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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梁 璇

2008/2009 速度滑冰全国联赛哈尔滨

站，来自全国的速度滑冰选手有序地飞速

滑行在一个比标准足球场还大的冰面上，

但数百人中，除了队友和教练，已经在冰上

“苦”了 8 年的张虹“一个都不认识”。

12 岁进入专业队，张虹早期练习的是

短道速滑，但能当模特的身高在讲究“钻空

子”的短道项目上却成了“负担”，8 年努力

未能换得一个登上国际赛场的机会。2008
年，张虹决定从短道转为大道，这一决定几

乎等于“从头来过”，就像同样是咖啡，意式

浓缩和摩卡却是截然不同的滋味。

转项后的第一个赛季，尴尬接踵而至。

张虹尤为记得首场比赛那天一早，她背着

冰刀、拎着磨刀架和油石进入代表队休息

室的一刻，“当我推开门走进去，里面十几

名运动员齐刷刷看向我，又看了一下我手

里拿的磨刀架，沉默了几秒，疑惑的表情似

乎说着‘这是哪儿新来的？’”她突然意识到

自己哪儿不对劲，才发现休息室里别人只

带了冰刀和比赛服，只有自己带了全套装

备，尴尬时仍不禁疑惑——比赛可以不用

带磨刀架吗？

张虹把过往记录在自己的公众号“张

虹 IOC MEMBER”中，她记得当初“想融

入这个集体里貌似并不简单”。但接下来几

年 ，她不仅顺利滑入新的赛道 ，还在 2014
年索契冬奥会速度滑冰女子 1000 米比赛

中夺冠，实现了中国速滑冬奥会金牌“零”

的突破。

2018 年退役后，离开赛场的张虹仍在

不停切换赛道，运动经历像一粒种子，生长

出国际奥委会委员、高校教师、体育产业从

业者，甚至新媒体小编等枝叶，让曾经的一

双冰刀划出赛场外的无限可能。

近日，不停“上场”的张虹荣膺“中国青

年五四奖章”，她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

示，“尤其在疫情期间，能跟很多抗击疫情

的一线医护人员一起获此殊荣更加珍贵，

也坚定了我为冰雪运动、奥林匹克事业奋

斗的信念”。

这只是冰山一角

23 年的冰上运动生涯在 2018 年平昌

冬奥会后画上句号，虽然无缘奖牌，甚至没

能进入前八名，但饱受膝伤困扰还能站上

赛场让张虹觉得这个句号“算是圆满”。

膝盖和意志对抗时，连下楼梯的动作

都是挑战，到了冬天，“整个小腿有时会失

去知觉”。但张虹还是通过层层选拔回到冬

奥会赛场，“承受了多少只有自己知道”。她

真切地体会到，自己赢了这场比赛，“奥林

匹克的意义并不是让每个人都拿金牌，更

重要的是让你战胜自己，站上赛场”。

几乎无缝衔接，国际体育工作成了张

虹的新赛场——平昌冬奥会期间，张虹被

国际奥委会主席任命为国际奥委会委员，

同时她还担任中国奥委会执委。问题纷至

沓 来 ，“你 在 国 际 奥 委 会 的 工 作 具 体 是 什

么？”“你将会如何履行一名委员的责任？”

这让面对媒体一向从容健谈的张虹“有些

答不上来”，问题不再是熟悉的训练、比赛，

而是自己初涉的领域，她坦言，语言障碍、

陌生的人际关系、对国际体育组织文化的

欠了解等，“让我没有一天不感到吃力”。

“以前是身体累，现在是精神累。”张虹

曾以为，“运动员委员就是代表运动员去发

出自己的声音、分享自己比赛的经验、去认

识更多朋友。”可等她正式参与工作后，就

发现这些想法“只是冰山一角”，甚至仅把

这些最初的想法付诸实践都是一场全面席

卷她的改变。

最初几次开会，张虹习惯性地往箱子

里塞套运动服，但根本没机会碰。当曾经向

往的“像白领一样”穿正装代替了二十几年

几乎“长”在身上的运动服，“别扭”就从腰、

手肘、后背攀爬出来；得努力跟上非母语的

表达，且每次开会一坐就是五六个小时，让

习惯了每天运动的她不知不觉身体僵硬，

“感觉只有脑子会动”。类似的细枝末节总

会在实践中变成硕大的问号，在餐桌礼仪、

衣着规范，甚至独自出行等方面给张虹提

出挑战。

一年有半年奔波在外，经常倒时差，和

来自各行各业、不同年龄和运动背景的委

员共事，这是张虹工作的常态。但一度最让

张虹担心的事却是第一次独自前往瑞士洛

桑。尽管，运动员时期张虹不乏大量海外参

赛经验，但运动队的保障足以让选手“玩着

手机跟大部队走即可”，一旦没了团队保驾

护航，“飞机晚点怎么办？”“下了飞机要找

谁？”等问题便让她陷入忐忑，“我磨蹭到最

后一分钟才出门”。

从哈尔滨前往洛桑算得上周折，需航

经北京、法兰克福到日内瓦，下飞机后还需

转乘一个多小时的车，第一次独自上路像是

一场冒险。但顺利完成后，张虹却慢慢喜欢

上这种体验，如今，她对这条路线已经颇为

熟悉，且期待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同事

相聚在目的地，“现在我每次去洛桑都会带

着问题、带着思考，每次一点点进步，越来

越能感觉到奥林匹克真的像一个大家庭”。

“说不清从什么时候起，每天要不学点

英 语 或 奥 林 匹 克 相 关 内 容 ，就 会 感 到 心

慌。”张虹坦言，自己感到空前的压力，这种

压力让她成为一块海绵，拼命吸收着四处

涌来的可能。进步慢慢溢出，“一开始听都

听不懂，还提啥建议？”张虹坦言，语言关最

先横在面前，她几乎把所有能用的时间都

用来学英语。慢慢地，交流不再是障碍，可

“提什么样的建议”又成了困扰。

委员们有不同的教育背景，建议便来

自各个领域。“我是运动员，对冰雪运动最

了解，这是我能发声的地方。”在一次关于

奥运村建设的讨论中，张虹提问：“从机场

怎么抵达运动员村？从运动员村到比赛场

馆需要多长时间？”看似简单的细节问题，

直接影响了运动员的参赛体验，“原来运动

员的声音有那么重要”。

而走出赛场，张虹也骤然发现，原来办

一场奥运会竟这么难，涉及的层面既宏观

更 微 观 。“无 论 从 委 员 还 是 从 运 动 员 的 角

度，我发现，奥运会一直强调以运动员为核

心来办赛，没有运动员就没有一切。”这一

感受，在今年因疫情而推迟东京奥运会一

事上更加突出，为了维护运动员利益，国际

奥 委 会 紧 锣 密 鼓 地 召 开 了 一 系 列 线 上 会

议，来自世界各地的委员出现在同一块小

小屏幕上，有人处在深夜，有人正逢清早，

但大家关心的都是，“奥运延期后，如何保

证运动员的训练条件、心理健康？如何关心

即将退役的老将？怎么让年轻选手获得更

多机会？”

如今，张虹在国际奥委会的工作面越

来越广，除了在运动员委员会任职，张虹目

前还担任运动员陪同委员会委员。此外，作

为冬季奥运会举办地委员会委员，张虹还

曾作为 2026 年冬奥会评委委员会中唯一

的运动员代表，前往意大利和瑞典考察。同

行的委员中不少年龄已达张虹的父辈，但

他们同样对奥林匹克事业投入极大热情和

精力，这让张虹深受触动。

张虹的朋友圈曾经充满美食和美丽自

拍，但“画风”渐渐变成了奥运和冰雪的“知

识库”，除了国际奥委会的动态，还有大量

张虹亲自翻译的奥运知识普及文章、亲自

示范的健身视频，等等。且在变化的“画风”

背后，那个曾经自诩“吃货”、热爱“买买买”

的姑娘飞遍世界却几乎没有观光购物的环

节，“在洛桑待一周，可能有 6 天在开会，几

乎注意不到太阳的起落”。她有了更在意的

事情，“老得琢磨在会议里面要提出什么样

的意见，要发出什么样的声音，这似乎更有

意义”。甚至原来在训练之余用大波浪发型

或连衣裙“取悦自己”的穿衣打扮，也在此

刻换了标准，“得考虑怎么代表中国运动员

的形象”。

如果有穿越的机会？我不要

“小时候经常看着电视上走秀，在家跟

着乱走。”张虹有“臭美”的一面。冬奥夺冠后，

优异成绩和长相精致就让她十分“圈粉”。

13 岁身高便 1.72 米，这让“名模”两个

字曾几度离张虹很近，她被知名模特公司

看上过两次，但妈妈的问题直截了当：“我

们家孩子能当世界名模吗？”可 2000 年左

右，她们得到的答案是“名模想走出中国至

少身高 1.77 米”。张虹的 T 台路无疾而终。

“我连模特步都不会，怎么就能成为世

界名模了。”妈妈的高要求在她回归冰场后

再次出现，在成绩还没进入前 30 名时，妈

妈问：“你什么时候拿世界冠军？”或许是为

了一次过于期待的表扬，张虹真的拼成了

世界冠军，且创造了历史，但妈妈的表扬迟

迟没有到来，新的问题则出现了：“你什么

时候能陪我吃饭？”

妈妈的表扬，张虹总是从亲戚邻居那儿

拼凑得来，但建议总是出现在朋友圈评论

里：“你那句话说得不够妥当。”张虹能感受

到，母亲要强的背后是希望能给予儿女更多

帮助的急切，但随着儿女长大，父母能给的

越来越少，“她不知道，我俩的状态已经反过

来了，现在是我想给她更好的生活”。

今 年 年 初 ，张 虹 在 社 交 媒 体 上 发 问 ：

“如 果 有 一 次 穿 越 的 机 会 ，你 想 回 到 哪 一

年？”配图是她儿时的旧照，戴着毛线帽、披

着大红披风的小姑娘站在雪地里，似乎暗

示，即便穿越回儿时，张虹的命运也离不开

冰雪。

但张虹“放弃”了“穿越”的机会，毕竟，

若把人生比作游戏，她的几个重要的节点

都是“困难模式”。20 岁，正是从短道改大

道的艰难时刻，身体状况不佳且职业生涯

几乎“重启”；奥运会夺冠，这是绝对幸福的

时刻，但幸福背后奥运备战的艰辛，同样不

忍回顾 ；2018 年退役 ，离开赛场时的五味

杂陈和初入国际奥委会的稚嫩与尴尬，一

切都历历在目⋯⋯

对于人生的每个赛道，张虹都在不断

发掘自己的潜力，她把自己的时间塞满，拼

命学习、努力尝试。但刚退役转型大约一年

半里，这种进取心还是填不满心里的孤独

和迷茫。运动员的生活艰苦但目标明确，且

集体生活里充满教练、队友、队医等“家人”

的陪伴，可进入新的环境时，再努力也会感

觉是孤军奋战，“那时我很困惑，不知道我

在国际奥委会里要承担什么角色，我的目

标是什么？”

所幸，或许是基因里的要强在发酵，被

“感到差距”推着前进的张虹终于找到了相

对舒适的节奏，她有了不同的目标，小到每

天要背的单词数，大到计划把在美国高校

当访问学者的所学用到国内的高校体育教

学中；小到每次开会时要准备的提问，大到

如何通过自己的力量致力于国内冰雪运动

普及。更重要的是，“离开了一个集体，又多

了更多集体，大家齐心协力为一件事努力

的感觉又回来了”。

小家也更有暖色。刚刚过去的母亲节，

张虹陪妈妈爬山、拍照，她在朋友圈感叹：

“当运动员的时候每天追逐时间，退役后又

忙于寻找新的自己；但爱我的家人被我忽

略了太久，寻找生活中的平衡点，工作、学

习、运动，陪家人。母亲节快乐。”

在张虹关于“穿越”的提问下，有人

想重新中考、有人想回去表白、有人想回

到暴涨 50 斤体重之前，只有张虹在下面

回复：“没人觉得现在最好吗？”至少她觉

得现在挺好，“我处于为一个新的目标努

力的阶段”。

本报北京 5 月 11 日电

专访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冬奥会速度滑冰冠军张虹——

离开赛场后，张虹不断“上场”
中超分组、中甲扩军、中

乙多了“外来户”——

职业联赛理事会
尚未面世
便遇难题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郭 剑

天气逐渐转暖，疫情防控措施向常

态化转变，一个个现实的难题摆在中国

足协面前等待尽快解决：中超赛制如何

调整，中甲联赛能否顺利扩军，多支乙

级联赛球队谁能进入中甲，中超俱乐部

U23 梯队和 U19 国青队征战乙级联赛的

细则如何确定，中超、中甲、乙级三级

职业联赛如何协调统筹⋯⋯

5 月 10 日晚，香河国家足球训练基

地，为期 4 天的中国足协联赛工作会议

结束——根基薄弱的中国足球职业竞赛

体系尚处于深化改革阶段，职业联赛理

事会“千呼万唤未出来”，现阶段中国

足协还要“越俎代庖”继续履行职业联

赛理事会职责。

“职业联盟的推进原定去年就要完

成，我也当过职业联盟的筹备组组长，

当时设想让职业联盟成为一个企业化组

织 （公司化管理），由职业联盟来管理

职 业 联 赛 ， 但 我 们 又 认 真 学 习 了 中 央

50 条 改 革 精 神 （《中 国 足 球 改 革 发 展

总体方案》），对最初职业联盟的方案

进行了调整，确定了职业联盟要统筹管

理中超、中甲和中乙球队，这个调整还

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完成。”中国足协主

席 陈 戌 源 上 周 接 受 央 视 新 闻 频 道 专 访

时说，“现在职业联盟的推进已经进入

尾 声 阶 段 ， 章 程 基 本 确 定 ， 我 相 信 最

多 两 个 月 的 时 间 ， 职 业 联 盟 就 能组建

起来。”

据记者了解，中国足协职业联盟将

以“职业联赛理事会”形式出现，这才

是符合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

的最佳选择，而中国足协最初希望以公

司性质推出职业联盟的方案并开展的相

关筹备工作无法继续操作。

事实上早在 5 年前方案出炉时，时

任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张剑便表示，职

业联盟理事会的性质“是全国性国家一

级社会团体”，这意味着，“职业联盟理

事会”与中国足协法律地位相同，只是

事关职业联赛的重大事项须受中国足协

监管。

“中国足协对职业联盟权利的态度

是应放尽放，中国足协和职业联盟的关

系是伙伴关系，第一是监管，第二是服

务。”陈戌源说，“职业联盟组建以后，

有关职业联赛 （中超、中甲、中乙三级

联赛） 的市场开发、赛程安排、裁判指

派等运营事务，都由职业联盟管理。”

不过职业联盟“公司化”的尝试亦

有价值——至少证明“此路不通”。

2019 年 10 月，由广州富力俱乐部

董事长张力牵头组建的中国足球职业联

盟筹备组正式进驻中超公司。中国足协

秘书长刘奕“中国足协不在职业联盟中

占有股权”的表态被外界认为足球体制

改革迎来关键节点。半年之后，张力离

开筹备组回到俱乐部，在谈到职业联盟

迟 迟 无 法 成 立 时 有 “ 中 国 足 协 不 愿 放

权”之表述，同时提到“从 2020 年开

始，到 2022 年使中超联赛公司年收入

达到 100 亿元人民币、到 2024 年使中超

联赛公司年收入达到 150 亿元人民币”

之联盟经营目标，这样的反差自然令球

迷议论纷纷。

过往的无数教训表明，中国足球职

业联赛尚未形成健康产业链，现阶段更

是需要谨慎对待“大跃进”式的发展，

这也是陈戌源用“壮士断腕”来形容新

赛季“严格财务监管，挤泡沫”的重要

原因。

更何况“职业联赛理事会”不能只

负责经营相 对 优 质 的 中 超 联 赛 而 忽 略

中 甲 联 赛 和 乙 级 联 赛 —— 幅 员 辽 阔 的

土地上总共只有 66 支职业球队参加三

级联赛 （中超 16 支球队，中甲 18 支球

队 ， 乙 级 联 赛 32 支 球 队）， 且 不 说 基

层 职 业 球 队 质 量 如 何 ， 单 就 数 量 而 言

也 与 “ 把 足 球 搞 上 去 ” 的 终 极 目 标 相

去 甚 远 ， 而 上 赛 季 还 在 职 业 序 列 当 中

的 3 支中甲球队和 6 支中乙球队因欠薪

没 有 获 得 新 赛 季 准 入 资 格 ， 递 补 进 入

的 球 队 最 多 也 只 能 帮 助 基 层 职 业 联 赛

勉强维持规模。

因 此 “ 职 业 联 赛 理 事 会 ” 责任极

其重大，对于中国足球稳固根基谋求长

远发展的重要性亦不亚于中国足协。

如 陈 戌 源 所 说 ，“ 职 业 联 赛 理 事

会”将于 7 月组建完成。这也是中国足

球三级职业联赛预计启动之时，据记者

了解，今年中超联赛赛制与以往 16 支

球队进行 30 轮主客场赛制相比将发生

较大变化。联赛整体分为“常规赛”和

“季后赛”两个部分：常规赛 16 支球队

分为两组，每组各 8 支球队进行主客场

赛制共 14 轮比赛；季后赛阶段各组前 4
名球队进行“争冠组”，各组后 4 名球

队进入“保级组”，经由交叉淘汰赛确

定最终名次——中甲联赛参照中超联赛

赛 制 进 行 ， 涉 及 国 青 队 和 中 超 U23 梯

队参加的乙级联赛则依照原先分区赛制

进行。

新组建的职业联赛理事会如何面对

特殊时期的特殊局面目前还不得而知，

球迷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来自国家体育

总局的指令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各级职

业联赛细则产生影响。

本报北京 5 月 11 日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慈 鑫

近一个月来，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国

内得到遏制，各级学校正在有序复课。对于

初三学生来说，由于体育中考的存在，恢复

锻炼尤显迫切，但在学校开展体育课和体

育测试过程中，一个月里已有 3 名初三学

生猝死，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学校如何科学、

适量地开展体育活动的高度关注。学生和

家长们对降低体育活动强度的呼声很高，

一些地方采取了取消体育中考或降低体育

中考标准的措施。在业内专家看来，疫情之

后，各地体育中考政策的适当调整属于非

常时期的非常做法，可以理解，但是，学校

体育工作应当加强而不是削弱的趋势不能

改变，一个月来，学生在参加体育活动时发

生的一系列悲剧更从一个侧面说明，疫情

之后，学校最需要补的就是体育课。

从 4 月 14 日至 4 月 30 日，温州、周口、

长沙先后发生中学生跑步猝死事件，其中

长 沙 遭 遇 不 幸 的 这 名 学 生 是 佩 戴 着 N95
口罩跑步。几起悲剧发生之后，多名医学专

家呼吁，学生参加体育锻炼时最好不佩戴

口罩，尤其不能戴 N95 口罩。

因疫情防控的需要，学校复课之后要

求学生佩戴口罩，这无可厚非。学校体育专

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毛振明向中青报·中

青网记者表示，“无论是学生在校需要佩戴

口罩，还是学生复课之后，应当恢复体育锻

炼，这都是学校在按照规定做事。但是学生

佩戴口罩与跑步，这又是两件相互矛盾的

事情，怎样让学生又要戴口罩，又要恢复体

育锻炼，学校、老师应当以更谨慎的态度去

处理”。

毛振明说：“如果我是体育老师，我就

会在学生戴着口罩跑步之前，自己先去试

一试，然后我会适当地调整体育课的内容。

比如，把跑步变成快走，这样既不违反学校

防控疫情需要学生佩戴口罩的规定，也能

降 低 学 生 们 戴 着 口 罩 参 加 体 育 运 动 所 带

来的风险。”

目 前 ， 各 地 已 经 出 台 新 的 政 策 ， 不

再 要 求 学 生 参 加 体 育 运 动 时 佩 戴 口 罩 。

但 是 ， 这 几 起 学 生 在 跑 步 时 猝 死 的 事 件

绝 不 只 是 反 映 了 我 们 需 要 科 学 佩 戴 口 罩

的问题。

南 京 理 工 大 学 动 商 研 究 中 心 主 任 王

宗平教授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 ，如

果 没 有 疫 情 ，如 果 学 生 不 是 戴 着 口 罩 跑

步 ，近些年来 ，学生在参加体育活动时猝

死的事件也并不鲜见 。这反映出 ，一是我

们的学生体质普遍较弱 ，缺乏锻炼 ，越是

不练，身体越容易出问题；二是，应该加强

对学生身体的隐性疾病筛查力度。一些学

生患有心源性、先天性的疾病 ，普通的体

检很难查出来 ，需要有进一步的筛查 ，而

这 些 学 生 确 实 不 适 合 进 行 高 强 度 的 体 育

运动。

接连发生学生跑步猝死事件之后，不

少家长都在网上留言，希望降低学生体育

活动的强度。考虑到学生在疫情期间普遍

体育运动不足，为减少意外发生，不少省市

对体育中考政策做出了调整，比如上海、浙

江等地取消了今年的体育中考，北京则降

低了中考体育的要求，从全市统一组织的

体育中考测试，变为由学校自主进行的体

育随堂测。

毛振明表示，“各地体育中考政策的变

化，属于非常时期的非常做法，无论是取消

体育中考、还是改变体育中考的方式，还是

在做好各项准备措施的情况下，仍按计划

进 行 的 体 育 中 考 ，我 都 赞 成 。这 就 像 是 疫

情 发 生 之后，很多临时性的措施、政策出

台一样，大家都可以理解和接受”。

现在的一个问题是，也有一部分家长

和学生借着这几起学生跑步猝死事件，强

调体育锻炼太累太苦。《中国新闻周刊》进

行的网上调查显示，对于疫情期间体育课

长跑测试是否应该取消的问题，超过八成

网友的选项都是“应该取消，剧烈运动难以

适应”。

王宗平表示，“学生们 3 个月不运动或

少运动，体能下降、体重增加是普遍现象，

可能还有不少学生的近视度数又加深了。

学生们重新回到校园之后，最应该补的就

是体育课。”此外，出于疫情防控、提升学生

身体素质和免疫力的考虑，体育课也比其

他文化课更应该加强，王宗平表示，“体育

课基本上都是在户外开展，空间较大，人员

更分散，比起室内具有更好的通风环境”。

当然，学生运动量的恢复应该循序渐

进，王宗平表示，“在 3 个月缺乏锻炼的情

况下，学生复课之后应当有一个恢复运动

量的过程，最好是在学生的运动量恢复一

个半月之后再进行体育测试”。

其实，对于疫情之后，应该给体育补课

的观点，有的学校已经开始实践。上海科技

大学近日就告知全体学生，复课之后，体育

课从一周一节增加为一周两节。

不过，正如网上调查所显示的那样，对

于强度较大的体育运动，如长跑，不少家长

和学生都抱着排斥的态度。毛振明表示，疫

情期间，学校体育政策进行了适当的调整，

我们对此应当就事论事，“考虑到疫情的特

殊时期，体育中考取消或是变化，这都是正

常的，但并不是说体育课和学校体育的本

质也需要讨论。体育锻炼对学生的必需性

是毋庸置疑的”。

众所周知，国家领导人对学校体育工

作高度重视。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陕

西省安康市平利县老县镇考察调研。在镇

中心小学，总书记说：“现在孩子普遍眼镜

化，这是我的隐忧。还有身体的健康程度，

由于体育锻炼少，有所下降。文明其精神，

野蛮其体魄，我说的‘野蛮其体魄’就是强

身健体。”

在 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也曾指出学校体育的“四位一体”，即

“要 树 立 健 康 第 一 的 教 育 理 念 ，开 齐 开 足

体 育 课 ，帮 助 学 生 在 体 育 锻 炼 中 享 受 乐

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锤炼意志是体育的教育功能之一，毛振

明表示，家长对孩子的过度关爱未必对孩子

的成长真正有利，孩子不去长跑、不去参加

体育锻炼，最终受影响的是孩子一辈子的健

康。正所谓“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体育锻

炼肯定不是舒舒服服就能做的事情。

王宗平认为，如果能够加强对学生的

身体健康筛查，那么身体没有隐性疾病的

学生，参加中高强度的体育运动是完全没

有问题的。而且，充分的体育锻炼不仅有利

于学生提升身体素质，更有助于学生释放

压力、排解压抑。王宗平表示，疫情之后，一

部分学生出现了不愿回到学校和抑郁的情

绪，体育运动也是帮助学生调解心理的有

效手段。 本报北京 5 月 11 日电

有序复课的学校亟须补上体育课

2019 年 4 月 17 日，江苏淮安，洪泽区中学生正在进行体育中考。 视觉中国供图

冬奥会速度滑冰冠军张虹。 张 虹/供图

国际体育工作成了张虹的新赛场。

张 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