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觉课都上不过来了”

青少年网球热真的来了吗？
【文/青年报见习记者 林千惠 图/新华社（除署名外）】

05视线
责任编辑郭佳杰 美术编辑汤智勇

04 视线
责任编辑郭佳杰 美术编辑汤智勇

网球火热，开学季打球不停歇

夏末季节，穿过黄昏过后凉爽的街道，来到凉风习

习的室外网球场，在浦东新区的HBC网球俱乐部，不

少小网球手忘却了暮色降临，与教练一同挥汗如雨。

发球、接球、正手反手，动作循环往复，偶尔停歇两三

次，匆匆饮水，拉伸放松。运动后，孩子们脸颊泛红，洋

溢着满足的微笑。场边，家长们不时挥手示意，递上水

壶与毛巾。

“感觉课都上不过来了。”该网球俱乐部的张教

练笑着说。这个夏天，他真切感受到了奥运会上中

国健儿取得的佳绩给网球运动带来的热浪，“以前夏

天的周末，由于天热，差不多从下午三点钟开始上

课。现在一两点钟都有孩子们来。”他说道。而即使

到了九月，开学季来临，孩子们学习网球的热度也丝

毫没有打折扣，每日课后便匆匆赶来，相较暑假，反

而更为忙碌。

据俱乐部的工作人员透露，今年暑假期间，前来训

练的青少年数量同比增长了30%左右。郑钦文夺冠

消息传开以后，俱乐部来了许多咨询的人，既有带着孩

子的家长，也有从没接触过网球运动的白领，他们想来

试一试，感受一下这门运动。“当然，能不能持续去学

习，是根据他体验完之后才去做决定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

一位在场边等孩子的家长告诉记者，女儿从三岁

就开始打网球，已经学了一年半。之前练习时，网球场

上成年人居多，但最近她再带着女儿过来上课，发现多

了许多同龄小朋友，她感慨地说：“以前在球场几乎没

看到过这么多小孩。”

练习不断，青训迈入体系化

“我们一个动作要练很多次。”张教练在练习间隙

和记者讲解起来，他正在训练两位小学员，一位八岁，

一位九岁，主要练习正手反手。孩子们抛球，他接球，

重复数次。“通过练习，把这些动作更规范化，在规范之

后，才会去练习下一个动作。”目前许多俱乐部青少年

网球训练越发专业化。他带的两位小学员都会参加俱

乐部每月举行一次的网球巡回赛。张教练表示，他教

的小朋友最好的拿过第二名的名次。

上海众多网球馆纷纷面向青少年群体，推出了专

门的网球课程服务，闵行区的迈兹万科VMO网球俱

乐部也不例外。周日下午5点，来练球的小朋友陆陆

续续走进球馆，在场边一丝不苟地进行着热身活动。

丁教练表示，今年夏天报名网球课程的青少年很多：

“家长们通过视频号、抖音等平台了解到网球的魅力，

纷纷表示有意让孩子尝试，这无疑为网球运动的发展

开辟了一条新路径。许多孩子更是从羽毛球、乒乓球

等项目转战网球场。”据俱乐部介绍，其网球课程根据

学员年龄划分为多个阶段，并“定期为学员进行评

估”，确保“每个阶段的学习内容都能精准对接学员的

实际需求”。

蓬勃发展依赖多元化培训，

多举措提升网球运动水平

“在青少年网球领域，我们上海还是做得不错的。”

上海市网球协会副会长薛磊如此评价，并用“多元化培

训”来概括其特色。这主要体现在社会培训和专业培

养两方面。在社会培训上，上海已涌现众多优质俱乐

部。在专业培养上，上海目前已建立起顺畅的青少年

网球运动员输送体系，16个区均设有区少体校或合作

俱乐部，为小运动员提供进入一线队伍实训的机会。

此外，还有青少年精英系列赛、网球锦标赛等多项面向

青少年的专业赛事。

教练在网球运动中举足轻重，直接影响训练质

量。网球中心教研组每年定期为教练员开设培训会，

进行总结与研讨。外教也深入基层，带来国际视野和

前沿技术。

这种全面培养，在青少年网球比赛中得到了回

报。上海10-14岁的青少年在全国CTJ系列积分赛中

屡获前八佳绩。然而，随着年龄增长，上海网球运动员

的席位却逐渐减少。薛磊遗憾地表示，这与家长的培

养观念有关。许多家长更倾向于让孩子专注学业，导

致后续乏力。

奥运会带来的网球热或许是改变家长看法的契

机。市网协数据显示，网球场地使用量和青少年运动

员注册量均在逐年增加。奥运后，上海市网球协会调

研发现，周中定场率有所提高，家长咨询和成人体验课

也络绎不绝。多家俱乐部推出成人夜校课程和社交活

动，网球正进一步走向大众。

对于俱乐部关于举办比赛的困难，薛磊坦言问题

确实存在：“刷刷脸，拿点奖品，二十、三十个人的比赛，

这样子是不持续的，也没有赞助商会感兴趣。”大多数

网球俱乐部靠情怀办赛事，最终报名费、场地费能和收

入抹平已算不错。上海市网球协会也关注到这一点，

打算助俱乐部一臂之力。今年，上海市网球协会便牵

头推出了上海网协超级联赛，为众多俱乐部统一包装、

设计形象，提供比赛渠道，打造属于上海的网球品牌赛

事。

同时，协会还在尝试提升网球赛水平，如推出网球

升级赛，模仿围棋升段模式，根据球手水平分级比赛，

使比赛更加规范、高效、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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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奥运会虽已落幕两月，夏日亦悄然逝去，但中国网球健儿在赛场上留下的精彩瞬间，依旧在人们心中回

响，激荡着不息的波澜。八月初，郑钦文力克克罗地亚名将维基奇摘得奥运会金牌。紧接着，张之臻与王欣瑜携

手挺进奥运网球混双决赛，斩获银牌，再创佳绩。

近年来，中国网球运动热潮持续高涨。早在2021年，据国际网联的报告显示，当时中国网球人口已达1992

万，位居全球第二。此番借奥运之势，网球热更是席卷全国。在上海、北京等大都市的室内网球馆和俱乐部中，

众多青少年已挥拍上阵，沉醉于网球的魅力。爱上这项运动，往往只需一个瞬间的接触，打网球不仅成为了一种

时尚，同时也意味着一种运动生态形成的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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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上海多家网球俱乐部都表现出专业训练

的趋势。如PTR中国推出10-16岁青少年网球课

程，根据青少年运动特征、男女性别等来进行不同训

练。而上海久事网球队也在2024年初就推出了暑假

训练计划，通过青少年冠军挑战赛、训练营、联办人才

等，挑出闵行区体育局选送的一批U10-U12青少年

网球运动员，提供为期两周的专业暑假跟训。

商业潜力强劲，短板仍存在

伴随着网球热的兴起，上海的网球商业设施数量

显著增加。昔日，丁教练所住的张江附近几公里内仅

有一家网球馆，但现在有三到四家。不仅室外网球馆

普及，配备空调与专业设施的室内网球馆也日益增

多，更有不少装备自动发球机的网球馆崭露头角。“网

球运动的细分化，以往难以企及。”丁教练感叹道。

这股繁荣同样映射在网球用品市场。天猫数据

显示，郑钦文夺冠后的48小时内，威尔胜品牌的“郑

钦文同款”V14专业网球拍跃居天猫网球类目成交榜

首，至9月仍稳居千元以上网球拍热销榜次席。线下

网球品牌店内同样人头攒动，记者探访期间，便遇到

一位女顾客毫不犹豫地购入了千元球拍。

然而，对于青少年网球训练的专业程度是否因

人数激增而提升，教练们却持保留态度。张教练指

出，家长们的期望各异，有的只想让孩子锻炼身体，

有的则希望让孩子打出一定成绩，训练程度因此参

差不齐，两者几乎各占一半。丁教练则补充道，长期

训练的小学员中，不少人练习频率不稳。“有的小朋

友一周一次课，有的则两三次。训练虽系统，但频次

不足，效果自然打折。”他强调，系统训练的效果因人

而异。

同时，市面上俱乐部的教学质量千差万别。

HBC俱乐部的工作人员透露，各俱乐部上课体验虽

相似，但背后的持续优化却大相径庭。“师资培训与服

务细节，正是大小俱乐部的分水岭。”备课、演课、面课

等，均依据各俱乐部自身运营标准而定。小俱乐部因

规模限制，往往难以达到这些标准。

“我觉得网球热会继续下去，现在专业化程度并

不算特别高。”丁教练坦言，无论是训练体系还是观

念，均如此。谈及网球商业化，他以俱乐部青少年赛

事为例，指出比赛虽是检验训练水平的重要环节，但

上海能成功举办赛事的俱乐部并不多。“办赛事需要

一定体量、赛事安排能力及老板支持。”他直言，报名

人数、成本控制及赞助商支持，均对比赛产生影响。

“若比赛无法盈利，还不如专注教学。”丁教练表示。

这些都凸显了网球市场的不成熟。而比赛能否“破

圈”，获得大众关注，还是仅限于青少年网球圈，则是

更为复杂的问题。

上海在青少年网球领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青年报记者 施剑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