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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奥运会已落下帷幕，17 天的狂欢竞技、欢笑泪

水依然历历在目。 中国代表团共获 38 金，32 银，18 铜，

奖牌总数达 88 枚，金牌总数更是追平参加境外奥运会

的最佳战绩。

自 1984 年第 23 届洛杉矶奥运会迄今共举办了十

届奥运会，每一届均有徐汇籍运动员站上奥运赛场，北

京奥运会更是达到了 8 人 9 项的高峰； 每一届均有徐

汇籍运动员获得前八名的好成绩， 其中有 8 届奥运会

摘得奖牌，2012 年伦敦奥运会勇夺 2 金 1 铜，刷新历史

最佳战绩， 彰显着多年来徐汇区在高水平体育后备人

才培养方面取得的卓越成效。

今年徐汇入选运动员人数为历届境外奥运会之

最，由徐汇区培养输送的优秀运动员陈芋汐、高磊、罗

帅、黄开凤、邵婷和王思雨等 6 人在赛场上挥洒汗水、

拼尽全力，充分展现着竞技体育的魅力。 陈芋汐搭档张

家齐获跳水女子双人 10 米跳台冠军，并摘下女子单人

10 米跳台银牌，成绩十分耀眼。另有邵婷和王思雨参赛

的女子篮球冲进八强。 徐汇体育迎来高光时刻。

高光背后， 徐汇体育肩负着运动员数十年如一日

的刻苦训练，用多年扎实的体教工作基础，为徐汇体育

人打通一条向上的赛道。

【跳水冠军也是小学霸】

作为上海跳水的重镇，吴敏霞、陈芋汐的摇篮，徐汇

区始终将跳水项目作为重点项目给予支持。 长期以来，

注重与市第二跳水学校（万体馆少体校）合作，通过体操

转项输送跳水的方式， 为上海跳水项目输送了 25 名优

秀跳水人才。 夏冰清、夏玉洁、陈芋汐等均成长为全国、

亚洲乃至世界冠军，为上海跳水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徐汇区在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方面， 通过体

校模式、 与普通学校合作办训模式等多种模式齐头并

进，做好体教衔接、学训结合，培育了众多体育苗子。

奥运会上，大家记住了上海小囡陈芋汐，也看到她的

母校光启小学，这所学校培养出了吴敏霞、火亮、陈芋汐

等众多优秀运动员，是当之无愧的跳水运动员的摇篮。

体操、跳水正是区体育局和光启小学合作的“体教

结合”重点项目，通过建立重点运动员文化保障机制，

在培养输送优秀运动员的同时， 探索适合体校学生的

教法研究， 尝试将体育特长生的培养有效融入到区域

的教育环境中，整体参与到区域的教育体系中，保障教

学和训练的互相促进。

像陈芋汐从区青少体校输送到市第二跳水学校期

间，学习由光启小学、上海第四中学负责，区体育局、区

教育局就一直很注重她的全面均衡发展， 既抓好科学

育才、心理磨合、运动量控制、以赛促练等，也抓好文化

学习不放松，在光启小学就读期间，陈芋汐就是一枚妥

妥的“小学霸”。

【从校园到赛场的篮球文化】

除了跳水，徐汇另一优势项目篮球，也通过体教结

合工作，培养了一批优秀运动员。 高安路第一小学有着

悠久的篮球传统， 不仅在各级校园篮球比赛中成绩突

出，而且篮球文化特色鲜明，作为“篮球巨人”姚明的母

校，篮球基因始终在校园内延续、在徐汇篮坛上传承。

东安三村小学在教育局和体育局的大力支持下，

开展体教结合工作，将女子篮球项目作为学校“一校一

品”特色，成立了校女子篮球队，此次出征奥运会，中国

篮协主席姚明带领的国家女篮队冲进八强， 国家女篮

队员邵婷、王思雨，包括奥运会女子三对三预赛参赛选

手李颖韻，她们的篮球启蒙都是从东安三村小学起步。

为了贯彻“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东三小学坚持

“智善乐健，快乐成长”的办学目标，学校在抓好专业训

练的同时，积极开展篮球运动普及，为上级运动队输送

了大量运动健儿。

学校从 2011 年开始每年举办篮球周活动，弹跳摸

高、定点投篮、趣味投篮等项目让孩子们在玩篮玩趣中

强身健体，四五年级学生的“三对三”班级对抗赛则让

学生发展了体能， 锻炼了意志， 磨练了团队精神。 自

2004 年开始举办徐汇区“东三杯”小学生女子篮球赛，

至今已成功举办了 18 届。

【整合资源力求突破的新项目】

跳水、篮球、体操、蹦床、赛艇、网球、乒乓球、游泳

等重点优势体育项目正在徐汇遍地开花、持续传承。 徐

汇区还在攀岩、冰壶等新项目上力求突破。

2016 年攀岩被列入东京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

2017年，在区体育局支持下，区青少体校尝试引入社会

力量合作办训，与上海市东冠攀岩俱乐部、上海市南洋

中学秉着“资源共享、项目共建、责任共担”的宗旨，以

培养优秀攀岩后备人才为目标， 开始攀岩项目入校训

练， 近几年在上海市乃至全国比赛中取得了多项优秀

成绩，共建效果显著。 今年 6 月，由区青少体校与上海

市东冠攀岩俱乐部合作培养的小将朱馨文、 杨立豪凭

借优异的表现， 正式获得了第十四届全运会攀岩比赛

决赛资格。

北京冬奥会即将到来， 目前在国外积极备战即将

举行的北京冬奥会的雪车运动员应清就来自徐汇，田

径项目出身的应清 2015 年跨界选材转项雪车项目，

2019 年获女子单人雪车系列赛德国国王湖站冠军，在

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上应清摘得雪车女子个人项

目首金， 实现了上海冰雪项目在全国冬季运动会上零

的突破。

在南方少见的冰壶运动， 这几年在徐汇也逐渐蓬

勃发展。 为贯彻“北冰南展”战略，徐汇区 2012 年起就

通过体教结合模式，开展冰壶运动，并不断加强投入，

2015 年将区青少体室内田径场改建为设有四根道的冰

壶馆，确保了冰壶项目训练场地，为更好培养本土运动

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建项以来，徐汇区运动员作为主

力代表上海参加了多项全国赛事，在 2019 年举行的第

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上获得了 1 金 4 银 2 铜的佳绩。

目前已形成区青少体校、 徐汇位育体校以及华东理工

大学附属中学的体教结合“一条龙”布局，保证运动员

文化学习和业余训练协调发展。

在一场场激烈的奥运比赛中， 徐汇体育人体会着

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深刻感受着

体育竞技追求卓越、磨砺意志毅力的奋斗精神。 未来徐

汇体育健儿将取得更多优异成绩， 诞生更多令人热血

澎湃的传奇。

区体育局通过多年来扎实的体教结合工作，科

学、系统、高标准地培养与输送了无数优秀运动员，也

播洒了下体育的种子，传承着体育精神与文化，同时

其也是造就徐汇这片“冠军土壤”、提升体育软实力的

最佳诠释。

筅 文 / 记者 汪晓 图 /资料

东京奥运会徐汇健儿缘何佳绩频频

体教结合造就“冠军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