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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找错了人生的“起跑线”
近年来，“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的观点已经成为中国家长们的共识。为
了让孩子能够赢在“起跑线”，许多家长
不惜对孩子进行填鸭式的知识灌输，各
类辅导班、特长班也如雨后春笋般应运
而生。而在近日，一支来自俄罗斯的小
学生足球队让中国的家长们尴尬地发
现，他们可能找错了“起跑线”。

北京市地坛小学上周在与俄罗斯伊
尔库茨克州少年迪纳摩队进行的一场足
球友谊赛中0∶11惨败。专业打业余，出
现如此比分也不足为奇。不过，中国学
生开赛20分钟后就气喘吁吁，全然跟不
上比赛节奏是不争的事实。学校的足球
队员尚且如此，普通学生的体能如何也
就可想而知了。被夸大了的比分背后，
中国学生长期存在的健康问题并没有被
夸大。

通过调查发现，尽管全国大多数家
长支持孩子参加体育锻炼，但是这种支
持更多是出于义务性的表态。很多人的
要求仅限于孩子能够健康不得病，而不
是真正关心孩子在校参加体育锻炼的情
况以及身体素质发展水平。

相信很多家长对于孩子的语数外老
师都能如数家珍般点评一番，但真正能
够说出体育老师姓名的却寥寥无几。在
高考“指挥棒”的带动下，体育似乎只是
智育教育的一个可有可无的附属品。

青少年体质的诸多问题不禁让人产
生迷惑，如果这样都不算输在起跑线上，
那么还有什么好输的呢？

据新华社电

在我们孩子接连输球的背后，我们
不是担心孩子踢不好球，而是我们正在

培养什么样的孩子的问题。难怪连人民日
报都发表评论，去关注孩子的体质问题，日子富裕

了，孩子的体质却不增反降，这不得不让家长、教育工
作者甚至全社会都来思考，我们怎么了，问题出在哪
里？我们应该感谢这群俄罗斯小朋友，让
我们在输球的同时开始反思自己的教育。

——央视白岩松

不不是0∶15，其实是“0∶11”
不是以大打小，其实是业余队打专业队

新华社、央视调查俄罗斯足球少年“横扫”北京的幕后新闻

一支平均年龄为11岁的俄罗斯少
年足球队 10 月中下旬在北京期间，以
大比分“横扫”多支北京小学足球队的
消息引起轰动。新华社记者近几日调
查了解的情况是：这支来自俄罗斯伊尔
库茨克州的少年冠军队在北京进行了6
场交流比赛，除了大比分战胜两支小学
球队外，与北京国安俱乐部设在朝阳区
的一支同年龄段梯队战成 3∶3，2∶1
险胜中甲北京八喜俱乐部的同年龄段
梯队。北京市足协相关人士在接受新
华社采访时表示，那场被媒体热炒的

“15∶0”其实是“11∶0”，这是专业队对
阵业余队的比赛，大比分输球其实不算
稀奇……

“那张照片拍的角度很巧合，当时正好是地
坛小学队中个子最高的队员和俄罗斯那个队个
人最矮的队员在一起拼抢”，现场观看了俄罗斯
伊尔库茨克州的少年冠军队与地坛小学队比赛
的记者徐江昨天在电话里告诉记者。据记者了
解，伊尔库茨克州的少年冠军队属于当地职业队
迪纳摩队的梯队，这些队员成年后基本都将进入
职业队效力，而地坛小学队仅由兴趣班的队员
构成，大比分输给专业体校队应在情理之中。

他们本是到北京旅游的
上周二进行的这场比赛，有多家媒体到

现场观看，徐江介绍说：“当时我记得比分是
0∶11，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很多媒体报道是
0∶15。那张在网络上引起巨大反响的照片存
在严重的问题，我看过那张照片，那是最高和
最矮的在一起，所以对比很强烈。但其他队员
的个子差距不大。最主要的是，地坛小学队的
孩子们都属于兴趣班的成员，学校只是把喜欢
踢球的孩子们组织起来，业余时间踢球锻炼，
没有专门的教练安排训练计划，出现这个比分
太正常了，别说输11个球，就是输20个甚至是

30个都很正常。”
而同样与伊尔库茨克州的少年冠军队进

行过比赛的南湖东园小学队的总教练蔡伟则
介绍说：“我们询问过对方的教练，他透露说，
他们每天下午3点放学以后，孩子们都要进行
训练，周六和周日则是全天训练和比赛，经常
到俄罗斯各地和国外进行比赛，他们的水平比
较高也是正常的，他们也代表了欧洲青少年的
水平。”据悉，到北京参加比赛的这支少年队的
队员主要来自当地的三所足球重点小学，球队
在州比赛中取得冠军后，作为奖励迪纳摩俱乐
部出资安排这些队员到北京旅游。在到北京
之前，俄罗斯方面通过北京市对外交流中心，
希望能联系几场足球友谊比赛进行交流。最
后，北京市对外交流中心通过北京市足协联系
了三所小学，而对方觉得 3 场比赛安排比较
少，于是提出了增加比赛，最后北京国安俱乐
部又帮忙联系了3场比赛。

客队工作人员淡看分差
早在伊尔库茨克州少年队与东园少年队

的比赛后，记者曾就此事采访过该队中的一名

王姓中国籍工作人员，此人在俄罗斯生活多
年，对俄罗斯足球青少年培训体系知之甚详，
他向记者透露，俄罗斯每一个州，都有不少与
中国的足校类似的足球重点学校，多的州有
10 多所，少的也有几所。这些学校每年都会
打比赛，先是州联赛，然后全国联赛。值得一
提的是，这些学校与俄罗斯职业联赛的足球俱
乐部都有联系，这些俱乐部有专门的人员定期
在这些学校里驻守，并选取最有发展前途的球
员进入职业俱乐部梯队。“以这支球队为例，他
们就是以伊尔库茨克州少年联赛冠军队为班
底，辅以其余几所学校中的佼佼者组成的。可
以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超过 80%的队员今
后会走上职业道路。我可以告诉你，其中有几
名球员，这次回去就会进俄超队伍的梯队，今
后都有可能是在俄超联赛中上场的。这样的
差距，中国学校大比分输球也很正常。”

王姓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别看在场上，
个别中国小孩看起来比俄罗斯小孩高大，但这
并不能说明什么，“高大并不代表力量强，足球
运动最重要的就是爆发力，仅仅从高矮来判
断，太片面了”。

日前，北京八喜俱乐部总经理杨祖武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介绍，由于是交流比赛，出于对客人的尊重，这几场比赛都是按照俄方要求踢9人
制、不设越位，比赛裁判也都由俄罗斯队的教练担任。北京的几支小学队对此不是很适应，这也是导致他们大比分输球的原因之一。八喜队的孩子
们同对方的比赛打得难分难解，但对手在动作速率以及临场发挥等方面都要强于我们。

据了解，这支俄罗斯少年队在北京进行的交流比赛中，引起高度关注的主要是其以11∶0（非此前一些媒体所称的15∶0）和7∶3的大比分击败
了北京地坛小学队和北京望京南湖东园小学队这两场比赛。他们与北京国安和八喜俱乐部的两支同年龄梯队进行比赛的消息则鲜有报道。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尽管引起热议的俄罗斯少年足球队“横扫”北京的情况并非全是对等的赛事，但这支球队在北京几天时间连续比赛并保持
不败的表现，像试金石一样检测出中国足球，尤其是后备人才队伍建设之尴尬和我们在教育指导思想上的错位。

杨祖武认为，中国足球近年来的全线溃败一方面同不少从业者和管理者的腐败有关，但上世纪末各地体育部门大量“砍掉”包括足球在内的集
体项目，全力投入到金牌战略的决策失误同样也是重要因素。 据《成都商报》

被广为流传的
“以大打小”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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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扫”北京小学生 并非全是对等的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