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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8月17日上午
9：00，中国女排经过5局苦战，
3∶2战胜东道主、 卫冕冠军巴
西队，晋级四强。

致敬“老女排精神”最好的
方式无疑是将它传承下去。当
天，姑娘们在开局落后、观众一
片倒嘘的情况下， 做到了绝地
反击，用行动很好地诠释了“女
排精神”。

长期以来， 女排一直被国
人视为三大球的“门面担当”。
上世纪80年代，以郎平、孙晋芳
为代表的一批优秀队员的涌
现， 带领中国女排站上了世界
之巅。

从那时起， 中国人追忆女
排， 俨然是在追逐一种情怀。
“坚强拼搏”、“团结协作” 的女
排精神， 在一代又一代的女排
队员中传承，为国人津津乐道。

“今天的获胜是女排精神
的传承， 但不要因为我们赢了
一场比赛， 就把我们抬得很
高。”中国女排淘汰东道主巴西
队赛后，主帅郎平冷静而平静。
尽管一墙之隔的球员通道内，
兴奋的女排姑娘正尖叫欢呼。
作为中国女排的“传奇教母”，
低调的郎平才是中国女排创造
奇迹的“胜利之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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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排逆转晋级四强
郎平除了是严师还是慈母

关注女排比赛的球迷一定发
现，如今在排球赛场上，众多主教练
都使用电子产品进行回看和技术分
析，帮助临场指挥。

郎平并不是这股大潮的追捧
者，她说自己的功课都在场下做。

在平时的训练和备战中， 她抠
细节比谁都厉害，“作为主教练来
讲，你的比赛阅读能力得特别快。另
外还有一个预判， 你觉得下面大概
要打什么。 这应该是对对手有特别
多的了解才行。”

就是这样的细节控让郎平把平
时的训练内容分成不同的小单元，
其中包括扣球、拦网、发球、接发球、
后排进攻、单兵防守、整体防守等，
可以说涵盖了各项技术环节。

除了随时叫暂停指导、 拍下每
堂训练课的视频外， 郎指导还专门
准备了一个小本子， 训练时带在身
边， 一有机会就会把心得体会详细
记录下来， 以便在下一次安排时作
为参照。

“我就想踏踏实实把中国女排
的基础打好了， 尽我最大努力带中
国女排走上一条正确的路。” 郎平
说。
■综合《澎湃新闻》、《中国新闻网》等

2013年4月，郎平临危受命接手女
排， 她知道这是一个并不讨喜的位置，
但她决心闯一闯。

郎平的神奇就在于她的勇气。为了
打造一支可以冲击世界冠军的球队，她
毅然选择对球队进行大换血，“既然选
择了执教中国女排， 那么我就定下目
标，做好哪怕失败的准备。”

“既然启用新人，花点学费值得。”
这是当年袁伟民的座右铭，如今同样也
融入了郎平的执教理念中，“起伏”是正
常，但培养好年轻球员更重要。

这些场下喜欢上网、晒自拍的年轻
球员在郎平口中“更活泼、更聪明也更
有激情”， 但在球场上最大的主心骨就
是55岁的主教练。

对年轻的球队而言， 最怕的就是
被压力压倒。郎平的选择很简单，一切
尽可能由自己去扛。

上届世锦赛因为裁判不公输给东
道主意大利队后， 郎平在洗手间偷偷
落泪。她选择承担所有输球的压力，把
空间留给年轻的队员。

这位队员口中的“女神”，平时是排
球联赛中最忙碌的人， 她曾经在短短
三天内连飞3个城市，只为了观察队员
的状态。

平日里，她还要搜集队员、对手的

各种信息和资料， 和康复理疗专家交
流队员的治疗恢复方法。

为了防止队员意外受伤， 郎平还
会提前去勘验每个训练场馆的地胶是
否存在隐患。

训练、比赛、开会、备战，郎平的时
间都是跟着排球走，“大赛期间，一天能
睡四五个小时都不错了，但也习惯了。”

郎平的工作热情连助理教练安家
杰也感叹，“她对工作有一种饥饿感，投
入起来连队员们都感到惊讶‘郎导忙
起来像是30岁’。”

在这支90后甚至95后占据大半
江山的球队， 郎平自己也在不断调整
角色， 她时常需要在严厉与温和间来
回切换频道。

“论年纪， 她们就像我的女儿一
般， 所以我还承担着母亲的责任。”相
比当年第一次执教中国女排时的严厉
不同，现在的郎平懂得和这些孩子“迂
回作战”，“现在会更有耐心，那会比较
冲， 现在考虑的问题更成熟、 更多一

点。”
在场上她言传身教。 腰椎不好的

她走起路来略显蹒跚， 但一旦要讲解
技战术，还是选择亲自上阵，哪怕训练
课后，自己也要花上半小时做理疗。

在场下，她更是对队员体贴入微，
鼓励年轻的队员有自己的个性， 也会
自己掏钱给队员买蛋白粉， 包春节红
包。但如果自己晚上饿了，郎指导自己
吃的是方便面。

我定下目标，做好失败的准备

郎导忙起来像是30岁

我还承担着母亲的责任

细节，还是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