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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新闻

明星求学记

邓亚萍：清华大学外语系

清华大学外语系 150厘米的世界奇
迹，这句话是对邓亚萍最好的描述。这位
身高只有 150厘米，但是却在世界乒坛创
造了一个个奇迹。1997年，进入清华大学
外语系，之后诺丁汉大学进修学习，再之
后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博士。她也是迄今
为止国内运动员中取得的最有分量学位
的第一人。

刘翔：华东师范大学硕博连读

10年前，刘翔荣幸地成华东师大的本
科生，3年之后不但顺利毕业，而且还因雅
典奥运会上的出色表现，被授予华东师大

“优秀学生”称号，同时还获得了 20万元
奖金。更让人羡慕的是，刘翔此后又被推
荐免试直升华东师大研究生，硕博连读。
他的教练孙海平也被聘为华东师范大学
兼职教授。

郭晶晶：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
跳水女皇郭晶晶曾经因接受采访态

度不好被指素质低，某体育专业网站甚至
打出了《郭晶晶 7年大学没毕业 4句回答
不超 50字被指文化低》的标题。而 2002
年郭晶晶进入中国人民大学 7年一直未
能毕业一事也被曝光，堪称最尴尬的学
生。有网友认为中国跳水队大牌作风已
经养成习惯了，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是

“词穷，没文化”或者害怕“多说多错”。

丁俊晖：上海交大工商管理专业

虽然一度宣扬过“读书无用论”，但是
中国台球神童还是认识到了“只要是知识
都是有用的”，开始了他的象牙塔求学经
历。2006年 12月，小晖正式被上海交大
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录取，而因为有比
赛，丁俊晖的入学时间被推迟到了 2007
年 6月。据称，为了增加小晖的生活圈，
小晖的父亲丁文钧表示，“如果可能，我还
要他住校，和同龄人多沟通。他现在的生
活圈子太狭窄了。”

美媒关注姚明重返校园
再次肯定对NBA贡献

日前，根据美联社和美国雅虎体育等美国
权威媒体报道，在几个月前已经宣布退役的
NBA2002届状元，前中国篮球巨星姚明已经重
新返回校园读书。在美国媒体看来，尽管姚明
已经退役，他的影响力仍然存在，他的一些行
为也仍然值得高度关注。另外，美国媒体再次
肯定姚明对NBA的贡献。

不管姚明是否代表火箭参赛，这支球队都
成为中国球迷最为关注和喜爱的球队，他为联
赛和火箭也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31岁的姚明虽然已经退役，但是他依然是
中国人最喜爱的名人之一。

姚明希望将他从课堂中获得的知识融入
他的商业领域和公众服务管理当中，他现在是
他的家乡篮球队上海东方男篮的老板，他的学
习可以让他更好的管理这支球队每年数百万
美元的收入和开销。 专题撰文 刘松

明星上大学
只为混文凭？

“体而优则学”，你已经过时了
明星重回校园读的是书还是文凭？

求学新模式：姚明为何不分专业 邓亚萍仨学位
对上海交通大学的莘莘学子来说，本周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周。但一个大个子的到来，

打破了校园内的平静。姚明，这位堪称“中国体育符号”的中锋，正穿着普通的黑色上衣和
牛仔裤，静悄悄地和他们并肩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认真听老师“讲大课”。

“体而优则学”，如今，像姚明一样的体坛明星上大学早已不是新鲜事。不过，大腕们
的求学之路并非都一帆风顺。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早已不是“要不要上学充电”，而是“要
读什么”的选择。体育明星上大学是不是只为混张文凭？值得关注的是，在这道选择题中，
正蕴含着年青一代运动员们对自身发展、体育生涯以及人生道路的独到理解。而中国体育
明星的求学模式，正在悄悄地产生着积极而多样的变化。

姚明在宣布退役后，不久便透露出自己欲
赴大学深造的打算。对此，他已是考虑良久。

“我想，读书对我有几个功效。一是学习
本领，学习知识，特别是基础知识，这是非常重
要的。但是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怎样适应退
役后新的生活节奏。我希望通过课堂学习使
自己的心能静下来，适应新的生活节奏，同时也
学到一些技能。”在谈到进上海交大读书的想法
时，姚明思路清晰地说出了以上两点理由。

适应退役节奏——这是一个属于运动员
的典型思考方式。但着重强调自己要学习的
是“基础知识”这点，还是可以看出这个睿智
的大个子对学习的性质和对个人未来之路的
深刻理解。其中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不愿意为
自己选择一个方向明确、划分严谨的“专业”。

在学科设置上，姚明不愿攻读单一专业，
而是选修包括新闻、金融、管理等各种学科的

“大杂烩”。他此前一直与交大沟通，多种学
科一起学习的想法也是由他本人提出的。姚
明坦言，自己“不是为文凭而读书”。“读书是
读给自己用的，不是读给大家看的。”

这种豁达的态度，与在选择专业一事上
迷茫的学子们形成了强烈对比。

对此，也有不少人在网上提出质疑，称
姚明“搅不清，不把读书和专业当回事”，“因
为他在NBA打球已经功成名就，坐拥亿元资
产，所以读书对他只是一种消遣”。

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聊起自己喜欢的
科目时，姚明不但说得头头是道，还流露出
自己会跟不上学习的担心。

核心主线要明确 学习邓亚萍好榜样
其实，姚明真想把所选的专业学好，绝

不比成为一个世界级中锋容易，他必须拿出
邓亚萍苦读11年的精神来。

被称为“小个巨人”的邓亚萍 1997年结
束运动员生涯后，开始了11年的求学之路，
分别在清华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和剑桥
大学学习，先后获得英语专业学士学位、中
国当代研究专业硕士学位和经济学博士学

位。邓亚萍说：“上课时，老师的讲述对我
而言无异于天书，我只能尽力一字不漏地
记着，回到宿舍，再一点点翻字典硬啃硬
记，一天保证 14个小时的学习时间。”自称
是高中文化水平的“小巨人”姚明，起点比
邓亚萍高很多，但他每天很难拿出 10多个
小时来学习，所以最终能学到多少，很难
说。

“一招鲜，吃遍天” 大多徒有虚名
国内体育明星进大学容易，但毕业

很难。邓亚萍拿到博士学位，李宁坚持
在北京大学学习历史和法律，成为体育
商界领袖，像这样的例子少之又少，大部
分明星不是半途而废，就是徒有虚名。
以北京体育大学为例，截至去年，冠军

班共招生 204人，包括 43名奥运冠军、102
名世界冠军和 59名冠军教练员。结果只
有40名学员完成学习和论文答辩，37人获
得硕士学位，3人获博士学位。出现这种现
象主要是三种功利思想作怪：第一是高校
看中体育明星的名气；第二是体育明星的
管理机构看中运动员获得高校文凭的意

义；第三是体育明星看中名牌大学对于扩
大自身社会影响的作用。社会体育学专家
卢元镇认为，冠军班是高校的一种自杀行
为，开设这样的班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运动
员再教育和再就业问题。高校免试招收世
界冠军是一种自贬身价，应从体制入手，大
力发展学校体育。

俗话说，“一招鲜，吃遍天”。对于专业
运动员来说，尽可能地利用、挖掘自己的体
育特长本无可厚非。但在看过姚明和邓亚
萍为自己选择的“异类”求学路后，或许更
多的运动员也可以考虑拓宽眼界，去尝
试更新、更精彩的学校生活。

刘国正于2005年9月，以体育特招
生身份进入上海交通大学，编入安泰经
管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班，但在学
期间，并没有按照校方规定完成相应学
业，修够学分。2009年 6月校方根据相
关规定，并经本人同意，作出了自动退
学的处理。

戴菲菲：北大广告系北
京大学艺术学系双学位

素有“中国体坛第一美女”之称的戴菲菲
堪称上天宠爱的女人。2001年的世界大学生
运动会上拿下了棒操和绳球两个冠军。2002
年，退役后的戴菲菲进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学习。

刘国正：上海交大没能毕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