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12 日-13 日，杭州市 2020 年中学生阳光体育田径运动会在杭州市体育中心召

开，在这个杭州市中学生（初中）田径水平最高的年度盛会中，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实验学校

初三女生杨如燕拿到了女子跳高第一名。

杨如燕拿到这个第一并不容易，她跨越的高度从一年前的 1 米 40 到这次的 1 米 59。

获得这个战绩，既有她对跳高项目的热爱，更离不开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实验学校体育组众

多老师的帮助，她的带训老师叶燕笑着说——“她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点像《射雕英雄

传》里的郭靖，小时候跟着江南七怪，七个师傅练童子功。

跟跳高老师练动作跟跳高老师练动作，，跟短跑老师练爆发跟短跑老师练爆发力力

跟排球老师练弹跳力跟排球老师练弹跳力，，跟健美操老师练协调性跟健美操老师练协调性

杭州跳得最高的初中女生杭州跳得最高的初中女生
像郭靖跟着江南七怪练童子功像郭靖跟着江南七怪练童子功

本报讯 5月17日，是第三十个全国助残日。

据杭州市残联资料显示，杭州市现有残疾人 50

万，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却很少看到他们的身

影，更别说在体育场、健身房等地方看到他们锻炼身

体的场景。其实，相比普通人，残疾人更需要体育锻

炼来提高身体素质。

那么，是什么原因阻挡了他们的脚步呢？让我

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心声。

对于大部分残疾人来说，走出门并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

杭州市肢残人协会秘书长王亚东告诉记者：“残

疾人朋友其实都有运动健身的需求和走出家门的欲

望，最大的难关他们跨不过自己心里那道坎。这一

点我感同身受。”

1996 年，当时还是铁路职工的王亚东，因为一

次工伤事故，失去了右小腿，在之后的几年里，王亚

东都不愿意出门，即便出门也总觉得别人的眼光特

别刺眼。

“2002 年杭州第六届残疾人运动会，我看到社

区在招募残疾人运动员，心中那份热情又冒了出来，

于是我把心一横就报了名。”之后几年，王亚东多次

报名省市组织的残运会，游泳、铅球、轮椅长跑等都

尝试过，这也让他逐渐走出了心理阴影，整个人乐观

开朗了起来。

除了破除心障之外，包含体育场馆、体育设施在

内的城市无障碍环境建设得是否到位，也是影响残

疾人朋友走出家门的一大因素。

浙江省残疾人体育协会主席潘国新告诉记者，

虽然现在全省各地均在争创无障碍社区，对体育场

馆无障碍设施进行改造，但仍然存在不统一的现象，

一些社区及部分公共场所设立了健身路径，但这些

健身路径设计的不太规范，残疾人只能望而却步；有

的地方甚至没有无障碍设施，部分残疾人无法顺利

进入场馆。

王亚东对于残疾人外出参与体育运动遇到的困

难颇有发言权：“比如盲道被阻挡的情况很常见；有

些体育场馆没有坡道，轮椅上不去；杭州的大部分游

泳馆泳池落差大，有很多台阶；甚至我常去的几个都

没有无障碍厕所。这些都是我实际遇到过的问题。”

除了场地少、器材少之外，适合残疾人运动的项

目也少。

潘国新告诉记者：“目前残疾人健身还存在着康

复健身体育和竞技体育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适合

残疾人康复健身的场地器材还比较少，健身场所器

材千篇一律，缺少残疾人锻炼的特殊器械，残疾人康

复健身体育指导服务也不到位。”

据潘国新介绍，近年来为了让更多残疾人朋友

参与体育，浙江省残联联合体育局接连推出了旱地

冰壶、盲人跳绳、轮椅舞蹈等残疾人群众性体育项

目。“这几年浙江省各地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少突破，

不过我们还要继续呼吁全国各地积极开展残疾人康

复健身体育的创编，让更多的残疾人朋友参与到体

育健身中来。”

杭州 2022 年亚运会、亚残运会即将到来，广大

的残疾人朋友对于能够走出家门，切身参与到这一

盛会中来的意愿更加强烈，如何能让他们打开心扉，

让他们的出行变得更为便利，杭州乃至全省的无障

碍环境建设尤为重要，而这也是王亚东、王李超等广

大的残疾人的一大期盼。

本报记者 张峰

杭州市有50万残疾人，却很少看见他们运动健身的身影

他们也渴望体育运动，只是不敢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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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华生

“对跳高一直蛮有兴趣，就是觉得蛮好玩的，享

受成功跨越的感觉。”

1 米 75 的身高在女生当中不多见，交谈中杨如

燕却给人腼腆、害羞的感觉，完全感受不到跳高赛场

上的英姿飒爽。杨如燕说，她是五年级体育课上接

触到跳高的，当时就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杨如燕的梦想是冲击杭州市跳高比赛（小学组）

冠军，但是没想到赛前肩部一次意外受伤让她与比

赛擦肩而过。

上初中后杨如燕参加了排球队。初三即将开始

的时候，她找到爸爸妈妈、老师说：“我还想再试试

（跳高）。”

当杨如燕和爸爸妈妈找到东城实验学校总务主

任赵宏斌的时候，赵宏斌并没有觉得意外，他很欣赏

这个孩子对梦想的执着，决定帮她圆梦。于是，学校

找了 4 位老师来帮杨如燕在最短的时间恢复提高，

其中跳高组叶燕老师教动作；排球队金苇老师练腿

部和核心力量；短跑队王迪柯老师训练孩子的爆发

力；健美操牛梦霞老师锻炼她的协调性⋯⋯从此，杨

如燕就吃上了“百家饭”。

“赵宏斌老师找到我的时候，我蛮意外的，从来

没有想到我一个健美操老师，会和一个练跳高的学

生有交集。”牛梦霞老师笑着说，同在体育组大家都

很熟，都知道杨如燕是体育组的“宝贝”，是体育方面

的全才——有身高、有弹跳，很多项目都可以练，而

且练得都挺好的。

“这个孩子之前肩部受过伤，回到跳高组之后，

背弓动作有着地环节，赵宏斌老师找到我说，能不能

利用一些健美操动作，着重加强一下孩子肩部柔韧

性、协调性，综合提升她的能力，也可以预防她再次

受伤。”在牛梦霞老师的指导下，杨如燕学会了不少

健美操腰部的顶胯动作，并加到她日常的热身准备

动作中。

对于自己的“不务正业”，杨如燕有些害羞，“练

跳高的同时，不小心也学会了跳健美操。”她说，有些

比较性感的健美操动作，在家里都不好意思跳给爸

爸妈妈看的。

而同样一幕也经常出现在学校短跑组、排球队

中。虽说，排球和跳高似乎没有什么相同的地方，但

在排球队的日子，杨如燕却找到了两者之间的共性

——都注重弹跳力。所以在排球队训练中，摸高、核

心力量这些项目杨如燕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她享受

腾空带来的感觉。

“去年（市阳光田径运动会）夺冠的成绩是 1 米

56，所以我们是朝着这个目标去的。”今年寒假之

前，杨如燕的成绩长到了 1 米 5，原本叶燕和杨如燕

计划利用寒假提升成绩，但没想疫情打乱了一切。

居家期间，杨如燕主要根据网络软件练腰腹肌：

两头起（类似卷腹），然后根据叶燕给她的训练计划

打卡。杨如燕几乎不用老师监督，时间到了她都会

主动发视频给老师，从来不需要提醒。

“我不想在家这段时间，把动作忘了。”杨如燕

说，但她从来没忘记自己的梦想。

等到疫情好转后，杨如燕成绩有了提高，在测试

中的她成绩达到了1米56。

“她是一个听话、懂事的女孩子。很拼、很努力，

没有让老师操心过，训练计划给她，在旁边陪着她就

行了。有些动作她一个人做不了，老师在旁边帮她

一下就好。”在叶燕的眼里，每个遇到杨如燕这样学

生的老师，都会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