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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球热

不知你是否注意到，身边背着大网

球包在课余时间走进训练场的青少年

越来越多，肯花几十万把孩子送到国外

练网球的普通家庭也屡见不鲜。这项

曾在中国人眼里属于时尚小众的运动，

为何在国内青训市场人气日益走高？

有小球员家长告诉本报记者，相比

传统体育项目，网球很特殊，它的通道

和前景相对明确，虽然吃上职业饭的概

率很小，但拥有网球特长依然在升学、

就业以及成长过程中有独特的优势。

项目时尚，国际化程度高，哪怕打不上职业球也前路宽广

孩子练体育，一“网”情深为此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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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明星崛起成功圈粉

大家一定记得今年的美网，中国军团在第一

周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参赛 7 人全部首轮赢

球，张之臻闯进男单32强，郑钦文打进女单8强，

都创下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成绩新高。

其实不仅仅美网，2023 赛季至今，中国网球

军团的表现都可圈可点。年初的澳网，张帅和朱

琳打进女单16强。之后的温网，有9名中国大陆

球员入围单打正赛，创造了中国军团参加温网的

人数之最。

中国男子网球不光有吴易昺，还有张之臻。

在今年的 ATP1000 马德里大师赛中，张之臻成

为了第一个杀入大师赛八强的中国大陆球员。

紧接着在今年的法网，张之臻晋级男单 32 强，取

得中国大陆男运动员在法网的最佳战绩。

也是在罗兰加洛斯，王欣瑜和搭档谢淑薇在

女双决赛击败对手，拿到个人首个大满贯女双冠

军。

四大满贯赛事结束之后，以郑钦文、吴易昺、

张之臻为代表的网球选手，在 9 月开幕的杭州亚

运会上又掀起了一波网球旋风，郑钦文为中国队

实现了女单五连冠，张之臻为中国男网拿下了已

经阔别了29年之久的亚运会单打金牌。

2023 年，对于中国网球来说，是值得浓墨重

彩书写的一年。这些球星效应，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网球迷，其中就包括了不少小球迷。

杭州凯卅网球俱乐部的主教练陈卅原本曾

经入选过中国国家队，作为中国网球圈内人士，

他非常开心能够看到经过了这一年，网球项目无

论是在国际上取得的成绩，还是曝光率，的确要

比之前好很多，这也能够帮助很多家长对于这个

项目有了新的认知，在观念上有了改变。

中国网球人口跃居全球第二

网球是我国众多体育项目里和国际接轨最

紧密的运动之一，目前中国网球军团的大部分运

动员基本都是家庭培养，再加一点体制内的保

障，长年在国外训练比赛。网球项目的特殊性，

决定了他们小小年纪就必须独立，从训练到生

活，从搭建团队架构到制订职业规划，各项事宜

都要自己操心，没有组织上的关照，没有保姆式

无微不至的照料，一切都要靠自己。

自己选择的路，咬着牙也要走下去。多数梦

想吃上职业网球饭的中国少年，就这样在异乡摸

爬滚打——他们皮肤黝黑，英语纯熟，谈吐大方，

让世界看到中国运动员的另一种模样。

疫情期间，网球中国赛季全面停摆，但是特

殊情况也让很多中国球员走出舒适圈，长时间留

在国外，去和更高水平的运动员一起训练、比

赛。中国网球选手与世界网坛始终紧密接触、同

步发展，去最顶级的赛场与顶尖选手较量，不断

获得成长。

在中国网坛第一梯队之后，后备力量也在不

断壮大，《2021 年全球网球报告》显示，中国网球

人口1992万，位居世界第二。

本土球员实力的提升，让中国网球再度引起

了大家的关注，网球项目的青少年市场开始复

苏。

大家会津津乐道于田亮的女儿森碟在今年

参加 ITF 青少年锦标赛获得两个积分从而有了

排名，而现在国内 18 岁以下女球员中有世界排

名的就有 30 位，森碟排在 27 位。和森碟那样征

战在ITF的中国青少年球员，不在少数。

现在的年轻一代有机会在国际网球学校进

行学习训练，她们知道澳网、美网这些大满贯是

怎么回事，比起前一代的球员，她们和国际赛场、

和大满贯能够无缝接轨，马上进入状态。年少气

盛的他们将是中国网球的希望。

为未来多一个选择

浙江大学附属中学正在读高一的男生杨景

齐，2023年8月底获得了代表全国中学生网球赛

事最高水平的“中国中学生网球联赛总决赛”男

子单打U16岁组的冠军。

他的父亲杨开雄告诉记者，经常会有练网球

的孩子和家长来向他讨教经验。虽然孩子还没到

能够出国征战的水平，但是杨景齐能够在国内达

到第一档，获得冠军后会被评为一级运动员，为之

后考大学高水平运动队打好基础，对于家长来说

就已经达到当初让他选择网球这条路的目的了。

杨开雄告诉记者，很多家长和他的想法是差

不多的，其实也是现在大环境越来越“卷”造成

的，这就要求孩子如果要获得更多的机会，除了

有突出的成绩，就是要有自己个性化的特点，这

样才能够在竞争中突出自己。

曾经在外企工作过的杨开雄接触到了外国人

除了学历更强调能力的观念，并且体育在能力中

也占有非常重要的部分，因此他给孩子选择了体

育项目作为突破口。“虽然我们家没专业运动员，

但是身体素质还不错，我自己跑跳能力比一般人

好一些，平时自己也会保持锻炼，跑跑马拉松什么

的，杨景齐这方面算是遗传了一些运动能力。”

可以说网球是杨开雄给孩子选择的“不走寻

常路”的一个方向，“原因很简单，网球是个人项

目，比较好开展，而且网球职业化程度比较高，体

系完整，所以前途会比较明确。”

有了网球这样一个特长，算是为孩子的未来

规划了一条路，“打得好的能够走职业路线。”走

不了职业路线，也可以做教练，当体育老师，做网

球或者体育相关行业的工作。“现在竞争激烈，对

孩子的要求不能像以前那么单一了，需要给他寻

找多点机会。”

风险和概率也需考虑

虽然网球热明显升温，但陈卅教练指出，“相

比起足球、篮球这些，网球其实还是偏小众类的

项目，出圈的状态还没有那么明显。”

陈卅一直和记者强调，其实这个项目的发

展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有密切联系，比如杭州，对

于这个项目包容性更高，有更多的人参与到网

球运动上来，可能是为了证实自己的能力，取得

成绩，也可能是培养一个爱好，多一些可能，多

方面叠加，对于网球项目的行业发展效果就很

明显。

但是陈教练也强调，对于希望能够通过练网

球寻求突破的家长和孩子，现在依然会面临专业

和学业的选择，如果是出国升学，网球项目对孩

子多元化发展是肯定有帮助的，如果在国内，因

为现在高校体育特招生的相关政策有很大变化，

虽然不是针对网球，但是影响非常大。

杨爸爸告诉记者，身边也有很多不同的学生

打网球的例子，有成功的，有失败的，也有和杨景

齐一起练球，最后球没练出来，书也没读好的。

所以在做完选择之后依然还是要承担风险，如同

陈卅教练所说，如果家长考虑孩子往体育特长这

方面发展，风险和成功的几率依然要纳入考虑，

一味跟风式地追随热点不可取，毕竟网球项目的

淘汰率也是非常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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