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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市少儿体操学校有对夫妻教练

深耕三十余年 育好体操幼苗
　　22002222年年66月月，，高高密密市市少少儿儿体体操操学学校校代代表表潍潍坊坊市市参参加加第第2255届届
省省运运会会体体操操、、蹦蹦床床项项目目的的比比赛赛，，一一举举斩斩获获1188枚枚金金牌牌、、1111..55枚枚银银
牌牌和和77枚枚铜铜牌牌，，在在所所有有参参赛赛地地市市中中位位列列首首位位。。不不仅仅如如此此，，学学校校

多多年年来来向向省省队队、、国国家家队队输输送送了了大大批批优优秀秀人人才才，，在在国国内内
外外赛赛场场争争金金夺夺银银。。一一所所县县级级的的体体操操学学校校，，为为

何何能能有有如如此此的的实实力力和和人人才才厚厚度度？？近近日日，，
记记者者走走进进了了高高密密市市少少儿儿体体操操学学校校。。

夫妻俩默契合作

推动潍坊体操发展

　　10月20日，高密市少儿体操学校的
训练馆内气氛热烈，各项训练都在如火
如荼地进行，运动员们像一只只轻盈的
小燕子，或翻腾、或跳跃……
　　“注意调整呼吸，稳住！手臂
不要抖！”训练馆内，滕健正两手
辅助，耐心地指点着队员进行高低杠杠
上倒立动作训练。在他一次次指导下，
小队员一遍遍努力尝试，最终成功完成
了这个动作。滕健舒展紧绷的脸，给了
不远处的孙娜娜一个眼神，孙娜娜会
意，认真记录下该名队员的训练情况。
　　这对默契的教练员既是夫妻，也是
同事，二人在体操这个领域已经奋斗了
三十余年。现任高密市少儿体操学校校
长的滕健和孙娜娜都是专业体操运动员
出身。1978年，10岁的滕健成为当时高
密县体校体操项目的首批运动员。1980
年入选山东省体操队。1985年，退役后
的滕健进入山东省体育学院继续学习。
1987年，滕健回到了高密，成为了一名
体操教练员。
　　如今，滕健和孙娜娜夫妻俩培养
出的优秀弟子刘金存、乔建东、王
帅、于洋也都回到了母校，同样致力
于体操和蹦床两个项目的训练工作。
　　孙娜娜说，每次望向这群为梦想
拼搏的孩子，她心中都感慨万千，体
操这个项目动作多、标准高，要想取
得好成绩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汗
水，训练也许很枯燥，但是每次训
练都会有所提升，有所进步。汗水
铺就成功路，一次次攀登，一次次
迎难而上，才能距离领奖台越来
越近。
　　孙娜娜告诉记者，最初接触
体操训练时，她也曾想过放弃，
但是很幸运，她的启蒙教练始终
都在鼓励她，父母也非常支持，
尤其是在代表家乡参赛取得优
异成绩之后，那种油然而生的
自豪感让她有了越战越勇的
决心和信念，在体操这
条 路 上 一 直 拼 搏
下去。

为省队、国家队输送八十余名优秀运动员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孙娜娜一直
在指导黄天音、肖羽婷、杨梓涵、李
扬进行平衡木训练。在孙娜娜看来，
练平衡木的女孩个子要小，动作才能
轻盈漂亮。此外，拥有上佳的力量，
才能保证出色地完成各项难度动作。
“黄天音在今年省运会上拿到了2枚金
牌，她的强项就是平衡木。”黄天音4
岁时就跟着她学体操了，跟别的孩子
比起来，她的身体条件不错，而且“非
常自觉”，“练高低杠的时候，别人练3组
动作，她能练4组甚至5组。”
　　黄天音的表现就像潍坊运动员在
本届省运会体操比赛上的一个缩影，他
们在体操项目上一共夺得了13金8银4
铜，以绝对优势夺得本届省运会体操项
目第一名，金牌、奖牌数均为全省第一。
　　高密市少儿体操学校成立于2000
年，2003年5月挂牌为潍坊市体操学
校，学校十分注重对优秀运动员的挖
掘和培养。“自建校来共向国家队输

送了代腾飞、刘超、王永超、台晓
虎、宫玉涵、刘昊宇、牟芃霏等10余
名优秀运动员，共向省体操队、蹦床
队、跳水队输送7 0 多名优秀运动
员。”滕健介绍。
　　学校培养输送的台晓虎，从2012
年至2019年，在世界级、国家级的各
项跳水比赛中共获得14枚金牌、7枚银
牌、3枚铜牌；王文娜在亚洲和全国跳
水比赛中共获得2枚金牌和1枚银牌；
昝捷获得第11届、第12届全国运动会
蹦床团体金牌；王永超获得第12届全
国运动会体操团体金牌；台晓虎和栾
志超获得第14届全国运动会跳水团体
银牌；黄程程、孙浩、申涵获得第14
届全国运动会蹦床团体铜牌……这些
优秀的运动员在世界级比赛中共获8枚
金牌，在全国体操、蹦床、跳水三项
比赛中共获金牌30余枚，在省级体
操、蹦床、跳水三项比赛中共获金牌
300余枚。

  虽然现在学校已经有了一个优秀
的教练员团队，已经担任校长的滕健
一有时间还是会到训练馆指导小运动
员们训练。“跟这群小娃娃在一起，
看着他们一步步成长起来，感觉很幸
福。”滕健说。
  高密市少儿体操学校现有90多名
在训运动员。“我们要让孩子们从小
就爱上体操，感受体操的乐趣。对于
刚入队的小孩子们，我们的训练内
容就是打基础，不会涉及高难度
动作，目的是为了逐步培养孩

子们的耐受力，让孩子们
慢慢地获得成就感。”

孙娜娜说。
  “这周末就

要带队参加省
锦标赛了，

 

利用这几天的时间和队员们熟悉一下
成套动作。”和记者交流时，滕健的
视线一直没有离开队员。“体操和其
他项目不一样，教练在训练全程都需
要做保护工作，有些比较高的项目还
需要教练将孩子托举上去，一堂课下
来，教练员都累得汗流浃背。”滕健
深知基层体操教练的不易，好在如今有
越来越多年轻教练充实到队伍当中，
“他们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对培养孩
子们很有益处”。
  对基层教练来说，选材始终是个
大难题：家长对体操项目了解太少，
孩子们对项目接触太少，体操项目的
推广和普及形式单一，一直是学校想
努力改善的一项重要工作。对于选
材，孙娜娜有自己的心得。“最基本
的是看身材是否匀称，我们有一套评
估标准，外貌条件也比较重要，体操
是打分项目，运动员的整体形象也占
有很大比重。”孙娜娜说。
  30余年的基层体操教练员经历，
滕健和孙娜娜培养出的运动员不计其
数。看着这些运动员在各种比赛中发
光发热，让夫妻俩觉得距离自己曾经

的梦想更近了。

基层教练员不易，好在越来越多人才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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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岁的杨梓涵在练习平衡木。

滕健在指导运动员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