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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郭 剑

从 7 月 25 日揭幕战，到 9 月 28 日第一

阶段结束，本赛季中超联赛 16 支球队，用

唯一可行的方式，在大连和苏州两个赛区，

完成了 14 轮总共 112 场比赛。

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这 66 天成

为中国足球史上最煎熬的一段时间，包括

球员、教练、俱乐部工作人员、赛区工作人

员、赛事转播人员、多部门保障人员在内的

数千人长时间封闭在核心区域，为无法到

现场的球迷和观众，共同奉献出了受众面

最广的这一季中国本土顶级联赛；在几乎

严到极致的防疫措施保证下，核心区域无

一人核酸阳性导致比赛受损中断——即便

是争议判罚的杂音，也抹杀不了特殊时期

中超联赛的整体成就，这是联赛之功。

防疫安全，联赛之“得”

时间退回到揭幕战前一天7月24日，大

连市政府通报全市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9例、

无症状感染者27例。大连市防疫管控措施立

即升级，“大连赛区能否按照计划开赛”必须

经防疫相关部门评估——有大连赛区工作

人员一个月后还告诉记者“仍然不敢想那两

天是怎么过来的”——24 日当天下午，大连

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中超联赛因已

严格按照防疫管控措施完成各项准备工作，

联赛揭幕战将按时进行，大连市副市长张志

宏当天下午前往媒体指定酒店慰问抵达大

连后立即遭遇疫情的中超记者，在提醒记者

加强防控意识的同时，表示大连市中超赛区

有足够可靠的防控方案保障联赛进行。

因此中超联赛顺利完成第一阶段赛事

本身的意义，远超“联赛”本身。

中超联赛背负巨大压力和风险开赛，

一是响应国家有序复工复产号召，为“足球

产业链”上的相关从业者提供工作机会；二

是帮助球员寻找和维持比赛状态，以便接

下 来 国 字 号 球 队 “ 有 人 可 用 ”“ 有 人 能

用”；三是丰富数以千万计球迷的业余文

化生活——6 月下旬国内疫情防控阻击战已

经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全国疫情防控形势向

好，作为国内影响力最大的顶级体育联赛，中

超没有理由在这样的情况下畏缩不前。

本赛季中超联赛恪守“防疫第一，比赛

第二”原则，赛区核心封闭区域（蓝区）更是

力 争 与 外 界 完 全 隔 离 —— 以 大 连 赛 区 为

例，球队进驻赛区后工作人员发现，有运送

球员的俱乐部大巴车因车辆未安装 ETC
（电子收费系统）而需要经过人工通道与外

界接触，协调人员紧急联系相关部门派工

作人员经过核酸检测和相应隔离措施，为

俱乐部大巴车安装 ETC 装置，以便核心赛

区的生活、训练和比赛形成“完全闭环”。

另一个例子，是为缓解封闭区域人员

心理压力所开设的快递通道，也在涵盖生

鲜、速冻、水产、外卖、酒类、蔬菜、罐头等

13 类“禁运”物品的基础上，增设“4 小时内

2 次消杀”的处理规定，正是这样细致入微

的管控措施，才让中超联赛第一阶段赛事

没有踩踏防疫红线。

也正是由于相关人员的极度负责，联

赛在 9 月初的第 9 轮和第 10 轮“有序开放

观 众 看 台 ”，符 合 防 疫 管 控 措 施 规 定 的 场

次，陆续迎来了数百名现场观众——据记

者了解，第二阶段中超联赛的防疫措施与

第一阶段相比不会有太大变动，两个赛区

的防疫部门将审定最终方案。

争议判罚，联赛之“失”

因赛会制导致比赛密集，“争议判罚”

成为中超联赛第一阶段无法回避的技术性

话题——中国足球裁判水平与中国足球整

体水平相符，球迷并不奢望一场能够让人

“忽略裁判”的完美比赛，但尤其在第一阶

段联赛后半程重大争议判罚出现的次数和

频率，已经严重影响到球迷观赛的心情。

以往赛季，中国足协在联赛焦点战及

关键场次安排外籍裁判执法，以便最大限

度降低“阴谋论”质疑。上个赛季，中国足协

裁 判 委 员 会 更 是 推 出 第 一 批“职 业 裁 判 ”

（马宁、傅明、张雷 3 名本土裁判和马日奇、

克拉滕伯格两名外籍裁判），以便中国足球

裁判向职业化迈进。

但本赛季外籍裁判受政策所限无法来

中超执法，本土金哨、名哨在高密度和高强

度的比赛中承受着巨大压力。新华社派驻

封闭赛区记者 9 月 27 日专访苏州赛区裁判

组负责人——这天上午第 13 轮裁判工作

业务总结会在蓝区召开，争议判罚案例将

提交给由 7 位退役专家组成的评议组进行

投票，最终认定为错漏判的判罚，其当事裁

判会受到中国足协内部处理，“一般的错漏

判停赛 1 到 3 场，严重的错漏判停 4 到 8 场，

特别严重到影响联赛最终排名的判罚，会

被停赛整个赛季”，至第 13 轮比赛结束，评

议组已经审议了包括北京国安与上海上港

比赛争议判罚在内的 8 次争议判罚。

按照裁判组负责人的说法，裁判员的

选派工作经中国足协裁委会和裁判部慎重

研究决定，裁判员在比赛当天才知晓自己

执裁场次，“我们的裁判员可能在业务水平

上还需要进步，但思想层面是可靠的”。

事实上，和 3 天甚至 4 天 1 赛的球员相

比，裁判员的体力和精力消耗更甚。苏州赛

区裁判员人手不足，21 名裁判面对每天 4
场比赛只有“轮流转”才能保证比赛运行，

“边裁连吹两场”的情况也有出现——这当

然不是裁判作出重大争议判罚的借口，却

是国内裁判窘境的真实写照。

“好在第一阶段不太涉及球队具体利

益，所以争议判罚的伤害不算很大，现在需

要特别谨慎的是第二阶段比赛，因为是淘

汰赛制，裁判每一次的判罚都可能直接关

系到球队的命运，尤其是点球这样的敏感

判罚。”有裁判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争议判

罚还存在更大隐患：“第一阶段的争议判罚

俱乐部可以上诉，到第二阶段上诉也没用

了，因为上诉也不能改变比赛结果，争冠的

球队输一轮就没希望了。其实中超的判罚

已经不错了，毕竟还是国内水平最高的裁

判在吹，中甲的情况更惨一些，这不是足协

或者哪个部门哪个人能解决的问题。”

9 月 27 日，中国足协公布本赛季中超

联赛第二阶段赛程，争冠组和保级组各 8
支球队将分别在苏州和大连两个赛区仿照

第一阶段形式完成“封闭比赛”，比赛日期

为 10 月 16 日至 11 月 12 日。

和第一阶段联赛最大的区别是，第二

阶段所有比赛采用两回合交叉淘汰制，胜

者晋级，负者再进行排位赛，这意味着，每

支球队在第二阶段都要完成 6 场比赛，其

中争冠球队不能有半点闪失，而保级球队

理论上只要避免进入最后一轮真正意义上

的保级战就可以“上岸”。

事实上 今 年“ 中 超 ”保 级 难 度 已 经 远

远小于往年正常赛季（往年 2 个降级名额

本赛季缩减为 1.5 个），但比赛敏感性有增

无减——争冠组半数豪门球队自然会在遭

受不公待遇时拍案而起，保级组只求平平

安安留在中超的中小俱乐部也不好惹，归

根结底，“争议判罚”越少越好，本土裁判将

在 这 个 特 殊 时 期 经 受 前 所 未 有 的 考 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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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轮 112 场联赛“煎熬”结束——

66 天特殊中超的“得”与“失”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慈 鑫

即将举办冬奥会的北京，近几年青少

年冰球运动的发展速度受人瞩目。不过，一

个同时存在的尴尬现象是，北京打冰球的

孩子在中学阶段大面积流失。这其中很重

要的一个原因，是孩子升入中学之后，学业

压力不断加大，学业与运动最终成为一道

“二选一”的选择题。

不止青少年冰球运动如此，这一现象

在国内其他运动项目上也广泛存在。但随

着 近 日 国 家 体 育 总 局 与 教 育 部 联 合 印 发

的《关 于 深 化 体 教 融 合 促 进 青 少 年 健 康

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出台，

对 于 普 通 学 生 来 说 ，在 学 校 环 境 下 ，无 论

是 参 与 体 育 运 动 的 要 求、氛 围 ，还 是 提 升

运 动 水 平 的 师 资、场 地 条 件 ，都 将 明 显 提

升 ；运 动 成 材 的 上 升 通 道 也 将 不 断 拓 宽 。

学 业 与 运 动 不 可 兼 顾 的 矛 盾 将 逐 渐 成 为

历史。

教育部学生体协联合秘书处秘书长薛

彦青近日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

时认为，《意见》 将给教育系统、体育系

统带来两个发展脉络，“这个文件首先强

调 了 体 育 在 育 人 中 的 重 要 性 ， 强 调 了 学

生 的 全 面 发 展 。 对 于 教 育 部 门 来 说 这 是

要 坚 持 的 。 另 一 方 面 ， 体 育 部 门 对 体 育

人 才 的 培 养 ， 要 从 过 去 相 对 来 说 比 较 独

立 的 一 个 培 训 体 系 走 出 来 ， 把 它 融 入 到

广 大 的 青 少 年 学 生 当 中 ， 融入到学校育

人的体系当中。”

薛彦青强调，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各个

方 面 的 人 才 ， 体 育 人 才 也 应 当 是 其 中 之

一，随着 《意见》 的出台，这种变化会越

来越明显。

对于普通学生来说，学业与运动的矛

盾确实普遍存在。长期主管地方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工作的上海市体育局原巡视员郭

蓓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小学阶段

的学生面对的学业与运动的矛盾不大，因

为这个阶段的孩子学业压力还不大。但是

到了中学，尤其是从初二开始，因为学生的

学业压力突然增大，因为即将面临中考。而

如果这个学生还从事运动训练的话，也会

发现，这个年纪也正好到了运动训练要上

一个台阶的阶段，运动量涨了，训练强度加

了。所以，这个时候孩子面对的学业与运动

的压力成倍增加。孩子及其家庭通常也是

在这个时候必须作出选择，是去体校或者

进专业队，还是继续读书。”

长期以来，中国体育人才的培养基本

上是独立于教育体系之外的，一个孩子如

果要走运动发展的道路，通常也只有在体

育系统内才能得到高水平教练的指导和享

受到更加完备的训练、保障条件。因此，即

便一个孩子希望在学校环境里坚持竞技运

动之路，面对的困难和挑战也要大得多。郭

蓓因此认为，此次《意见》将体育与教育系

统的资源真正融合，这是一个关键。

郭 蓓 介 绍 ，从 上 海 来 说 ，实 际 上 早 在

1999 年就开始推行“体教结合”，在过去近

20 年里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上海的做法

包括，把一部分区体校、市体校的运动队放

在了普通中学，同时，还选派优秀的体校教

练进驻到普通学校。这些教练在普通学校

带运动队的同时，通常还兼任体育教学工

作，大大提高了学校的运动训练水平。郭蓓

表示，上海的体教融合坚持的一个原则是，

作为一名学生运动员，不管你是在体校还

是在普通学校，你都要一边学习一边训练，

你 的 首 要 身 份 是 学 生 ，然 后 才 是 运 动 员 ，

“我们不能以牺牲学生的文化学习和影响

他的终身发展为代价去获取金牌。”

此次《意见》从国家层面给出了“体教

融合”的改革要求，郭蓓认为，上海这些年

的经验表明，一旦家长们看到孩子练体育

与保持学业并不矛盾，就将大大增加他们

支持孩子练体育的积极性和信心。

此次《意见》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打

通了学生运动员的上升通道。今后，学校将

成为高水平运动员的培养通道，有体育特

长的学生，无论是入读大学，还是进入专业

队、职业队，都将更加便利。薛彦青表示，

“从《意见》看来，明确说了小学、初中、高

中、大学的整个学生阶段的体育赛事，要由

教育和体育部门共同组织，并由两个部门

共同拟定赛事计划，包括运动员的注册资

格也要统一。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改革动

向。因为对于学生和家长来说，练体育和保

证学业将不再是一个选择题了。”

此次《意见》明确指出，体育和教育部

门共同建设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正如薛彦

青所说，体育人才也应当是学校培养的人

才之一。优秀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主要由

学校培养，这在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常

态。随着中国从国家层面推动“体教融合”，

有体育特长的学生将和其他领域的人才一

样，在校园发掘和培养个人才能，无须再早

早地脱离校园环境。

基于对中国学校体育未来发展方向的

判断，并参考国际经验，教育部学生体协、

中国大、中学生体育协会近几年已经与中

国篮球协会、中国排球协会、中国羽毛球协

会、中国田径协会、中国足球协会等深入合

作，共同在学校培养这些运动项目的后备

人才，并取得了一定成效。薛彦青介绍，以

CBA（中国篮球职业联赛）选秀为例，今年

19 个 被 选 秀 录 取 的 队 员 里 有 11 人 来 自

CUBA（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的队伍。而

像中国女篮队员、北京师范大学博士邵婷

这样文体全面发展的优秀运动员，虽然目

前数量还较少，但未来，文体兼备将成为中

国体育人才培养的趋势。

当然，整个体教融合的过程也不会一

蹴而就。郭蓓表示，上海由政府主导的“体

教 结 合 ”“ 体 教 融 合 ”之 路 已 经 走 了 20 多

年 ，从 国 家来说，此次《意见》的出台也只

是意味着“体教融合”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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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与运动难兼顾的选择题或成历史

9 月 27 日 ， 主 裁
判 艾 堃 （右 三） 向 江
苏 苏 宁 易 购 队 球 员 杨
博 宇 （左 五） 出 示 红
牌。

新华社记者
龙 雷/摄

“体能测试”
引发争议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慈 鑫

正 在 青 岛 举 行 的 全 国 游 泳 冠 军 赛 暨

东京奥运会达标赛上佳绩不断，但是也发

生 了 一 些 让 人 感 到 匪 夷 所 思 的 事 情 ——

预 赛 拿 到 第 一 ，甚 至 打 破 亚 洲 纪 录、全 国

纪录的选手，却因为体能测试的成绩不理

想 ，无 法 晋 级 决 赛 。9 月 27 日 晚 ，在 女 子

1500 米自由泳预赛上拿到第一，并打破亚

洲纪录的小将王简嘉禾，就在因体能测试

成绩不佳，因而无缘该项目决赛后无奈地

表示，“我们毕竟是水上项目，陆上项目不

是很擅长。像跑步运动员不可能来水里游

得 特 别 好 ，同 样 的 道 理 ，游 泳 运 动 员 也 不

可能陆上每个项目特别好。”

按 照 国 家 体 育 总 局 今 年 2 月 发 布 的

《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强化基础体

能训练恶补体能短板的通知》，明确了“坚

持‘ 体 能 是 东 京 奥 运 会 入 场 券 ’的 选 拔 标

准，持续强化体能训练工作”的原则，并要

求“确定各项目基础体能达标标准，不达标

者不得参加奥运选拔”。

从 8 月开始，羽毛球、田径、排球、体操

等全国性比赛均安排了体能测试环节。不

过，也由此发生了一些争议事件。

在之前举行的全国田径锦标赛上，因

为多名短跑、投掷、跳跃等项目的优秀运动

员未能通过体能测试而无法参赛的消息就

引起过业内质疑。根据当时中国田径协会

公布的体能大比武成绩，巩立姣选择了弃

权，苏炳添因伤无法出战。其他没能迈过体

能门槛的名将包括男子百米的全运会季军

徐海洋、青运会冠军李泽洋、全国锦标赛冠

军杨洋；男子 200 米的青运会冠军隋高飞；

男子 400米的全运会季军吴宇昂、全国锦标

赛冠军吴磊；男子三级跳的奥运会季军、全

运会冠军董斌；还有女子短跑新星李贺、李

玉婷；17 岁的女子跳高新锐陆佳雯；女子跳

远新星龚璐颖、中国跳远名将陆敏佳等。

对于高水平的专业运动员来说，运动员

的体能水平与专项成绩之间的平衡点如何

掌握，成为业内外近一段时间以来对体能测

试引发一系列“意外事件”的讨论焦点。

根据中国游泳协会公布的信息，本次

在青岛举行的全国游泳冠军赛增加了体能

测试环节，设置垂直纵跳、引体向上、躯干

核心力量、30 米跑、3000 米跑 5 个项目。本

次比赛的竞赛规程规定，游泳比赛预赛前

16 名运动员根据体能得分排序，取得前 8
名的运动员进入决赛。

但专项成绩非常优秀的运动员，因为

在带有很大争议性的体能测试中成绩不理

想就被淘汰，在国内外体育历史上都是绝

无仅有的。

著 名 体 育 学 者 易 剑 东 对 引 发 争 议 的

“体能测试”作了这样一番评论——当你把

谢震业的 3000 米跑成绩提高到 11 分时（苏

炳添是 13 分 38 秒），再去看看他的 100 米

和 200 米还能分别跑进 10 秒和 20 秒吗？当

你把游泳短距离选手的 3000 米跑提高到

11 分乃至 12 分时，还指望他的 100 米自由

泳提高 0.5 秒？如果是这样，中国人就会颠

覆世界运动训练的历史，就会创造世界竞

技体育的奇迹。

有业内人士表示，为提升中国运动员

的体能水平，体育部门推出引导性的政策

并没有错，但目前以体能测试成绩决定运

动员能否参加全国比赛和能否在全国比赛

上晋级的做法有矫枉过正之嫌。同时，在目

前体能测试的设项、标准还有待进一步科

学论证和改进的情况下，就以体能测试成

绩作为评定运动员的首要标准，并导致一

系列奇怪的现象出现，体育部门确有必要

对政策进行反思和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