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冬奥雪上项
目的 12 枚奖牌中，有
10 枚出自沈阳体育学
院。

沈体先后实现
冬奥会雪上项目奖
牌和金牌“零”的突
破，培养出中国第一
个雪上项目奥运金
牌得主韩晓鹏，以及
一系列名将。

为什么是沈体？从一个简易的脚手架跳台
开始，到教职工集资修建水池跳台，再到如今拥
有专业的训练场地、先进的体能训练中心和科
技保障团队。本报记者为您揭秘一所高校成为

“冠军摇篮”的奋斗之路。

先后实现雪上奖牌和
金牌“零”的突破

沈阳体育学院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组建
于 1991 年。时至今日，历经三十载，这支队伍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书写了中国冰雪不可复制
的一段佳话。

最初的探索都是艰难的，没有造雪机，是运
动员和教练员利用自然的山坡，然后从山沟里
将自然的雪一筐一筐的背到坡上，垒造跳台。
教练员和运动员的生活条件也是非常简陋的，
一个冬训下来，由于低温和较强的紫外线照射，
脸上被冻得就跟冻梨一样。

自由式滑雪是个危险项目，运动员们都有
敢打敢拼超越自我的精神意志，但是沈体更重
在强调团队的合作。曾经外出比赛坐夜车买不
到火车票，教练员都是站着过夜，把座位让给有
比赛任务的运动员。

1997年8月2日，还是学生的郭丹丹在墨尔
本获得了中国滑雪史上的第一个滑雪世界冠
军。1998年长野冬奥会上，徐囡囡拿到了该项
目银牌，为中国实现了冬奥会雪上项目奖牌

“零”的突破。在徐囡囡之后，还相继涌现出了
韩晓鹏、李妮娜、徐梦桃和贾宗洋等世界顶尖选
手。值得一提的是，在 2006 年都灵冬奥会上，
韩晓鹏拿到了男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金
牌，这是中国雪上项目的第一块也是目前唯一
一块奥运会金牌。上届平昌冬奥会，张鑫和贾
宗洋两名沈体的老将，又将两枚银牌挂在胸前。

目前，沈体已经培养出了包括雪上项目世
界冠军15名、奥运冠军1名，冰上项目洲际赛和
世界青年赛冠军 14 名、亚军 11 名、季军 5 名。
特别是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上，取得了
突出的成绩。可是回忆起引入项目之初，却是
困难重重。

引入项目之初
所有人都很陌生

“当时谁都不知道空中技巧是怎么回事儿”，
沈体发展雪上项目的源头，还要追溯到三十多年
前。国家体委在1986年前后开始推行的奥运争
光计划被逐渐推向前台。一批冰雪项目的教练
和队员从专业队下到沈体，也以此为契机，沈体
的竞技体育出现转型。而就在此时，时任沈阳体
育学院院长的韦迪，看到了冬季项目的发展契
机，引入了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

作为当时国家体委直属的体育院校，有三
支雪上队伍被放在了沈体，分别是跳台滑雪、越
野滑雪，以及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当时，沈阳
体育学院的技巧队和体操队人才很多，体院经
过调研后得出结论，该项目符合亚洲人小快灵

的特点，结合体院的教学或许会有一个好的发
展前景。

1991年，日本获得了长野冬奥会的主办权，
1994年，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正式成为了奥运会
的比赛项目。“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第一次出
现在国内赛场，还是在1991年的第七届冬运会，
而且当时还是属于表演项目，竞赛规则和裁判方
法两本小册子都是我编写的。”原沈阳体育学院
教授、我国著名冰雪运动专家王石安回忆说。

王石安口中的这个跳台，就是我国自由式
滑雪空中技巧夏训跳台的雏形。据回忆，当时
体院组成空中技巧队之后，立即派出了考察团
到日本学习，院长韦迪带队。从日本学来了夏
季的训练方法，也就是之后的夏训水池跳台。
回到沈阳之后，在体院游泳池的南部，迅速搭建
起了一个简易的脚手架跳台，体院的技巧队以
及从社会上招募来的年轻运动员便开始进行训
练尝试。而且，体院还做了一项科研工作，是水
池跳台的下滑材料，这项工作还获得了国家体
委的科技进步奖。之后的几年，体育学院的空
中技巧队便在这个简易的脚手架上训练、比赛。

全校教职工捐款
建水池跳台

随着运动成绩和教学水平的提高，原有的
简易脚手架已经不能满足训练和比赛的要求，
一个新的夏训水池跳台正呼之欲出。从 1996
年开始，沈阳体院筹备新的水池跳台的建设，保
证队伍在夏季和冬季都能使用。

但是新建水池跳台却面临着没钱、没地方的
窘境。当时学校的招生人数和专业正开始增加，
场地本来就不够用。最后学校的领导班子开会
投票决定，毁掉一个足球场，兴建新的跳台。

兴建的方案通过了，经费不足的问题又来
了。学校几番商讨后，决定发动全校教职工捐
款建台。时任领导回忆，当时的场面是非常感
人的，一位离休很多年的老领导老伴儿来学校
领工资的时候，听说学校捐款建台子，当即捐款
了50块钱。不过老领导后来说，50块钱怎么够
呢，又给学校捐了50块钱，而当时他每月的退
休工资也才几百块钱。

全校教职工捐款加上学校寻找的社会赞
助，最终在1997年初建成了一个具有一、二、三
周台齐全、占地约3亩的夏训水池跳台。新的
高规格的夏训跳台的建成，对于自由式滑雪空
中技巧队来说，可谓是如虎添翼。利用高度更
高、设备更完善的跳台，空中技巧队也很快便取

得了成绩上的突破。后来，国家体育总局领导
到沈阳体育学院考察时，都非常震惊在如此简
陋的条件下训练出了冬奥会冠军。

先进的体能训练中心和
科研保障

2006 年学校建成了具备承接国际赛事能
力，占地757亩的白清寨滑雪场，拥有标准的自
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和U型场地训练场。这之后，
白清寨滑雪场成为单板滑雪U型场地国家队训
练基地、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队训练基地。

更重要的是，培养优秀的竞技体育人才，教
练员、运动员的艰苦付出之外，“科学训练”“科技
保障”更是不可或缺。2017年，沈体建成多功能
于一体的体能训练中心，配置了当今世界一流的
体能测试、训练和康复设备，高精尖的体能训练
与康复设备，将为更多冰雪运动队保驾护航。

本报记者曾经探访沈体的体能训练中心，
走进去最先看到一块大屏幕，对面有20台动感
车。牛雪松老师向记者介绍，运动员在骑行时
穿上专业设备，每个人的骑行速度、距离、心率
都会显示在大屏幕上，大家的训练状态一目了
然。

本着“专业、实用、全面”的理念，体能中心
的器材设置很巧妙。专业的橡胶跑道、力量训
练台配件琳琅满目，爆发力、平衡能力、核心力
量都有专门的训练器械……把每样器械粗略地
看了一遍，记者也花了20多分钟的时间，可以
说是只有想不到的，没有练不到的。

2018年6月，为备战2022年北京冬奥会，国
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与沈阳体育学院
以共建的方式成立了国家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青年队。次年，又建成了拥有两个标准短道速
滑场地的大型室内冰上运动综合馆，项目发展
的基础设施得天独厚。2019年1月底，冰上运
动综合馆竣工。

当代竞技体育，从训练前的评估，到体能
监控，再到运动损伤后的康复训练，运动员的
体能训练注入了相当高的科技含量。据介绍，
沈阳体院围绕服务竞技体育，建设了特色突出
的实验室，比如低氧实验室、骨龄检测与选材
实验室、运动训练恢复实验室、运动风险评估
实验室等，都是听起来就非常高端且科技感十
足的实验室。2020年，沈体全面整合现有实验
室，建设为四个功能平台，为竞技体育发展保
驾护航。

辽沈晚报记者 王冠楠

揭秘中国雪上项目的“冠军摇篮”沈体

从简易跳台到先进的训练基地

人们对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文化
力量记忆犹新。2022 年北京冬奥会仍
然是一场中国元素的文化盛宴，蕴含了
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内涵。

西汉时期，中国被称作“丝国”，
从丝绸之路开始，中国丝织品大批运
往国外，开启了东西方大规模的商贸
交流。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也是冬
奥会场馆。运动员在高速冰道滑行
时，带出的轨迹如同条条丝带，而场
馆外墙由玻璃制作的 22 道装饰条，寓
意着北京 2022。所有丝带表面都有
冰片般的图层，因而就有了“冰丝带”
的称谓。

北京冬奥会上的
中国元素

北京冬奥运吉祥物叫“冰墩墩”，
它是中国的国宝大熊猫。吉祥物的形
象友好可爱，憨态可掬，“冰墩墩”的名
字代表着健康而敦厚，象征运动员强
健的体魄、坚韧的意志和鼓舞人心的
奥林匹克精神。冰墩墩穿着冰晶外
衣，完成了冰雪运动与现代科技的跨
界组合。北京冬残奥会吉祥物叫“雪
容融”，象征团圆喜庆的中国灯笼，并
融入我国的剪纸艺术。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体育图标
被称为“小红人”，是将书法与篆刻巧妙
结合。中国文字在秦代和汉代主要以
大篆和小篆为主，字体本身是象形文
字，与冰雪运动跳跃的感觉类似。30枚
冬奥会体育图标，都是以中国汉字为灵
感来源，用篆刻艺术来呈现。体育图标
的主色调来源于北京冬奥色彩系统中
的主色之一霞光红，也是传统印泥的颜
色朱砂色。

北 京 冬 奥 会 会 徽“ 冬 梦 ”，同 样
体现了书法与体育运动的结合。以
中国书法“冬”字为主体，上半部分
展现滑冰运动员的造型，下半部分
表现滑雪运动员的英姿，中间舞动
的线条流畅且充满韵律。北京冬奥
会恰好在中国春节期间举行，会徽
的设计也增添了节日喜庆的视觉感
受。举办冬奥会是中国人的梦想，
因此，冬梦是冬天的梦、冰雪的梦，
更是中国的梦。 综合

北京冬奥会期间，国家游泳中心“水
立方”将转换成“冰立方”，成为冰壶项目
的比赛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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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体在九冬会上包揽女子自由式滑雪前三名。 沈体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