰的事。每当孩子们节

假日笑意盈盈跑到俱乐部对着他大喊：“夏教练，我

又来了！”他的成就感简直爆棚。“帆船这项运动，给

青少年带来的好处是非常多的，他在水上做的每一

个决策、每一个决定和每一项选择，都要承担责任和

后果，那他的这种担当感、责任感和自主做决定的勇

气，慢慢地会影响到他的生活和将来的人生价值观

当中。”夏冰羽说，“我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因为我

做了我想做的事。”

本报记者 苏 畅

作为一名“80后”，来自北京木樨园体校的

排球教练员刘建已经有着近20年青少年球员培

养执教经验。无论是在基层担任青少年球队教

练，还是担任一线俱乐部教练乃至国字号球队

的教练员，为国家队培养输送可造之材始终是

刘建的奋斗目标。

1980年出生在北京大兴的刘建是从大兴体

校开始体育生涯的。一开始他学习的是篮球，但

在13岁进入北京什刹海体校后，他却被排球队

教练看中，改练了排球项目。短暂的运动生涯

中，刘建曾凭借扎实、出色的技术入选过国少男

排和国青男排，也曾代表北京男排参加过全国

男排联赛和2001年全运会。他也一度由于患上

“气胸”而面临无法继续打球的艰难困境。但在

困难面前，他没有退缩，在家人、医生和教练的

鼓励、帮助下克服了伤病，重新站在了排球场

上。

但由于技术风格的原因，司职二传的他

在2001年全运会后转型，开始学习如何成为

一名排球教练。此后的几年时间里，他从北京

女排的陪打教练，到什刹海体校的实习教练，

直至2005年正式接手北京青少年女排担任主

教练。虽然初出茅庐，但兢兢业业的踏实工

作，让刘建很快就将这支稚嫩的球队带上了

巅峰，在2007年获得全国少年锦标赛的冠军。

刘建记忆犹新的是，在一场决定球队成绩的

关键比赛中，他大胆启用此前几乎打不上比

赛的小副攻乔婷。看着乔婷紧张得脸色发白、

手掌冰凉，刘建不但给予她最大的信任，还面

授机宜，“我告诉她，只要发现对方要传4号

位，你就往下一蹲、一跳，就能拦住对方的进

攻。”如此简单明了的临场指导给了乔婷信

心。而乔婷按照刘建的指导，果然在这场关键

的比赛中拦下了对方的关键一球。这场比赛

后，获胜的北京青少年女排拿到了身体素质

和比赛成绩的综合第一名。而两年之后，名帅

蔡斌正式担任北京女排主教练，刘建输送的

乔婷也凭借出色的身体素质和球感得到蔡斌

青睐，很快成为北京女排的主力副攻。

2013年，刘建以助理教练身份进入国少

女排工作，并随队获得世少赛冠军。那一届国

少女排涌现出了袁心玥、龚翔宇、王媛媛、王

云蕗、胡铭媛、孙海平等一大批国手，袁心玥、

龚翔宇、王媛媛和王云蕗已是新一届中国女

排主力阵容中不可或缺的骨干。随后，刘建还

在2016年担任国青女排助理教练，获得亚青

赛冠军，新一届中国女排中的杨涵玉、高意和

许嘉楠等队员也曾得到过刘建的指导。2018

年他前往国青男排担任助理教练，为李咏臻

等诸多有潜力年轻选手的成长洒下了汗水。

此后刘建也曾以助理教练身份随北京汽车女

排获得过中国女排超级联赛的冠军、季军等

佳绩，但每次和他聊天，他更多地会谈到青少

年排球运动员选材、培养这个话题。

好学，是刘建的一个优点。他收集了许多国

内外优秀体育和排球训练的相关资料、书籍，时

常将自己的工作心得和训练体会记录下来，趁

着各种带队比赛的机会，主动向其他教练请教。

2018年，他趁暑假的机会前往美国考察当地青

少年排球训练、比赛开展情况，不仅是“看”，刘

建还对跨界训练和梯队建设等各个方面产生了

自己的思考和总结。归国之后，他发表了《他山

之石可以攻玉———-赴美考察青少年排球观感》

一文，希望能够把自己的所见所感分享给大家，

为做好国内青少年排球训练工作提供借鉴。

常年担任基层青少年排球教练员的刘建对

于他的本职工作非常热爱也感受颇深。在他看

来，为国家培养输送更多排球后备人才，是每一

位排球基层教练的奋斗目标，在这一过程中，教

练员需要“教学相长”，不能固步自封，而是要与

时俱进，和孩子们共同进步，共同成长。刘建表

示，“作为青少年排球教练员，我们不能等在原

地、等在高处，只有真正地下到基层去，才能够

更好地发现人才、挖掘人才，用我们的力量为中

国排球培养更多的可造之材。”

排球教练刘建：不要等在高处 必须深入基层排球教练刘建

羽毛球教练汤志强：培养运动员不能千篇一律羽毛球教练汤志强

帆船教练夏冰羽：只为心中升腾的帆船梦帆船教练夏冰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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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扈建华

走进位于北京崇文门的京轩跆拳道馆，小朋友们响亮的喊声

和踢在脚靶上的“砰砰”声交织在一起。从专业队退役之后，李懿耕

开办了这家道馆，希望通过跆拳道帮助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

小时候，因为父母工作繁忙无暇顾及，李懿耕被送到辽宁当地一

家寄宿制武术学校学习。练习一段时间之后，辽宁省体育局、沈阳市

体育局来到学校选材，当时只有10岁的李懿耕被选中去练习跆拳道。

“那时确实不知道跆拳道是什么，但是能被专业队选中，是非常好的

机会，这样我就开始了跆拳道之路。”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李懿耕对这

次“选材”还有一点不服气，“有一些同学进了辽宁省队，我是沈阳市

队，但我觉得自己的水平和能力是很强的。”他笑着说。

通过一段时间专业、刻苦的训练，李懿耕如愿进入了辽宁省

队，并逐渐在省内比赛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队中比较拔尖的男队

员，代表辽宁队参加了多次全国比赛。“当时我的实力在队中还不

错，但是来到全国赛场，才见识到了什么是山外有山。”在更高水平

的赛场上，李懿耕意识到自己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这也激励

着他在训练中更加投入。在做好训练的同时，他还为女队担任陪

练，帮助女队员提高成绩。

在辽宁队训练比赛一段时间之后，李懿耕明显感觉自己进入了

瓶颈期，水平很难提高，训练热情也在消减，这时候在省体校领导的

帮助下，他前往韩国体育大学进修。“这半年的时间，净挨削了。”李懿

耕开玩笑地说，不过也正是在这样高水平的环境下，他的个人能力和

思想境界有了新的提高，也为自己后来创业发展开阔了眼界。结束进

修之后，李懿耕在北京队训练了较长一段时间，这期间他还为后来在

里约奥运会夺金的郑姝音担任陪练，在训练中模仿不同风格的对手。

2012年李懿耕退役，面对更广阔的前路，跆拳道依然是李懿耕

无法割舍的伙伴。在培训行业摸索了两年之后，李懿耕从与朋友一

起合办道馆开展青少年培训，到目前自己挑大梁开道馆，他还在北

京市西城区体校担任教练，带领学生在北京市各类青少年比赛中

多次摘金夺银，已经输送了好几名小队员进入专业队。“看着这些

我手把手教出来的小朋友，从入门到逐渐精进，如果他们能在跆拳

道项目上有所发展，是我最高兴的事。”李懿耕说，从事青少年培

训，和当初自己当运动员完全不一样，他也摸索、积累了很久。“小

朋友的性格特点、身体条件和运动能力各不相同，家长让孩子参加

训练的目的也不一样，我们在培训中会针对不同的孩子采取不同

的方式，调整训练内容、训练量，力争让每一个孩子通过跆拳道训

练得到身体、精神方面的收获。”

和孩子们相处的过程中，一些小队员坚强独立的性格和刻苦努力的精神也

让李懿耕深受感动。“我记得一次实战训练，一位小队员在对抗中不慎手指受伤，

当时情况有些严重，不过小伙子不仅一点没有退缩，还要求完成训练再去治疗。”

现在李懿耕带过的很多孩子都已经长大，有的已经参加工作，一些人时常会和李

懿耕联系，既是师徒，更是大哥哥和弟弟妹妹的感觉。“练习这么多年跆拳道，现

在又从事培训行业，跆拳道教给我的不仅是一份专业技能，更重要的是‘礼仪廉

耻、忍耐克己、百折不屈’的品质。”李懿耕说，自己最想把这些精神内涵传授给

小朋友。“希望他们不仅有健康的体魄，也能拥有健全的人格。看到孩子们的一

张张笑脸，看到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得到家长们的认可，这也是激励我在跆拳

道领域不断前进的最大动力。”

夏冰羽在训练中。

刘建带领队员训练。

汤志强（左）带领队员在比赛中获得佳绩。

本报记者 周 圆摄

李懿耕（左）指导孩子们训练。

默默工作 不计回报

基层教练甘当竞技体育螺丝钉
以培养青少年运动员为己任的基层教练员是竞技

体育的基石，正是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地奉献，让孩子们

从体育运动中收获成功和成长，也让中国竞技体育继往

开来、后继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