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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和曲棍球结缘二十余年，从最初的“领任务”到现在人才梯队逐渐成熟

曲棍球，让孩子们的未来有了更多可能性

在北京时间8月10日举行的
巴黎奥运会女子曲棍球决赛中，中
国队与荷兰队拼至点球大战遗憾落
败，摘得银牌。这是中国女子曲棍
球队继北京奥运会后，时隔16年再
次获得奥运会银牌，追平了历史最
好成绩。这是姑娘们挥洒汗水与泪
水的收获，也是经历漫长低谷后重
新登顶的见证。

常州与曲棍球项目颇有渊源，
江苏女子曲棍球队是常州承办的省
队市办项目之一，落户常州已经20
余年，为女子曲棍球国家队已经输
送了数十名队员。本届奥运会，由
常州培养输送的女子曲棍球运动员
张影和范云霞闪耀巴黎。

省队市办，常州拥有国际有名
的“曲棍球之家”

常州与曲棍球的渊源要追溯到2002年，当时江
苏为备战第十届全运会，提出参加所有运动项目的比
赛，让苏南经济发达的市、区领办省内还没有的运动项
目。常州便在当时承办了手球和曲棍球项目。2002
年，武进曲棍球训练基地开始投入建设。

2012年，为方便国内各省队来此冬训，基地易地
新迁至西太湖畔，基地总占地面积达120亩，有3片标
准曲棍球比赛场地，配有运动员食宿酒店。基地是国
家手曲棒垒球运动管理中心授牌的国家级曲棍球训
练基地以及国家曲棍球奥林匹克后备人才基地，也是
江苏省唯一一家省队区办项目训练基地，更是全国唯
一一家符合承办国际赛事条件的训练基地，被誉为

“曲棍球之家”。这里曾先后承办了“2018年女子曲
棍球世界冠军杯赛”“2019年女子曲棍球世界超级联
赛”“2020年东京奥运会资格预选赛”等国内外大型赛
事，并常年为国家男女曲棍球队、江苏省女子曲棍球
队、全国各省市曲棍球队的日常训练提供保障，在一定
程度上推动了本地以及江苏乃至全国曲棍球发展。

市队校办，常州为江苏乃至全
国不断输送人才

近日，2024年全国青少年U系列曲棍球锦标赛
（U10U12组）暨第四届中国小学生曲棍球夏令营在大
连落幕。代表江苏出征的9支球队发挥出色，包揽女
子四个组别冠军，其中常州球队夺得三项冠军。其
中，武进区南夏墅中心小学夺得U12体校和俱乐部组
冠军，武进区潘家小学夺得U10体校和俱乐部组冠
军，武进区鸣凰中心小学夺得U10小学女子组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这三所学校均是蝉联冠军。此外，武
进区庙桥小学取得U10小学女子组第五名。

可以说，基地是培育运动员的摇篮，而常州这片
沃土也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储备。2004年常州女子
曲棍球队在鸣凰中学成立之初就采用了市队校办的
模式。主要任务为代表常州市参加省运会、为江苏女
曲培养女曲后备人才。目前常州女子曲棍球队曾获
得17届省运会甲组、乙组冠军、18届省运会甲组冠
军、乙组第三，19届省运会甲组、乙组第二名，为江苏
省队输送了20多名优秀运动员。

2014年，武进区开展了曲棍球项目进校园活动，
经过几年努力，武进区现有8所小学、5所中学开展曲
棍球项目，2020年，鸣凰中学等所学校被国家体育总
局手曲棒垒球中心命名为“全国曲棍球项目后备人才
基地”。目前，市队运动员几乎全部来自武进区各基

层学校。2020年，基地又制定了关于扩大常州市队
招生范围的相关政策，积极鼓励全国各地输送优秀后
备人才，基地给予输送单位和教练一定的奖励。

近年来，江苏积极推进体教融合，高水平、高起点
组建各年龄组曲棍球后备人才队伍，以江苏省武进曲
棍球训练基地为主导，联合常州乃至全省一批曲棍球
特色学校，促进青少年曲棍球发展。基地负责教练员
队伍建设管理、训练计划制订等，中小学负责运动员
文化教育、后勤保障等，双方各司其职，有效保障体教
融合工作顺利开展，各组别球队战绩斐然，多次在全
国大赛上争金夺银，为江苏女曲乃至中国女曲在后备
人才的挖掘和培养上作出巨大贡献。

曲棍球，让孩子们的未来有了
更多可能性

前中国女曲队员唐春玲，现在是常州市女子曲棍
球队的教练，她曾参加过悉尼、雅典、北京、伦敦四届
奥运会，连续夺得三届全国锦标赛冠军，连续三次拿
下全运会金牌，在20余年的运动生涯中代表中国队
出战超过200场国际比赛。2013年以39岁“高龄”退
役后，因解不开的“曲棍球情结”，唐春玲选择重新回
到训练场。2018年，常州市女子曲棍球队需要教练，
领导征询唐春玲的意愿，她没有一丝犹豫，毅然拿起
教鞭，担负起培养小队员的重任。

“现在我培养的孩子中，有2人进入国少队、5人
进入省队、11人进入省青年队。”唐春玲说，从运动员
到一名“基层”教练，她对曲棍球在基层的发展态势，
也有了更为直观的感受。她说，目前江苏省曲棍球发
展良好，原来基层没有梯队，选队员是看哪个队员好，
直接选到省队，从零基础开始训练，需要很长时间。
而目前，常州武进大约有15所学校开展曲棍球运动，
有好的苗子就会选到市队，经过几年培养磨合就可以
输送省队。“此外，常州青少年曲棍球的发展在人员规
模上也处于逐年增长态势。”

除了专业运动员这条道路，曲棍球让孩子们的未
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四年一届，其实很多孩子打完
省运会就离开市队去继续读书。”虽有不舍，但唐春玲
也在努力适应这种离别。看到孩子们因为曲棍球、因
为体育走进理想的大学，唐春玲满是骄傲与自豪。“去
年我带的队员当中有两人考上了北京体育大学，两人
考上了山东大学；今年已经有一人被北京体育大学录
取，一人被吉林体育学院录取。”

采访当天，恰逢江苏省青少年女子曲棍球锦标赛
在基地举行，赛场下有个忙碌的身影，她是唐春玲带
出来的徒弟，前常州女子曲棍球队队员唐彦青。“她趁
着升大二的暑假过来帮我忙。”唐春玲告诉记者，她希
望曲棍球目前的这种人才培养模式是可循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