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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慈 鑫

暑期开始以来，参加各类体育培训成

为很多中小学生的选择。一个能出汗、有强

度的假期，对于日常体育运动相对不足的

中小学生来说是一次难得的体育补课机

会。不过，学生的体育锻炼应该具有长期

性、系统性，家长们不能指望一个假期的突

击锻炼就能让孩子的身体素质、运动技能

发生质的改变。

在国家游泳馆“水立方”，暑期参加游

泳培训的孩子数量猛增。北京国家游泳中

心有限责任公司游泳分公司总经理茹江向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暑期两个月参加

青少年游泳培训的人数约占水立方全年青

少年游泳培训人数的一半。暑假期间，水立

方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已经停止接待散

客，这一时段专供青少年游泳培训使用。

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北京仁初青少年体

适能运动中心，暑期以来，咨询青少年身体素

质训练的家长数量和参加培训的孩子数量均

明显增加。北京仁初青少年体适能运动中心

总教练刘宗心向记者介绍，暑期参加体育培

训的孩子数量大约是暑期前的两到3倍。

位于北京市顺义区的巅峰减重训练营

北京基地，暑期也迎来中小学生客流量的

井喷。巅峰减重技术总负责人王业玲介绍，

暑期之前，北京基地的学员主要为成年人，

有 80多人，暑期开始之后，学员大幅增加

到近300人，且绝大多数是中小学生。

多方面原因催生了暑期孩子们锻炼忙

的现象，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体育美育教

育研究所所长于素梅表示：“首先，增进孩

子的健康是很多家庭的刚需。当前‘小眼镜’

‘小胖墩’‘小豆芽’‘小焦虑’四小问题依然

突出，孩子们通过假期参与体育培训，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有效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

满足孩子的运动兴趣和家长教育观念

的革新也让更多的家长愿意支持孩子参加

体育培训，进而帮助孩子增强身体素质以

及学习、掌握喜爱的运动项目。

此外，中考体育的影响、假期托管的需

求，也是暑期青少体育培训升温的原因。

不过，假期青少年体育培训的火爆实

际上也凸显了在孩子参加体育运动这件事

上，很多家长看重的仍然是短期效益。

茹江根据对学员的观察发现，能把游

泳作为一项技能去学的，大约只占所有参

加游泳培训的孩子的 10%。能把游泳作为

孩子长期训练目标的，大约占 20%。也就

是说，绝大多数孩子都只是在暑期学一期

游泳（大约10次课）。只要初步掌握了游泳

的基本技能，家长们就认为孩子已经学会

了游泳，学游泳这件事也就到此为止了。

茹江表示，但实际上，游泳是一项技术

要求非常高的运动项目，很多家长所理解

的孩子学会了游泳与孩子真正掌握游泳技

能、达到一定的运动水平、可以在长期的游

泳锻炼中受益，还有着相当大的距离。

暑期参加身体素质训练的孩子，家长

的出发点主要有两个。刘宗心介绍，一是为

了让孩子备考中考体育，二是为了让孩子

减肥。对于有这两种诉求的家长，刘宗心总

是一遍遍地告诉他们，短期突击解决不了

根本问题。“家长倾向于用最少的时间、最小

的代价去达到孩子备考或减肥的目的，有些

项目，比如跳绳、仰卧起坐等，确实通过突击

锻炼也能很快看到成效，但是还有很多项

目，比如引体向上和孩子身体素质的真实提

升，真不是突击锻炼就能起效果的。”

刘宗心表示，目前市面上有一些瞄准

家长短期见效心理的青少年体育培训机

构，作出速成的许诺，这其实也是对家长的

一种误导。一些家长会由此认为，孩子参加

体育锻炼原来是可以临阵磨枪的。

如果我们引导孩子参加体育锻炼只是

为了一个短期目标，那就本末倒置了。刘宗

心说：“让孩子在体育运动中发现乐趣，在

挫折中收获成长，帮助孩子养成热爱运动

和终身锻炼的习惯，这才是青少年体育工

作的最大价值。”

避免唯分数论也是于素梅给家长们的

一个忠告:“尽管孩子们为了迎接中考体育

需要加强锻炼，但孩子们的锻炼并非都是

为了中考体育。”

除此之外，她还建议家长们要尊重孩

子参与体育运动的自主选择，也告诫家长

们，不能把孩子送进体育培训班后就以为

万事大吉，不管不问。“家长们除了报班之

前要了解培训班的情况，在孩子们参加体

育培训的过程中，也要参与其中，了解实际

情况。比如，这项运动是否完全适合自己的

孩子，效果怎么样，要多跟孩子沟通，便于

及时调整和给教练反馈。”

暑期参加减重训练的孩子，通过挥汗

如雨的锻炼和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基本

都能减重 10%以上，但“出营才是孩子减

重的真正开始”。王业玲说：“家长要有长远

的眼光。体重管理是终身课题，夏令营教会

了孩子方法，但家庭才是实践和坚持的主

战场。家庭的目标应该是让孩子健康地成

长，而非追求短期体重数字的变化。”

眼下，能够让孩子动起来总归是一件

好事。于素梅说：“让孩子动起来，无论是

在校内还是校外，促进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最为重要。” 本报北京7月14日电

孩子暑期忙锻炼 家长眼光需长远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梓昂
记者 郭 剑

经过短暂休整，新一轮“苏超”联赛

又要在本周末延续热度，打完这一轮，

“苏超”赛程正好过半——从江南到江北

再到全民狂欢，如今的“苏超”更成为世

界的“苏超”。

在社交媒体“小红书”上，一名在

南京上学的留学生发文说：“我朋友问

我现在中国什么最火，我跟他们说是

‘苏超’。”

上一轮 2025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

（以下简称“苏超”），南京队在南京奥体

中心体育场主场 0∶0战平苏州队。这场

最终没有进球的比赛，再度点燃了社交

媒体的热情，而看比赛仅10元的亲民票

价，也成为外国网友讨论的热点。

在国外一家知名社交新闻平台上，

关于“苏超”10元门票的讨论在足球版

块被置顶。有用户晒出他人在二手平台

炒作“苏超”门票，10元门票卖到 600元

的截图，回复区网友评价“即使翻了 60

倍，也仍然比英超的球票便宜”。还有人

说，这个价格在他们本地的球场“只能买

到一杯啤酒”。

事实的确如此。以英超为例，曼彻斯

特联队新赛季 A 类主场门票（对阵曼

城、利物浦、热刺、阿森纳、纽卡斯尔联

队）价格区间在60英镑至 97英镑（按当

前汇率1英镑约为9.66元人民币），最便

宜的联赛 C 类主场门票价格区间也在

35英镑至 60英镑。而北京时间 7月 14

日凌晨勇夺“世俱杯”冠军的切尔西队，

多年来始终是英超“票王”：斯坦福桥主场

上赛季对阵利物浦和曼联的单张VIP门

票价格为1.25万英镑，创下英超门票价格

纪录，而最普通一场联赛的最低价格，也

要95英镑（其中包括35英镑会员费）。

由此不难想象英国球迷听说一场现

场观众爆满的“苏超”门票只需要1英镑

时的“爱恨交加”。

“苏超”热烈的气氛也让很多国际友

人感到惊奇。“苏超”赛场上球员的拼抢、

球迷激情的呐喊，已经形成一种奇特的“气

场”。有美国网友在“苏超”入场人数超6万人

的视频下评论说，中国的这个城市联赛“比

我们的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还有激情”。

过去几十天，“苏超”不仅仅为国人提

供了大量的欢乐元素，更吸引了大批外国

人士的“围观”。TikTok 官方数据显示，6

月 30日至 7月 6日，话题“苏超”共收录短

视频 2.3 万条，累计播放量 12.1 亿人次；6

月 30日晚，社交媒体“X”全球趋势榜第七

位也出现“苏超”的相关话题。

社交媒体用户的关注不仅限于球场的

热情。Instagram平台上，一条“苏超”比赛

后观众自发收拾垃圾、清扫观众区域的视

频引发了热烈讨论。有巴西的用户表示，

“这是最好的球迷行为之一，敬佩这样的做

法！”还有人观察到视频中跟着父母一起清

理赛场卫生的小朋友，连发几个表情符号

表示“可爱”，同时指出广大球迷这样的积

极做法是对少年儿童最好的教育。

同样，被国内网友津津乐道的“比赛第

一，友谊第十四”，在被翻译成外语后，也收

获了大量“笑声”。知名视频网站Youtube

的一条介绍江苏城市“恩怨”的视频下，有

人用英超球队利物浦和曼联的“双红会”来

作类比：“我知道这个意思，这种城市的恩

怨就像利物浦和曼彻斯特（联队），球队的

比赛代表了城市间多年的竞争。”也有人表

示，这样的竞争“是足球本来的样子，充满

热情、争斗，但又不失尊重与平等”。

“南京的球场看起来比我们国家最大

的球场还好。”“苏超”南京队主场由五台山

体育中心更换至南京奥体中心，“羡慕球

场”的声音也随之传来。在不少航拍“苏超”

球场的视频评论区，“苏超”背后强大的中

国“基建”，成为外国网友关注的重点。“我

去过南京，那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城市”“我

去扬州的时候，有人跟我说这不是江苏‘最

大’的城市。”

南京奥体中心连续 3场门票售罄，单

场观众峰值超 6 万人，高于同期中超联

赛平均上座率；看台没有统一 TIFO（可

覆盖看台的大型横幅或拼图），由高校社

团手绘的“盐水鸭 VS 小龙虾”横幅成为

“最佳应援”；文旅融合，江苏旅游经济因

“苏超”而再次活跃。国际专业媒体观察中，

“苏超”是“以小见大”关注中国经济、文化和

政治的最新切入点。

香港《南华早报》经济版 6月 21日发

表文章强调了“苏超”在经济上的成功。文

章指出，“苏超”前 3轮，吸引了 19万名现

场观众和数亿人次的线上流量，单场比赛

约有 76万人抢票，仅前 3轮，“中国银联”

（中国银行卡联合组织）在江苏的文旅消费

就上涨了 15%。“3轮以来，赞助商从 6家

暴涨至 20家”，同时直播带货助推球队周

边产品、本地特产的形式，也形成了“赛

事+电商”的闭环。

英国知名杂志《经济学人》也关注到

“苏超”带来的经济效益，该杂志 7月 6日

刊发文章表示，江苏制造业占中国对美出

口的 9%，在“中美关税战”的背景下，“苏

超”带来的经济刺激尤为重要。文章引用数

据指出，“苏超”带动外卖平台啤酒销量增

长 90%，酒 店 入 住 率 反 超 新 冠 疫 情 前

18%，“感谢足球，江苏的航班预订量较去

年大幅增加。”文章写道。

香港《南华早报》的另一篇文章，认为

“苏超”是“中国足球在足球强国之路上铺

设的草根根基”。文章将“苏超”与新疆地区

2024 年开始的“石榴籽杯”、知名的贵州

“村超”“村BA”并列，称其为“民族认同与

基层治理的融合试点”。同时，文章认为，

“苏超”热也推动了“到 2030年建立 20万

个足球场”这一目标的实现。

随着“苏超”热度持续，香港《南华早

报》7月 5日再次发表文章，关注“苏超”背

后日渐强大的技术力量。文章引用咪咕视

频的数据，指出“苏超”在该平台的直播流

量已经超过同期不少场次“世俱杯”比赛，

同时指出短视频也是“苏超”爆火的关键原

因之一。

回顾近几个月来的“苏超”热，赛场上

球员们一次次的拼抢，赛场边球迷的一次

次呐喊，城市里一座座完善的球场，通过民

间与专业媒体的讨论，让江苏和中国的文

化符号完成了一次跨文化传播。它没有职

业巨星，却以球员的淳朴和球迷的热情让

“散装江苏”“中国体育”以足球之名被世

界完整看见。

现在还很难想象，已过半程的“苏

超”到了赛季大结局时，气氛会是怎样的

热烈。

草根“苏超”全球回响

实习生 张智超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梁 璇

白色头盔、红色背心，刚结束高考的

杜奕达驾驶绿色训练车在弯道扬起一片

泥黄；赛道边，杜太广一身“驾校教

练”打扮，黑衣黑裤、手拎保温杯，目

光穿透烟尘牢牢锁定儿子身影，这位十

几年前代表中国征战达喀尔拉力赛的

“元老”，正从“赛车手”转变为“赛车

手的父亲”。

亦父亦师亦友，这对有别于东亚传

统亲子关系的父子，被定格在韩国导演

郑吉佑和中国制片人曾嘉洵联合创作的

纪录片 《驭风者：两代人的赛道叙事

诗》中。作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

际传播研究院发起、会林文化基金支持

的“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北京

行”项目成果，作品展现了以赛车运动

为载体的新型代际关系——并非单向的

传承，而是双向的对话。

曾嘉洵从上小学起就在上海通过

F1 分站赛开始关注赛车运动，于他而

言，比起单纯聚焦赛车的竞技属性，正值

高考报考阶段的杜奕达在赛车梦想与未

来选择间的思考、父亲对儿子教育“抓”

和“放”的尺度更具吸引力，“体育纪录片

的重要作用，在于展现‘人’的互动”。

“儿子自信，父亲有人格魅力，他

们基于体育项目的互动非常和谐，让我

很受触动。”此前，郑吉佑并不了解赛

车，也不熟悉体育，但父子俩的“赛车

对话”让他意识到，体育不仅是竞赛，

更是连接时代与人心的精神符号。

“哥们儿”式的领路人

达喀尔拉力赛被视作世界上最艰苦的

拉力赛，被誉为“勇敢者的游戏”。2011

年，杜太广作为领航员登上赛场，当时，

精通两门外语、拥有硕士学位的他被媒体

称作“最高学历领航”，凭着热爱，他接

触赛车至今已 20 余年。杜奕达耳濡目

染，从小对赛车展现出超乎寻常的喜爱，

母亲肖洋回忆：“他够得到方向盘时就开

始接触车了，10岁时，他已经能在赛车

场完成过弯漂移了。”

谈及父子俩的相处状态，曾嘉洵印象

深刻的是拍摄最后一天中午，杜太广叫儿

子吃饭时脱口而出了一句：“我大哥呢？”

而纪录片中杜奕达从胯下扔衣服给父亲的

镜头，也成了父子关系的生动写照，恰如

杜太广口中“如哥们儿般松弛”。

可在杜太广心中，如何在父亲、教练

和“哥们儿”的身份间自如切换，是他在

杜奕达成长中面临的重要课题，尤其当孩

子有了独立意识，代表平等、客观、尊重

的“哥们儿”便频频出现，“我们在赛车中

有共同语言，这恰是增进亲情的纽带”。

外界眼中，赛车是危险系数较高的小

众项目，但面对丈夫带儿子参与专业赛车，

肖洋出人意料地开明：“没有任何人比他爸

爸更爱他。”她故意远离赛道，放心将儿子

交给父亲，相信做好安全保护和危险评估，

父子俩能顺利完成训练和比赛。

“一座桥肯定要有护栏，你可能一辈子

也扶不了一次，但如果没有，你肯定不敢往

桥上走。”杜奕达认为，父亲是他最重要的

教练，也是生命中的“护栏”。“有一次在沙漠

练习骑刀锋，当时对高度没预期，卡在沙山

上了。”若救援不当，就有滚落风险，“我爸开

另一辆车把我拖下来，到平地后我才看到

沙山有多高。”杜奕达记得，或许是担心自

己的情绪，父亲救援时未提危险性，只用行

动诠释“他永远在我身后”。这次经历也让

杜奕达更深刻地懂得敬畏赛道、敬畏自然。

“拍摄前，我一度以为速度是赛车运动

的全部。”与多数人一样，郑吉佑此前对赛

车的认知是“越快越好”，但杜奕达的解释

让他了解到“刹车与掌控才是关键”。

“刹车是赛车中最重要的环节。”首次

参加比赛时，由于“刹车点给得晚，而且冰

雪路面上刹车力度特别不好掌控”，在外滑

第一次弯道，杜奕达就飞出了赛道，“车再

好，刹不住就是零”。这次失利让他领悟到

赛车最颠覆认知的一课——想要更好地加

速，得先舍得踩刹车。

而在儿子成长过程中，杜太广是“踩刹

车”的人，他希望孩子会学习也懂放松。“高

三期间，班上的学习氛围非常紧张，有段时

间，他不好意思早睡，有些焦虑和彷徨。”杜

太广建议儿子，“每个人学习方法不同，保

持自己的节奏，别被他人带着走；条条大路

通罗马，人不只有一条出路。”结果，杜奕达

在高考中稳定发挥，取得理想成绩。

“数学锻炼思维，语文拓展视野，而不

只是为了成绩。”杜奕达从小成长在“绝不

唯分数论”的家庭环境中，肖洋认为教育是

灌溉而非塑造，学习是为了精神富足，“知道

自己热爱什么，去过精彩而值得的人生”。

父爱是“放手”的过程

片子剪到一半，郑吉佑“卡住了”，为了

帮助他理解赛车和传承，曾嘉洵带他观看

电影《F1：狂飙飞车》。片中老赛车手桑尼·

海耶斯放下执念，年轻赛车手乔舒亚·皮尔

斯幡然醒悟，双方从对峙到救赎，完成“代

际传承”。回到创作中，郑吉佑用父子面部

特写的转移以及杜太广帮儿子整理赛车服

的镜头表达“传承”。

“他现在用的装备几乎都是我当年

的。”杜太广将自己的头盔、赛车服和训练

车传给儿子，作为车队经理，他习惯为杜

奕达备好装备与车辆，更希望“从心理上

给他依靠”。但杜奕达有自己的想法：“不

能一辈子让我爸帮我做好所有事，就像学

自行车，辅助轮总有一天要拆掉。”回忆

起首次参赛，流程几乎全由父亲操办，到

最近一次比赛，从准备装备到和其他工作

人员沟通，都由杜奕达自己完成。

杜太广对儿子“保姆式”的一面，被肖

洋看在眼里：“有时候他比老母亲更像老母

亲。”父亲用半生经验铺路，少年却想以锐

气闯关，成长中的认知差异难免引发代际分

歧，“哪怕我为他着想100件事，也只能表现

出一两件”。杜太广主动寻找解决代际矛盾

的方式，“放手，有的南墙得让他撞一撞”。

杜奕达首次参加国家级赛事 CRX中

国汽车跨界锦标赛时，“南墙”出现了。排位

赛中，他因操作失误导致赛车损坏，“我不

该用漂移的方式，也不该用钟摆直接冲进

砂石路，这些本来能避免……”杜奕达不断

自省。而杜太广并未责怪，依旧给儿子解决

问题的空间，“教训从自己身上得来，比我

直接灌输更有效”。

观看纪录片后，杜太广更深刻意识到，

如何处理代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平衡父

亲、教练与“哥们儿”的三重身份，比赛车训

练本身更加重要。他需要不断给自己“做减

法”，剥离本能的保护欲、克制介入冲动，尽

管，这是“很压抑的过程”，但他还是选择“在

轰鸣中隐身”，放手让儿子独立探索赛道。

和国旗连在一起的名字

父亲参加达喀尔拉力赛时，杜奕达还

未记事，但他记得全家 8点多准时打开电

视，“看到我爸穿红白赛车服接受采访”，

当时的他不懂其中意义，后来才明白作为

中国赛车手为国争光的荣耀。

“比赛时他们的变速箱坏了，当时没

有足够专业的维修设备，耗时7个多小时

才修好车。”杜奕达牢记父亲讲述的达喀

尔经历，谈及仍心潮澎湃，“最后只比新

人王第一差 20分钟，很遗憾，人生只有

一次这样的机会”。

如今，刚结束高考的杜奕达站在人生

选择的十字路口，他有多个心仪的专业，更

计划把一部分精力用于赛车，“我想体验为

国争光的荣誉感”。他清晰记得，参加CRX

中国汽车跨界锦标赛时亲手将名字贴在国

旗后的那一刻，“大家都知道这是中国人开

的赛车”。甚至，他在心中埋下了更大的梦

想，“随着技术的发展，国产车也能迎来在

国际赛场上掰腕子的时刻，希望我能开着

中国制造的车拿到不错的成绩，让中国玩

儿车的氛围更好一些”。

这是一个儿子从未跟自己提过的梦想。

杜太广有些惊讶，“原本，我只希望赛车能给

他带来快乐，让他学会专注，多一种人生选

择”。他从不指望孩子的成长“一帆风顺”，而

是期待在运动中让孩子懂得如何克服艰苦

的自然环境、高强度的比赛以及无法预料的

意外，“成绩是未来的事，这些艰辛才是必经

之路”。他向更多家长呼吁，“赛车并非花费

高昂的贵族运动，现在有很多渠道和方式

能让青少年接触这项运动，从中获益”。

赛车的轰鸣从未停歇，父子俩的“对

话”持续进行。“他们并非只为夺冠而战，而

是享受赛车的过程，在运动中收获亲情、

友谊，这才是最动人的部分。”在郑吉佑镜

头中，当父亲的“放手”成为少年的“后

盾”，体育精神也随之传承，“我相信中国

体育会越来越好，因为出现了一代又一代

享受体育的人”。 本报北京7月14日电

一对赛车手父子驭风中的代际对话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 屾

7 月 13 日，2025 女

篮亚洲杯在深圳拉开战

幕。在小组赛首场比赛

中，中国女篮毫无悬念地

以 51 分的优势大胜印度

尼西亚女篮。备受关注的

小将张子宇，出战 11 分

钟得到了13分，“张子宇

在她的首场成年正式大赛

中表现出色。”国际篮联

官网的文章如此评论道。

本次亚洲杯，中国女

篮和印尼、新西兰、韩国

3支球队同组。按照赛制

分析，小组赛的比赛难度

并不大，关键是之后的

淘汰赛，老对手日本女

篮和澳大利亚女篮，都是

中国女篮潜在又必须要面

对的对手。

但中国女篮的目标，

不仅是亚洲冠军，还要在

征战洲际比赛的同时，让

年轻球员得到锻炼。这从

中国女篮本届亚洲杯赛的

阵容就可以得到佐证——

翟若云、贾赛琪、张子宇

3 位年轻球员首次入选，

杨舒予、罗欣棫虽然随队

参加过巴黎奥运会，但国

际比赛的经验并不丰富。

中国女篮主教练宫鲁

鸣在亚洲杯前也谈到新老

交替对于这支中国女篮的

重要性。他表示，队伍正

处于一个新老交替的关键

阶段，年轻运动员在思想

作风、技战术水平上还有

较大提升空间，平稳完成

这一过渡，是当前需要平衡的重点。集体

项目要达到理想的默契，需要时间去磨

合，在这个过程中，很多老队员发挥了传

帮带的作用，和年轻队员在经验、技术等

方面共同促进和提高。

中国女篮自 2017年亚洲杯开始，就

处于快速上升阶段。2022年获得女篮世

界杯亚军，2023年斩获女篮亚洲杯冠军

和亚运会金牌，以韩旭、李梦、李月汝、

王思雨、黄思静、杨力维为核心的阵容，

几乎拿到了可以拿到的所有荣誉。但在

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中国女篮却出现

下滑，仅名列第九名，这一成绩也促使中

国女篮加快新老交替的步伐。

从新一届中国女篮组建后参加的热身

赛可以看出，之前的国家队“边缘”球

员，都有很强的表现欲望。其中，杨舒

予、罗欣棫的表现尤为令人称道。作为后

卫，杨舒予除了继续发挥她推进能力强的

特点外，还在进攻组织和外线投射上，有

了明显的提升。罗欣棫作为锋线，投篮是

她擅长的比赛方式，现在，她也更敢于持

球突击篮下。

而从亚洲杯首场面对印尼女篮的比赛

中可以看出，翟若云、贾赛琪两名新人，

也是敢打敢拼毫不怯场，其中，翟若云还

拿到了和韩旭、杨力维同样的 12分。另

一名小将张子宇是关注的焦点，虽然她的

核心力量、传球能力还有待加强，但她在

篮下的统治地位，已经可以让外界看到中

国女篮的未来。

“张子宇刚刚18岁，还很年轻。毕竟

她有很独特的天赋，但经验和技术还需要

在比赛的实战中提高，她未来的路还很

长，我们希望她能够越打越好！”宫鲁鸣

在赛后这样表示。

当然，年轻球员想要挑起大梁，也并

非易事，还需要尽快适应国际比赛的要

求，接受并且扛过和强队比赛时的高压挑

战。在和印尼首战比赛大比分领先后，主

教练宫鲁鸣就派出了王思雨担任控球后

卫，配以 4名年轻锋线球员组成的阵容，

在淘汰赛和日本或者澳大利亚女篮的比赛

中，这套换防能力极强的阵容，能不能成

为中国女篮克敌制胜的武器，考验着年轻

的球员。

“我们的组队策略将以新老结合为

主，力求平稳过渡，并力争在女篮亚洲杯

赛上取得佳绩。但我们的视野并不仅仅局

限于亚洲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才是

我们的主要目标。我们需要培养一批能够

覆盖完整训练周期、能够担当重任的球

员，以形成一支团结、有战斗力的队

伍。”这是宫鲁鸣在重掌女篮帅印之后的

表态，亚洲杯首战告捷标志着新一代中国

女篮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7月9日，浙江湖州，在湖州市第十二中学训

练室，专业运动教练在减肥训练营里向青少年示

范动作。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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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车成为杜太广、杜奕达父子沟通的纽带。

曾嘉洵/供图

7月6日，2025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六轮，泰州对镇江看台TIFO（可覆盖看台的大型横幅或拼图）。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