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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国竞技体育走过不平凡的一

年。中国运动员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创造佳

绩、为国争光，在国际赛场上争金夺银，展现

自信、阳光、友好的积极形象，实现运动成绩

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在2023年杭州亚运会上

再现“亚洲雄风”，在成都大运会上唱响青春

之歌。2023年的中国竞技体育再上新台阶，

再攀新高峰，为巴黎奥运会备战打下坚实基

础，为体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回首2023，我们用十个关键词梳理这一

年中国竞技体育的大事件，回味2023年奋斗

路上的流金岁月、金色年华。

潮涌亚细亚

9月23日，数字火炬人跨过钱塘江，点燃

亚运会火炬，杭州以全新的面貌迎接亚运盛

会的到来。从北京到广州再到杭州，三届亚

运会，是中国在体育强国奋斗之路上的三个

重要印记。杭州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

获得201金111银71铜，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

文明双丰收的目标。

亚运期间，令人印象深刻的不只是中

国体育健儿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夺金瞬

间，更有他们为祖国荣誉全力以赴、为热

爱顽强拼搏、为团队无私奉献、为友谊热

泪盈眶的动人时刻，那些赛场内外闪闪发

光的特质和品质，正是中华体育精神的最好

诠释。

杭州向世界奉献了一届“中国特色、亚

洲风采、精彩纷呈”的体育盛会。心心相融，

@未来，我们同在亚细亚。

青春之歌

8月8日，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在成都落幕。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以103

金40银35铜位列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创造

了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参加大运会以来

的最好成绩。

本届大运会共设置18个大项269个小

项，来自113个国家和地区的6500名运动员相

聚蓉城，射击、游泳、田径等项目共刷新22次

赛会纪录，50余个国家和地区登上奖牌榜，

共同奉献了一场精彩的体育盛会，展现了青

春热情与活力，他们在赛场上挥洒汗水、挑

战极限，让“成都成就梦想”的口号响彻大运

赛场。赛场外，很多大学生运动员走在成都

的街头巷尾，见证着中国西部的快速崛起，

体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

8月4日，大运会羽毛球项目男单赛场中

国选手王正行与乌干达选手阿莫斯比赛时，

阿莫斯的球拍忽然断线了，他因为没有替换

的球拍而一筹莫展，这时王正行主动递上了

自己的备用球拍，并在赛后将球拍送给了阿

莫斯，这是大运会中特别温暖人心的一幕。

厉兵秣马

2023年岁末启动的冬训，是巴黎奥运会

前的最后一次冬训，也是各项目国家队全面

夯实基础、提升能力、做好参赛准备的关键

时期。各支国家队展现出良好的冬训状态和

备战风采。打造作风优良、能征善战的国家

队是每一支队伍共同的目标。

国家游泳队、步手枪射击队、飞碟射击队等

队伍在冬训前开展了军训。国家羽毛球队在冬训

中“狠”字当头，全程围绕“实”字展开，他们在早

晨6点30分、户外温度零下5摄氏度左右的北京开

始了冬训第一课。国家男子体操队今年冬训也时

隔多年恢复了早操制度。

游泳和帆船以赛代练检验阶段冬训成果。全

国游泳锦标赛查缺补漏，弥补不足。进入冬训以

后，国家帆船帆板队各个组别除了在海口集中集

训外，也都参加了各自级别的赛事，运动员们在

比赛中得到了极大锻炼。

面对复杂严峻的巴黎奥运会备战形势，各项

目国家队以高标准严要求推进冬训。中国体育人

以为国争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使命在肩、奋

斗有我”的责任担当，全力以赴投身训练备战。

历史突破

今年，中国游泳队在福冈世锦赛斩获5金3银8

铜，创造了继1994年罗马世锦赛后的最好成绩，摘

得4金1银的覃海洋成为首位在单届世锦赛上包揽

男子50米、100米、200米蛙泳金牌的运动员，同时

他还创造了男子200米蛙泳世界纪录，以及50米和

100米蛙泳亚洲纪录。

2023年的中国男子网球也有重大突破。年初，

张之臻凭借世界排名入围澳网男单正赛，成为首

位以此方式获得大满贯赛单打正赛资格的中国网

协男子球员。2月，吴易昺在ATP250达拉斯站连续

打出里程碑之战，成为首位获得ATP巡回赛男单

冠军的中国网协球员。

2023年同样是中国马拉松不断突破的一

年，全国男子马拉松纪录两次被改写。3月，何

杰在无锡马拉松跑出2小时07分30秒，打破了

尘封16年的全国纪录；12月，杨绍辉在日本福

冈国际男子马拉松赛上以2小时07分09秒夺得

亚军，再次刷新中国纪录。

2023年智力运动迎来了重要的突破时刻。

4月30日，中国棋手丁立人以9.5比8.5战胜俄

罗斯棋手涅波姆尼亚奇，获得2023国际象棋

世界冠军赛冠军，成为国际象棋历史上第17

位世界棋王。丁立人作为首位获得国际象棋

世界棋王称号的中国棋手，为中国国际象棋

实现了新的历史性突破。从首个女子个人世

界冠军、到首个奥赛女团冠军、再到首个奥赛

男团冠军，此次丁立人首夺国际象棋世界棋

王，意味着中国国际象棋“四步走”战略目标

已经全部实现。

延续优势

一直作为奥运争金排头兵、压舱石的中国

举重队，2023年继续追求卓越、挑战极限。他们在

沙特世锦赛上取得20金10银3铜，并打破5项世界

纪录。最新世界排名显示，中国举重在女子全部

五个奥运级别和男子三个奥运级别位居第一，

为巴黎奥运会再创辉煌打下了坚实基础。

中国步手枪射击队在2023年参加了世锦

赛、世界杯、亚运会、亚锦赛等多项大赛，提前

获得巴黎奥运会满额参赛席位，为冬训和巴黎

奥运备战创造了有利局面。

中国跳水队继续勇往直前。他们在福冈世

锦赛夺得12枚金牌，在柏林世界杯总决赛包揽

8个奥运项目冠军，又在杭州亚运会以10金完

美收官。

中国乒乓球队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实力，

占据着统治地位。德班世乒赛包揽五项冠

军、成都混合团体世界杯九战九胜获得

冠军、杭州亚运会摘得6枚金牌、WTT

女子总决赛包揽女单、女双冠军。

中国羽毛球队遭遇了对手的强烈

冲击，但依然延续了优势地位，苏迪曼

杯实现三连冠，杭州亚运会斩获4金3

银2铜，全年世界巡回赛斩获51金，遥

遥领先各队。

中国体操队在世锦赛和亚运会同

期举行的情况下双线作战都取得佳绩，

世锦赛赢得2金3银2铜，亚运会斩获8金3

银4铜，男女项目均满额获得巴黎奥运会参

赛名额。

找回自我

2023年，是很多队伍、很多人重新找回自

我的时刻。

亚运赛场，汪顺用4金1银1铜的成绩又一

次证明了自己，尤其是在主项男子200米混合

泳决赛中游出了1分54秒62，不仅打破了自己

在东京奥运会上夺冠创造的亚洲纪录，与世界

纪录的差距也只有0.62秒。而另一位东京奥运

夺冠功臣、在低谷状态沉寂已久的杨浚瑄则在

全锦赛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游出了1分55

秒67的成绩，以夺得冠军的方式向大众宣布，

自己找回了状态。

中国女子冰球队也在找回自我，8月26日，

2023年国际冰联女子冰球世锦赛（甲级A组）落

幕，中国队五战全胜夺冠，时隔14年重返世锦

赛顶级组。依托北京冬奥会契机，中国女冰实

力得到大幅提升，两年时间，她们一步一个脚

印稳步前进，实现了从甲级B组到甲级A组，再

到顶级组的跨越，同时也为2026年米兰冬奥会

资格赛争取到了更有利的排位。

绝地反击

苏迪曼杯半决赛，国羽在大比分1比2落后

的情况下，刘雨辰/欧烜屹上演惊天逆转，陈清

晨/贾一凡一鼓作气，中国队3比2险胜日本队。

决赛对阵韩国，郑思维/黄雅琼遭遇困境，却临

危不乱，上演逆转好戏；石宇奇在1比7落后的

情况下，耐心追分最终反超取胜；陈雨菲在与

世界排名第一的安洗莹的对抗中坚持到胜利。

国羽此番苏杯夺冠历程多次面临困境，一度濒

临绝境，但最终都战胜困难，展现出了强大的

心理素质和拼搏精神。团体赛的底蕴非常重

要，中国羽毛球队的一代又一代人，用辉煌的

成绩创造了这份冠军底蕴。

杭州亚运会女篮决赛，中国队迎战宿敌日

本队。比赛渐近尾声，悬念依然存在。最后时

刻，球交到王思雨手上。作为全队最稳定的得

分手之一，王思雨持球突破，为中国队锁定胜

利。这场胜利的意义非凡，这是中国女篮几年

来辛勤训练的结果，全队的坚持和努力得到了

回报，也让中国女篮再次站在了亚洲之巅。

薪火相传

羽毛球奥运冠军黄东萍在2023年开始和

“00后”小将冯彦哲搭档，两人在本赛季斩获7冠，

“凤凰”组合世界排名已升至第四。2023年，国羽

多名“00后”球员进步迅速，梁伟铿/王昶搭档一

年就登上了男双世界第一的宝座，混双组合蒋

振邦/魏雅欣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五，荣膺世界羽

联年度进步最快奖，女双刘圣书/谭宁世界排名

上升到第九，本赛季斩获四冠，荣膺世界羽联年

度最具潜力奖。

2023年，国家步手枪射击队年轻选

手不断涌现，“00后”已经挑起大梁，更年

轻的“05后”也不断走向台前。黄雨婷、

王芝琳等不满20岁的小将多次在世

界大赛上夺冠，还有马思涵这样

2008年出生的年轻选手，后浪汹

涌，中国射击的优良传统在一批

批年轻人手中不断传承。

16岁的体操小花邱祺缘在

安特卫普世锦赛勇夺高低杠金

牌，传承了建队70年的中国体操

人追求极致、拼搏到底的精神。举

重女将梁小梅在沙特世锦赛、卡塔

尔大奖赛三次刷新两项世界纪录，

传承了中国女举顽强拼搏、挑战极限

的光荣传统。鲍珊菊挑起场地自行车

女子团体竞速的大梁，不惧项目赛制改

革，携手郭裕芳、苑丽颖组成全新阵容，闪耀

国际赛场。

全面回归

2023年，是赛事全面回归的一年，各类赛

事在蛰伏三年之后爆发出了巨大能量。

在经历了三个以赛区制为主的赛季后，中

超联赛在2023年全面恢复主客场制。4月15日，

联赛揭幕战在北京举行，这是北京工人体育场

历时两年多改造复建后举行的首场比赛。本场

比赛出现一票难求的情况，最终共有46818名

观众进入球场，见证热情回归。

2023-2024赛季，CBA联赛也全面恢复了主

客场赛制，常规赛增加到52轮，球迷观赛热情

高涨，许多热门场次的门票一票难求。

中国排球超级联赛同样火爆。女排超级联

赛揭幕战观众人数多达4000人；而男排联赛的

揭幕战多达9312人涌进现场，创造了排超联赛

观赛人数的新纪录。

蓄力前行

2023年，中国三大球项目依然在低谷中奋

力前行，有风雨，有坎坷，有遗憾，也有继续奋

进的动力和希望。

中国女排获得世界女排联赛亚军，拿到了

该项赛事改制后的最好成绩。但在巴黎奥运会

资格赛上却暴露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最终仅获

得第四名，未能第一时间拿到巴黎奥运会入场

券。不过她们很好地总结了经验教训，在紧随

其后的亚运会上，团结一心获得金牌。

未能第一时间拿到奥运会资格，为中国女

排的巴黎奥运备战整体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影

响，不过这也激励着她们在接下来的冬训中坚

持打造作风过硬的队伍，继续向前。

中国男排同样未能通过资格赛直通巴黎

奥运会，他们在国际排联的实时排名为第31

位，又将缺席2024年的世界联赛，因而进军巴

黎之路凶多吉少。尽管遭遇挫折，但中国男排

也一直在积极努力，并在杭州亚运会上，时隔

17年再次闯入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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