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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双流体育中心体育场的赛道上奔跑，来

自清华大学的夏雨雨咬紧牙关。 10000 米的距离，

要围绕田径场持续奔跑 25 圈。最 后 一 圈 ，她 迈 开

大 步 ，加 速 实 现 反 超 。 当 成 都 大 运 会 田 径 女 子

10000 米 项 目 的 金 牌 挂 在 胸 前 ，夏雨雨激动地说：

“感谢我的母校。”

这一幕，让人感慨万千。2005 年，同样来自清华

大学的胡凯，勇夺伊兹密尔大运会田径男子 100 米

冠军，为中国高校体育的发展掀开崭新一页。如今，

高校体育在各地蓬勃发展，这片土壤渐渐结出硕果。

“学训兼顾”更加普遍

竞技场上奋勇争先，回到
课堂不落人后

左手握弓、右手搭箭、瞄准撒放，离弦之箭飞向

靶心。在成都大运会射箭赛场，第一次参加世界大

赛的杜美余携手两名队友，为中国大学生射箭队首

次夺得大运会复合弓男子团体冠军。

在队里，大家都称呼杜美余为“杜博士”。这名来

自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的大四学生，已经获得智能

建造方向直博资格。在杜美余看来，学习与训练是可

以兼顾的。“我会根据不同阶段任务，安排好训练和学

习的时间，设立目标和规划，一步步稳扎稳打。”

像杜美余这样“学训双优”的运动员，如今在校

园里越来越多。竞技场上，他们充分展示运动实力；

回到课堂，专业课学习也不落人后。他们证明了学

训之间可以相辅相成、共同提高。

来自西南大学的网球运动员郭涵煜，本科时期

学习的运动解剖学课程让她更了解身体的肌肉构

造，更清楚每个训练的目的与预期效果。攻读硕士

学位期间，郭涵煜还兼修了心理学课程。“得益于校

园生活，我的思维方式、沟通技巧都有了很大进步，

比赛中遇到困难也懂得如何调整和应对。”

成都体育学院校长潘小非表示，高校可以发挥

自己的优势，调动多学科的专业技术人员去支撑高

水平竞赛训练；同时，将竞技后备人才纳入国民教育

体系，从制度层面上解决高水平运动员的综合培养

问题。“从成都大运会参赛的这批运动员身上，展现

了高校坚定不移推进体教融合的成果。”

“以体育人”深入人心

大力促进全面发展，成才路径更加多元

在成都大运会赛场，中国大学生男排队员胡朕卓很受关注。当初，他曾

放弃直接进入专业队的机会，而选择走“学校路线”。在北京景山学校完成

初中学业后，胡朕卓参加中考升入同校高中，且未占用体育特长生名额。

2021 年高考，他通过高水平运动员招生被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录取。

作为一名本科生，胡朕卓除了每周在清华校队训练 4 至 5 次外，还会利

用寒暑假、节假日跟着北京男排训练。2022 年全国男排锦标赛，北京队获

得亚军，胡朕卓的表现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虽然已在专业赛事上崭露头

角，但在他心中，学业依然重要，“我争取本科毕业后能够读研究生，并尽可

能多打比赛、提升自己。”

从校园赛场到职业赛场，是成才的众多出口之一。为体育特长生创造

更包容的成长环境，让他们拥有更多元的发展路径，是近年来高校体育呈现

的可喜变化。通过体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体教融合向纵深推进注入

动力。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副主席钟秉枢坦言，立德树人是学校体育的根本

任务，体教融合也绝不仅仅是培养几名专业运动员，“我们把学生参与运动、

参加运动会视为塑造人的过程。他们大学毕业以后，会进入各行各业，也许

会成为职业运动员，也许会从事他们心仪的工作。出路宽了，家长们也更愿

意送孩子练体育。”

新一代青年运动员对未来规划有着更宽广的视野。在练体育背后，他

们看到了生活的更多可能，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靶心。“走哪条路都会面临

压力，但生活并非单选题。”来自清华大学的射击运动员王泽儒说。

“带动参与”效果显著

榜样力量不可小觑，激发更多运动热情

来到成都大运会女篮比赛现场，中国女篮前队长邵婷仿佛在赛场上看

到了当初的自己。作为运动员，她参加过两届大运会，随后进入国家队，登

上奥运会赛场，还曾在国外打球。即便如此，她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学业从未

中断，并且获得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我是从校园培养出来的运动员，现在博士毕业了，回到母校带女篮队

伍，尽自己所能帮助大学生球员更好地发展。”相比于竞技成绩，邵婷更欣喜

地看到，本届大运会篮球比赛受到观众喜爱。“最近几年，越来越多高校组建

了篮球队，大学生篮球联赛办得如火如荼，这种热情延续到大运会上。”

高校体育一方面想办法锤炼精兵，成为带动校园体育文化的“火车头”；

另一方面，普通学生的广泛参与，营造了浓厚的校园体育氛围，夯实了体育

后备人才基础。邵婷表示：“通过大运会，人们直观感受到校园体育的魅力，

借助运动员的榜样力量，可以带动和激励更多人参与体育活动。”

从培养运动员到带动更多年轻人参与体育活动，高校体育拓展出更广

阔的空间。成都大学体育馆承担本届大运会 20 场排球比赛任务，尽管正值

暑假，仍有很多学生前来加油。“成都大学校园排球赛办了 36 届，很多同学

从看排球到打排球，感受到这项运动的快乐。”来自成都大学的志愿者龚

佳说。

促进高校体育良性发展，要关注“大多数”。学生社团和校园赛事，成为

带动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两大抓手。中国大学生射箭队副领队张波说，目

前国内已有近 200 所高校开展射箭运动，每年全国大学生射箭比赛参赛高

校有六七十所，参赛选手五六百人，“当普通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站上大运

会领奖台，榜样的力量将是巨大的。”

（综合本报记者郑轶、范佳元、孙龙飞、厉衍飞、刘硕阳和人民网记者杨

磊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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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盛会，点亮成都。赛场上，扣

人心弦的对决轮番上演；赛场外，世界

青年共享文化盛宴。大运会期间，一系

列具有国际范、中国风、巴蜀韵的文化

交流活动精彩纷呈，为世界了解中华文

化打开新的窗口。

从 开 幕 式 上 令 人 惊 叹 的“ 太 阳 神

鸟”图案，到颁奖仪式前引发热烈欢呼

的川剧变脸表演；从大运村里让运动员

流连忘返的非遗体验活动，到多条风光

无限的文化观光路线……各代表团青

年充分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文 化 交 流 ，让 各 国 青 年 增 进 友

谊。《大音希声》古琴专场音乐会展现

传 承 千 年 的 中 国 音 乐 魅 力 ，《舞 彩 家

园》主 题 晚 会 展 现 中 国 民 族 舞 蹈 独 特

的 感 染 力 …… 大 运 会 期 间 ，“Be To⁃
gether”系列主题晚会每晚都在大运村

艺术中心上演，场场博得满堂彩。阿根

廷代表团篮球运动员科尔瓦兰·法昆多

表示，参加主题晚会成为他每天都期待

的事情。各代表团青年相聚成都，在轻

松 欢 乐 的 文 化 表 演 中 增 进 了 解 、收 获

友谊。

文化交流，见证中国工匠的技艺与

智慧。大运会期间，荷兰代表团击剑运

动员拉法·图伦成为大运村互动体验中

心的常客。在老师的指导下，他画了川

剧脸谱、编了竹编作品，准备带回家送

给 对 中 国 文 化 深 感 兴 趣 的 家 人 和 朋

友。这些天，绣蜀绣、做竹编、画脸谱成

为大运村里的时髦活动，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带领各代表团运动员体验中

国非遗制作技艺，感受中国工匠的技艺

与智慧。夜幕降临，文化市集上陶艺、

投壶、击鼓、蹴鞠等体验项目一字排开，

各代表团青年穿梭在充满古意的传统

文化游园会中……文化与大运相逢，传

统与青春相拥。

文 化 交 流 ，彰 显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巨 大 吸 引 力 。 大 运 会 期 间 ，熊 猫

与火焰形象融合的“蓉宝”广受欢迎；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成为各代表

团 的 热 门 打 卡 点 ；熊 猫 玩 偶 、熊 猫 服

饰 、熊 猫 冰 棍 随 处 可 见 …… 憨 态 可 掬

的熊猫形象吸引四方宾客，传递出“有

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开放心态。

赛事组委会以公园城市美学体验为主

线，以“安逸耍成都”为主题，推出 11 条

城市文化观光体验路线，让各代表团青

年认识成都、了解中国。匈牙利代表团

击剑运动员内基福尔·艾丽卡表示，大

运会让她领略到独具特色的巴蜀文化，

希望有机会继续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国

文化。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

丰富。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成为

大运会期间一道风景线，世界各地青年

在文化交流中增进了解，书写了团结和

友谊的生动篇章。

促进交流 书写友谊
戴楷然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
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丰富
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成为
大运会期间一道风景线，
世界各地青年在文化交流
中增进了解，书写了团结
和友谊的生动篇章

本报成都 8月 5日电 （王永战、钟文玥）

8 月 4 日，国际大学体育文化交流中心揭牌仪

式在成都体育学院举行，该中心将由国际大

体联（FISU）和成都体育学院共同建设，是历

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期间国际大体联首次与

举办地高校共建的中心，也是国际大体联在

我国授权认证建设的首个国际性的大学体育

文化交流平台。揭牌仪式上，成都体育学院

授予国际大体联代理主席雷诺·艾德“荣誉教

授”称号。

按照约定，中心将以 FISU 体育价值观和

大学生体育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促进世界大

学生体育事业发展为总目标，以推进国际大

学生体育文化交流、开展体育赛事和教育活

动等为主要内容，联合打造运动医学教育、国

际大学生体育赛事和文化交流、FISU 特色教

育、FISU 遗产保护和学术成果数据库、FISU
健康校园计划推广等多个项目，努力建成国

际化、专业化、多元化、高品质的体育文化交

流平台。

国际大学体育文化
交流中心落户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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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8 月 5 日，中国代表团选手王

正行在羽毛球男子单打 1/8 决赛中战

胜对手，胜利晋级。

本报记者 厉衍飞摄

图②：8 月 4 日，中国代表团选手吴

艳妮（左）在田径女子 100 米栏决赛中。

环球时报记者 崔 萌摄

图③：8 月 5 日，中国代表团选手韩

旭（右）在女篮决赛中。

环球时报记者 崔 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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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4 日晚，成都双流体育中心体育

场，全场目光聚焦在成都大运会田径女子

100 米栏决赛的跑道上，来自北京体育大

学的吴艳妮以 12 秒 76 的成绩第二个冲过

终点，不仅在一天之内再度刷新了个人最

好成绩，更是达到了 12 秒 77 的 2024 年巴

黎奥运会入围标准。“获得银牌虽然有点

遗憾，但更重要的是我达标了巴黎奥运

会。”吴艳妮说，“我们巴黎见。”

截至 8 月 5 日晚，中国大学生体育代

表团以 76 金 30 银 27 铜高居奖牌榜首位，

整体表现优异。随着巴黎奥运会的脚步

越来越近，“巴黎见”成为运动员的奋斗

目标。

“感谢所有关心和
支持我的朋友”

今年 6 月底，吴艳妮在辽宁沈阳夺得

全国田径冠军赛女子 100 米栏冠军，如今

她又在成都大运会上实现突破。作为本

届大运会人气最高的运动员之一，吴艳妮

将大家对她的关注转化为动力，从预赛开

始便展现出上佳状态。两天之内的 3 枪

比赛，吴艳妮全部跑进 13 秒，其中在 4 日

晚进行的半决赛和决赛中更是接连提升

个人最好成绩。“能够两次创造个人最佳

成绩，要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我的朋友。”

吴艳妮说。

达标巴黎奥运会难能可贵。巴黎奥

运会田径场地项目的达标窗口今年 8 月 1
日刚刚开启，截至目前，已有巩立姣、冯彬

等名将实现达标，凭借在成都大运会上的

优异表现，吴艳妮也跻身这一行列。

在 8 月 4 日晚进行的田径男子 400 米

栏决赛中，谢智宇以 48 秒 78 的成绩获得

季军，并刷新了保持 17 年之久的全国纪

录。在田径、游泳等项目比赛中，不少中

国代表团运动员实现突破，创造了个人运

动生涯或赛季最好成绩。“在成都大运会

上夺得金牌，为我提振了信心，更好地迎

接接下来的重要比赛。”本届大运会为中

国代表团赢得田径项目首金的宋佳媛说。

“珍惜场上场下的
每一秒”

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的韩旭是本届

大运会上的知名运动员。 7 月初随中国

女篮夺得亚洲杯冠军后，韩旭很快就投

入 大 运 会 的 备 战 之 中 。 在 成 都 大 运 会

上，中国女篮在韩旭的带领下一路闯入

决赛并夺得冠军。前四场比赛，她场均

得 到 19.5 分 和 8 个 篮 板 ，助 力 球 队 一 路

前进。

韩旭出生于 1999 年，大赛经历非常

丰富，从东京奥运会到女篮世界杯，再到

上月落幕的女篮亚洲杯，她的表现有目共

睹，目前已经成长为中国女篮最为关键的

球员之一。从校园篮球环境中成长起来

的韩旭，无论是在球场上还是学业上，都

不断收获成长。

每场比赛结束后，都有很多球迷期待

能与韩旭互动，她也会尽可能地满足球迷

的愿望。此外，韩旭还在社交媒体上开设

了短视频栏目《旭说大运》，分享大运见

闻，颇受网友欢迎。“能够参加成都大运

会，我感到非常荣幸，并且珍惜场上场下

的每一秒。”韩旭说。

“对下一场比赛充
满期待”

成都大运会是青春的盛会，也是对中

国大学生运动员竞技水平的一次检验。

在乒乓球、跳水等项目上，中国代表团继

续保持优势。

8 月 5 日中午，随着中国代表团运动

员周恺在乒乓球男子单打决赛中以 4∶2

战胜队友徐瑛彬，本届大运会乒乓球项

目决出最后一枚金牌，中国代表团包揽

了全部 7 个小项的冠军。不过，此次包揽

完成得并不轻松，女单决赛中，来自上海

体育大学的钱天一苦战 7 局最终以 4∶3 战

胜对手夺冠。在男子双打和女子团体项

目中，中国代表团运动员同样是和对手

战至决胜时刻才分出胜负。

凭借张雨霏、覃海洋、邹敬园、张博恒

等名将的优异表现，中国代表团在游泳、

体操等项目上收获颇丰。张雨霏在本届

大运会共报名参加 9 个项目的争夺，在 8
月 5 日晚结束的女子 100 米蝶泳决赛中，

她以 56 秒 57 的成绩夺得冠军，随后又在

男女混合 4× 100 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收

获金牌，这也是她在本届大运会上的第七

枚金牌。

8 月 4 日，本届大运会跆拳道项目的

比拼全部结束，中国代表团以 7 枚金牌收

官。在 8 月 3 日晚进行的男子 87 公斤以

下级决赛中，来自中北大学的中国代表团

运动员孟明宽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放手

一搏，最终连下两局夺得冠军。“没有现场

观众的支持，我不可能拿下这么艰难的比

赛。”孟明宽说。

“我对下一场比赛充满期待！”获得跆

拳 道 男 子 63 公 斤 以 下 级 铜 牌 的 梁 育 帅

说。在大运会赛场上成长，在未来展现更

好的自己，是运动员共同的心愿。

截至8月 5日晚，已获76金 30银 27铜，居奖牌榜首位

中国代表团成绩优异
本报记者 刘硕阳 王 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