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

B

三月羊城，草长莺
飞，花团锦簇，万物萌
生。

中山大学广州大学城校
园体育馆，活力四射。“击球
点有点低”“发力点不对，要
往上打”“你先发过网再
说”……羽毛球场上，张洁雯手
握球拍巡场，大声指导学生动
作。遇到不规范的动作，她就
走过去，手把手地纠正学生的
姿势、示范标准动作。指导完
一个，再接着另一个。

从奥运冠军到体育系
统管理人员再到高校体
育老师，张洁雯的身份
在不断转换，但从不转
换的是白色羽球。

2009年退役以后，张洁雯回
到广州市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
担任管理者角色。“但我的梦想是
当一个大学体育老师。”张洁雯和
好友谢杏芳提起这事的时候，谢
杏芳有点不敢相信，“你一个奥运
冠军，就当高校体育老师？”

“对，我就想当大学体育老
师。我觉得这是个很有意义的
事，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张
洁雯坚定地说。

退役以后，张洁雯在广州市
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工作多
年。在此期间，她仍没有放弃去
高校当老师的梦想。

2016 年，中山大学刚好有
“百人计划”，需要引进高水平的
体育老师。在中大担任羽毛球
老师的朋友李寅问张洁雯，“你
现在怎么样？还想当体育老师
吗？”在纠结和犹豫中，张洁雯开
始投简历、面试。“我从小打羽毛
球，就是我妈帮我选的。退役
了，留在羽毛球中心好像也不是
我特别愿意的。我人生中好不
容易有一个机会是我自己能争
取而又特别想做的，我想咬着牙
先试试。”整个过程中，她一直瞒
着父母，直到结果出来，才告诉
他们，“我要换工作了”。

从广州市体育局到高校，张
洁雯主要精力用于教学，“生活
变得简单又开心”。

一个奥运冠军跑去教基础
班，很多人会觉得大材小用，但
对张洁雯来说，反而颇具挑战
性。“你让我去教专业运动员技战
术、赛场上的心态等，我是非常有
经验的。相反，你让我去教学生
如何发球、如何过网，对我来说其
实蛮难的。”刚开始教学的时候，
张洁雯也是一头雾水，不知道从
哪里入手、该怎么教。为了能够
带好学生，她向很多在高校里当
体育老师的师兄弟、师姐妹寻求
经验，一点点总结、探索，制订教
学计划。“教零基础学生的过程，
我也是从零开始学习。第一次教
的时候出现很多问题，总结后，第
二节课会稍微好一些，第三节课
再好一些，一次比一次进步。”

相较于专业运动员，中大学
生的羽毛球基础比较薄弱。教
学中，经常会发生一些让人忍俊
不禁的事，比如学生会问一些脑
洞大开的问题，“为什么发球一
定要限制高度？为什么这个动
作要这么做？为什么比赛规则
是这个样子……”这些问题让张
洁雯哭笑不得，不知如何回答。

一开始，张洁雯觉得羽毛球
发球十分简单，没有什么好教
的。但是在教学过程中，她发现
有学生不会用手腕、有些人高度
达不到、有些人动作十分别扭
…… 各 种 各 样 的 发 球 姿 势 都

有。这些现象提醒张洁雯不能
用专业运动员的教学方法应用
于学生身上，而是要将教学动作
程序化、标准化。例如，球的 45
度角要放在哪个地方、拍面要怎
么放、拍子轨迹是如何运行的
……教学动作要提前设置好。

“当学生从完全不会，通过上你
的课，到期末他会发球、会打球
了，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张洁
雯笑着说道。

“自律”，这是张洁雯在教
学中，学生们给她最深刻的感
受之一。“中大的学生素质都
很高，而且他们还挺听话。你
告诉他们动作该怎么做，他们
就会特别认真地学习、训练。”
在早期的运动员职业生涯中，
张洁雯觉得运动员“更像是军
事化管理，有时候不管愿不愿
意，你必须这样做。”在大学
里，她看到了学生们的自觉和
组织能力。张洁雯会带羽毛
球校队训练，学生们总是会自
觉集中、抵达训练地点、开展
训练，很少需要督促。

“ 热爱 ”是另一个关键
词。学生们对羽毛球的热爱
超乎张洁雯的想象。刚到中
大时，张洁雯有些不适应，甚
至不是很理解学生的一些行
为。羽毛球、羽毛球拍都是消
耗品，学生们总是自己购买、
自己抽出学习以外的时间进
行训练。对于张洁雯来说，这
是不可思议的。

“我自己不是很喜欢这项
运动，是因为我妈妈一直想让
我从事，所以好像被迫坚持一
样。但学生们对羽毛球的那
种热爱是超乎我想象的。”有
时候，张洁雯跟专业队的师弟
师妹交流，提到学生会自费买
器材、花很多课余时间训练，
大家都觉得十分意外。

张洁雯坦言：“我真的是
在学生身上看到了对羽毛球
的热爱，这让我重新去认识这
项体育运动。”现在，她能看到
羽毛球的有趣之处，会花更多
的心思去钻研这项运动和羽
毛球教学。

对很多业余的选手来说，
杀球等技巧显得格外重要。
张洁雯希望的是加深同学们

对羽毛球的理解，让他们更加
热爱这项运动，而不是单一地
追求技巧。“我觉得打球就跟
下棋一样，打球不一定要把
它打死，最大的乐趣是，我怎
样把球打到我想让它去的一
个点，然后对方回过来，我再
打到我要它到的那个点，一
直如此，让对方满场跑，而球
一直在我的掌控中。这才是
羽毛球真正的乐趣，就是我
全场控制，但我又不打死球，
到最后我越来越主动，对方
越来越被动，最后只能主动放
弃了。”

学生刘可仪非常喜欢张
洁雯老师，“张老师的羽毛球
课非常有趣，又能学到很多东
西。她这个人十分温和，没有
一点奥运冠军的架子，教学的
时候总是很有耐心，手把手教
我们学会标准的动作”。

同班同学魏莱十分赞同，
“在张老师的体育课上不仅能
学到体育知识，更能感知到刻
苦训练、迎难而上、积极乐观
的体育精神。她的言传身教
鼓励着我们走出教室，将运动
作为生活的一部分，在强身健
体的同时拥有不畏困难的勇
气”。

张洁雯希望能带动更多
的人参与到运动中来。如今
高校非常重视学生体质的发
展，如学生每年都要进行体
测、体育课不合格不能领学位
证书、游泳等课程作为必须
掌握的技能等。在中大，学
校还会给每名学生发放体育
锻炼的定额经费，鼓励大家
租场地进行锻炼。“如果每个
人都有一项热爱的体育运
动，将是一个很好的解压方
式。”张洁雯笑着说道。

校园里的 奥运冠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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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 出 生 于 广 东 省
广州市，现任中山大学体育
部副教授；1987 年开始练习
羽毛球，1997 年进入国家集
训队。

个人主要荣誉

●1998 年 澳大利亚 世
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女双
冠军

●2001 年 广州 全运会
羽毛球女双冠军

●2004年 雅典
奥运会羽毛球女双冠军

●2005 年 加利福尼亚
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女双冠
军

●2006 年 多哈 亚运会
羽毛球女团冠军、女双亚军

张洁雯张洁雯：：

他们曾经是赛场上叱咤风云的奥运冠军，挥洒汗水，志在为国争光。如今他
们迎来人生旅途的华丽转身，或步入大学校园成为一名体育老师，以一技之长和
大赛经验，让体教融合在大学校园真正落地生根；或成为一名普通的大学生，让自
己的人生更加完整充实。他们不仅头顶奥运冠军的光环，更肩负着共同的使命，
将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和中国运动队的团结、坚韧和不服输的优良传统一路传
承，为中国青少年体育事业的发展和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建设，继续添砖加瓦。

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听听他们、近距离地接触他们。

生在广州的张洁雯，六岁开
始接受羽毛球训练，因为妈妈是
一名忠实的羽毛球迷，早早就为
女儿选好了体育的路。张洁雯
从小学习羽毛球，但高强度的训
练一度让她吃不消，所以心里对
这项运动是讨厌的。

不过几年的训练后，张洁雯
的实力突飞猛进，1994年全国少
年儿童羽毛球锦标赛，张洁雯夺
得单打和双打的双料冠军。一
年后，张洁雯进入广州市羽毛球
专业队。1997年，张洁雯因出色
的表现入选国家队。随后张洁
雯第一次参加大型比赛，她与谢
杏芳搭档，一举夺得澳大利亚世
界青年锦标赛女双冠军，展现了
超强的实力。

2002 年亚运会后她与杨维
合作，2003 年女双排名世界第
一。2004年 8月，张洁雯夺得雅
典奥运会女双金牌。2005 年，
张洁雯夺得世界锦标赛冠军和
世界杯冠军。

说起在羽毛球国家队的生
活，张洁雯用一个“苦”字形容。
张洁雯说，自己在国家队时，女
双都是和男双一起练的，很多时
候，女双的训练强度甚至大过男
双。“我们是从第一段强度开始，
然后上三段强度，每一段 45 至
50分钟，三段强度之后，气都喘
不过来，浑身衣服早就湿透了，
然后才是一段轻训练。有时上

午训练完了，还要负重爬两趟香
山。晚上休息时，头挨着枕头就
睡着了。”

除了艰苦的训练，还要面临
着巨大的内部竞争压力。在国
家队，训练不好，就要被淘汰。
张洁雯对自己要求很高，只要有
一次训练不好，第二次就要训练
得更好。张洁雯开玩笑地说：“走
上赛场，反而是最轻松的。参加
比赛，每天只用打一场球，比平时
每天十多个小时的‘魔鬼训练’轻
松多了。”压力太大时，张洁雯会
紧张到睡不着，心跳加速。

一路过关斩将，张洁雯冲进
了 2004年雅典奥运会赛场。中
国羽毛球实力强劲，被寄予夺冠
的厚望。这种“理所当然”夺冠
的压力伴随着张洁雯，但时间久
了，她也慢慢习惯这种压力。“后
来我想通了，能力越大，责任越
大，你本来就是吃这碗饭的，全
国人民对你的要求自然要高。”

2004年 8月，雅典奥运会羽
毛球女双决赛，张洁雯和搭档
杨维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反败
为胜，以2比1战胜了队友、世锦
赛冠军高凌/黄穗，夺得金牌。

张洁雯提到，双打讲究的是
一个配合。两个特别强的人配
在一起并不见得会很强，两个特
别搭的人配在一起互补，才能发
挥最好的作用。“所以我觉得可
能我跟杨维从性格上，从打法

上,各方面都是互补的。”
决赛上场前，杨维告诉张洁

雯，“我们做好困难的准备，第一
局输了也不要紧，第二局落后了
也不要紧，哪怕第二局输了，我
们也是第二。不要紧，我们就尽
力打好。”所以第一局输了在预
料之内，只要尽力就好。

张洁雯夺冠的那一刻，她妈
妈对她爸说：“幸好她成功了，不
然她要怨我一辈子。”张洁雯坦
言，“小时候不怎么喜欢羽毛球，
更像是被妈妈逼着去打羽毛
球。这么多年来我也很不开心，
但我觉得我妈活得也很累，因为
一直以来都是她强迫着我打，她
身上背负的压力也很大。”

这也直接影响到张洁雯对
孩子的教育。她会带着孩子一
起运动，但不会强迫小孩从事羽
毛球项目，尽可能给他们选择的
机会，走个性化发展道路。“每个
妈妈在怀孕的时候都会出现很
多小状况，我们心里对小孩只有
一个愿望，就是他可以健康平安
地长大。但我们经历越来越多、
对比越来越多以后，人变得贪
心，到后来要求的东西也越来越
多。”张洁雯一直在提醒自己不
忘初心，“最重要的是人品要好，
千万不要学坏，身心要健康，要
有素质和责任心，要积极向上，
不要遇到一点事就受挫。尽力
就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机会。”

不喜欢羽毛球的羽毛球奥运冠军

到高校当体育老师一直是她的梦想

学生的热爱让她重新审视羽毛球

从体育系统转行教育系统，人生中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是自己争取到的

在大学当体育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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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观察

张洁雯（左）和杨
维在雅典奥运会夺金

图/视觉中国

张洁雯教
学时的状态

张洁雯手把手教学生发球

A

又一场樊振东和马龙之间的
经典对决！昨晚在WTT新加坡
大满贯男单决赛中，广东名将樊
振东在先赢后输、大比分以 2 比
3落后的情况下，又连扳两局，以
4比 3逆转“双圈大满贯得主”马
龙，夺得首届 WTT 大满贯男单
冠军。

连丢三局要崩盘？

这是东京奥运会男单决赛的
重演，是樊振东和马龙在奥运会
后的首次国际大赛交锋。两人的
实力无需多言，樊振东如日中天，
排名世界第一；马龙宝刀未老，仍
旧位列世界第二。过去几年，

“龙胖大战”的好戏在大赛决赛
中多次上演。两人近三次交手，
樊振东两胜一负，占据上风，不
过马龙拿下了分量最重的奥运
男单冠军。当然，樊振东在全运
会男团决赛中也上演了连续挽
救五个赛点的极限逆转好戏。
可以说，两人无论在实力和心态
上都难分伯仲，比赛胜负更多取
决于临场发挥。

本场比赛，樊振东是率先发
动的一方。前两局，樊振东进入
状态迅速，马龙则以稳为主，但相
持球特别是反手相持，马龙明显
处于下风，樊振东势大力沉的击
球和多变的线路令马龙难以招
架，“小胖”也以两个11比 6连下
两局，取得大优的局势。

不过，樊振东的对手可是马
龙——乒乓球历史上最伟大的运
动员之一，比赛怎会如此轻易结
束。从第三局开始，马龙主动
寻求正手进攻，变稳为凶，频繁
打出杀板；樊振东则失误开始
增多，面对马龙的变化也有些
应对不及，被对手以 11 比 6 扳
回一局。第四局，两人比分交
替上升，马龙在关键时刻又主
动上手，以 11 比 9 再下一城，将
大比分扳平。接下来的一局，
马龙越战越勇，樊振东则状态
回落，马龙以 11 比 8 又胜一局，
连下三局反超了樊振东！

马龙此时的士气已达到顶
点，樊振东心态则受到连丢三局
的影响。第六局开局，樊振东连
续丢分，比分很快来到1比6。似
乎新科世乒赛男单冠军大势已

去，难道东京奥运会男单决赛的
失利又要再来一回？

永不放弃完成逆转

不！樊振东用实力和事实
证明，他已不是去年那个初次参
加奥运会的樊振东，经历了两届
大赛，经历了起起伏伏，他真的成
长了。

1 比 6 落后，樊振东没有放
弃，冷静下来，一分一分地抠细
节，连追五球将比分扳平！随后，
樊振东士气大振，战至 8 平后连
夺三分，以11比 8将比赛带入决
胜局。

决胜局的形势已完全逆转，
再加上马龙体能有所下降，正手
命中率大幅降低，樊振东牢牢掌
控比赛局势。11 比 7，最终樊振
东经过艰苦的七局大战夺下男单
冠军。

最好的对手成就了最佳的自
己，这话用在马龙和樊振东身上
再合适不过。夺冠后，樊振东第
一时间表示，希望全体观众能将
掌声送给他和马龙，因为两人联
手奉献了这场经典对决。

“每次和马龙打，都像是在
学习，在向前辈致敬。”樊振东
说 ，能战胜马龙 ，他在赛前敢
想又不敢想，这反映出樊振东
在面对这位最大对手时的纠结
心态。

“更多的是把比赛准备好，
在场上全力发挥。这场比赛落
后再多我也没有放弃，而是相信
自己能够再赢一分，再抢一分。”
提到从领先到落后再完成逆转，
樊振东感慨颇多，这种不放弃的
精神也是他能完成大逆转的关
键所在。

去年年底的 WTT 世界杯总
决赛，樊振东在新加坡夺得男单
冠军，如今又在新加坡夺冠，樊振
东表示：“福地新加坡给了我力
量，新加坡的美食、球馆和观众也
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在昨晚的女单决赛中，新科
奥运女单冠军陈梦以4比 3艰难
击败新科世乒赛女单冠军王曼
昱，避免了对对手的四连败，也凭
借这个冠军夺得的2000积分，重
返女子世界第一。

羊城晚报记者 魏超然

“龙胖大战”一波三折

樊振东逆转马龙夺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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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英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伯
明翰降下帷幕，世界羽联开春“铁
三角”赛事结束了前两站德国赛
和全英赛的争夺，国羽在德国站
夺得女单和女双冠军，女单、男双
和混双获得亚军，以占据决赛席
位半壁江山的姿态完成赛季首
秀；随后在全英公开赛受到签位、
伤病等影响，只收获两银，但也不
乏亮点。

这两站赛事，各协会的参赛
阵容可用豪华来形容，锻炼价值
极高，对国羽的冬训成果、阵容重
组都是很好的衡量标尺。

具体到五个单项，女单集团
优 势 初 步 显 露 。 尤 其 在 德 国
站 ，陈 雨 菲 、何 冰 娇 呈 现 女 单

“绝代双骄”的格局。何冰娇在
东京奥运会后，体能、斗志和韧
劲明显上了一个台阶。出征前
的 队 内 对 抗 赛 ，她 以 七 战 全 胜
排 名 女 单 组 第 一 ，德 国 赛 连 续
以 2 比 0 击 败 大 堀 彩 、山 口 茜 、
安 洗 瑩 和 陈 雨 菲 ，冠 军 含 金 量
十足。全英赛女单主要受到签
位 的 影 响 ，十 六 强 和 八 强 赛 均
出现国羽内战的情况，张艺曼、
何冰娇均因此选择退赛。

陈雨菲伤愈复出，状态仍未
恢复到最佳，全英赛四强赛不敌
日本队山口茜，是她继尤伯杯和
苏迪曼杯后对阵山口茜三连败。

不过，24 岁的陈雨菲体能、状态处
于职业生涯黄金时期，此前尚且
能够打破对戴资颖的 11 连败，未
来打赢翻身仗不是难事。加上张
艺曼、王祉怡等女单二线球员，国
羽女单展现出集团优势的雏形。

国羽男单的境况比较窘迫，
谌龙因伤病仍在调整休息，离归
队还有一段时间。一直受伤病困
扰的石宇奇已回到省队训练，何
时回归不得而知。国羽男单将精
力放在梯队建设上，两站比赛都
由陆光祖和赵俊鹏挑大梁，暂时
没有亮眼成绩。新秀李诗沣德国
赛首轮不敌印尼名将乔纳坦，全
英赛因排名太低无法参赛。国羽
男单青黄不接在一段时间内都会
比较严重。

双打组在年初进行较大规模
的拆对和重组，欧洲三站比赛采
用“全英用原配，德国、瑞士赛用
新配”参赛。在德国赛，男双刘雨
辰/欧烜屹和何济霆/周昊东、女
双郑雨/张殊贤、混双欧烜屹/黄
雅琼都打入四强。全英赛继续参
赛的新组合只有郑雨/张殊贤，她
们闯入决赛，虽未能夺冠，但表现
已令人惊喜，有望成为陈清晨/贾
一凡的侧翼。混双王懿律/黄东
萍在全英赛决赛失利，似乎是受
到感冒的影响。

羊城晚报记者 苏荇

国羽开春先扬后抑
女单双打不乏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