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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国后云南竞走队对外交流梳理 1

1958 年徐万春就代表云南省参加西南田径分区赛中

的 10 公里的竞走，并打破了当时的全国纪录，从此，竞

走这个项目就在云南扎下了根。由于文革、竞走技术指

导资料缺乏、没有专业教练员、训练人数过少等因素影

响，直到 1973 年，云南竞走队才初具规模规模。可见，

经过云南竞走队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已然代表着中国竞

走的水平，同时也成为中国竞走对外交流的重要主体，

承担着树立中国形象的重要责任。

1978 年 12 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实行的对内改

革、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对外开发的浪潮中，云南竞走

队在与世界一流竞走运动员的对比中发现了巨大了差距。

为进一步提升中国竞走的成绩，对外交流成为一条

可选择的，有效的路径。云南队作为中国竞走的中坚力

量也加入到各类型的对外交流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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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通过参加国际比赛进行对外交流

云南竞走队开始通过比赛与参赛运动员和参赛国大

众进行小范围的接触。据统计，从 1978 年至今，云南竞

走队共派出 9 名优秀运动员参与了 27 次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竞走赛事。

1.2 积极参与国家“走出去，请进来”战略

2009 年以后，在国家田径管理中心“走出去，请进

来”战略的指导下，云南竞走加大了对外交流的力度，

与意大利外教桑德罗·达米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据统

计，从 2010 年至今，云南竞走队共派出 5 名运动员，和 1

名教练员（后成为中国竞走队教练）参与意大利的竞走

训练项目，在国外的停留时间最短约为 2 年，最长约为 7

年。

1.3 援助周边国家竞走

为更好的开展周边对外交流，云南队教练陈和林以

外聘教师的名义于 1995-1996 年，到泰国龙仔厝体育学

院（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年的交流和援助活动。深入到

泰国当地的普通人生活中，组织泰国学生训练，并协助

协泰国学生参加综合性的运动会和东南亚运动会。

2、云南竞走队体育对外交流的效果

2.1 改变了国际竞走裁判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

有数据表明，男、女身高排名前 10 位的都是欧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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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而中国大陆男性和女性的平均身高分别为 1.718 米

（93 位）和 1.597 米（87 位）[1]。为适应中国人的身体特

点，中国竞走根据中国人的特点，在竞走技术上一直强

调“高步频，小步幅”并形成中国式的竞走风格。1995

年国际田联重新规定了竞走技术，中国式的技术在之后

一段时间内一直得不到国际判罚标准的认可，导致我国

很多实力竞走运动员在国际大赛上被频频罚下场。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前，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竞走届和

学术届亟待解决的问题。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竞

走的失利，让中国竞走对从上到下都意识到必须改变中

国竞走的技术、改变中国竞走在国际裁判中的刻板印象。

中国竞走开始加大“走出去、引进来“的步伐，并与意

大利桑德罗·达米拉教练签订了为期 10 年的合作训练项

目。云南竞走队成为此次项目的受益者，在长期的合作

中云南竞走队员表现出坚忍意志、诚实奋勇、吃苦耐劳

的中国优良品质，成功改善竞走技术的同时让国际裁判

更了解中国人，并逐步接受中国竞走方式。2012 年伦敦

奥运会、2016 年里约奥运会、2020 年东京奥运会上中国

竞走所取得的成绩，以及比赛中裁判对于中国竞走技术

的认可就是最好的例证。而这种成绩的获得与云南竞走

运动员在意大利日常训练中所表现出来的自律和坚强意

志分不开。正是由于他们在长时间的训练中所展现出对

克服困难的决心、对高强度训练的忍耐力和超出常人的

自律才让教练为之动容、让裁判逐渐接受。在回忆起整

个备战奥运会的过程，李建波是这样描述的 [2]。

“非常的痛苦，我们每天训练量基本都在 35 公里左

右。我们那个教练看到我们中国人那么辛苦，那么能吃

苦，每次都跟我们说中国孩子太能吃苦了，我太喜欢你

们了。我愿意把所有的精力都投放给你们，希望你们能

够在伦敦奥运会上为你们的国家也为你们自己想要的舞

台都能展现。”

2.2 提升了中国运动员在同行中的影响力

运动员在参赛的过程中，直接进行交流的是所有的

参赛运动员。通过同场的竞技，所有运动员都能直观的

感受到自己周边运动员的身体状态、技术水平、道德品

质进而从运动员开始构建其他运动员所属国家的文化和

形象。共同经历通过感知相似性影响情感联结，即共同

经历增强了感知相似性进而增强情感联结。当运动员参

与体育比赛时，他们共享了一个统一的空间和时间，在

这个时空中，运动员们通过身体机能、技术的发挥激发

实现了自己潜力的激发和他人潜力的激活，从而让参赛

运动员之间产生惺惺相惜的感觉，进而提升了中国运动

员在同行中的形象。在高频的国际比赛中，云南竞走运

动员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克服困难的决心和一次次超

越自己的良好表现，得到同行的肯定和认可。我国著名

竞走运动员陈定，作为云南人的他在回忆伦敦奥运会男

子 20 公里竞走中夺得冠军时说到：“比赛之前见到日本

队员时大家相互这样点个头微笑一下，但是比完赛我拿

冠军之后，他们是站起来很尊敬的就给我鞠躬。

2.3 扩大了中国人良好形象在大众中的曝光度

国际大型体育赛事是体育的典型代表和综合呈现，

是体育塑造国家形象的媒介和平台，它以其巨大的社会

影响力，形塑着国家形象，彰显着国家的综合实力。在

国际比赛，运动员在展示自己的过程中，也从动作、服

饰、以及对于运动项目的态度等多个角度向外界展示着

自己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大型的国际比赛的全球

式转播也让更多人的通过媒体更好的通过运动员的整体

表现进而描绘出运动员所在国家的整体形象。冠军、世

界顶尖优秀运动员在客观上有带有较好的媒体关注度，

受到媒体的高度重视，进而具备较高的塑造国家形象的

能力。云南竞走队正式由于较好的成绩多次参加国际级

大赛，通过长期的多频段的参与，增加曝光度，展现中

国形象，而不断的超越和对奖牌榜的冲刺也让同等级别

的运动员、其他国家的大众熟悉中国面孔，了解中国、

了解中国文化，转变故有刻板印象。据笔者统计，从

1983 年开始到 2019 年间，就保持者高频率的国外大赛参

与率，特别是 2004 年开始，云南竞走队保持较高国际赛

事参加度的同由于较好的成绩不断加强竞走届和媒体对

于中国的关注度 [3]。

2.4 深化了国际间的民间友谊

2010 年，云南竞走队的优势队员和教练逐步参与到

意大利训练计划，在意大利学习和训练中，开展了大范

围的外交，与欧洲国家教练员，运动员、裁判的展开交

流，推动了跨国间的民间友谊，提升了中国人在外国民

众中的形象。在这个过程中，云南竞走队队员与国外友

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2.5 对外交流活动提升中国运动员的爱国意识

爱国意识是人们对生养自己的祖国所具有的独特的

内在真爱情感。在对外交流过程中，云南竞走队逐步了

解到中国和外国不同的体育人才培养模式、中国和西方

不同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态度。在不断的对比中，中国运

动员更深刻的理解了祖国，认识到祖国的伟大，感受到

祖国对于竞走项目的投入力度以及对于每一个成才运动

员不予余力的培训和支撑力度。在这个过程中。爱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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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被极大的调动，并成功的转化为祖国奋斗，在赛场上

为祖国争光的强大动力。

3、结论及建议

3.1 结论

3.1.1 云南省竞走队对外交流活动迅速

中国竞走队的成绩和频繁的国际大赛亮相等活动较

好的改善了中国的形象，通过优秀运动员的对于日常训

练生活和顽强拼搏的赛场表现，让所有参加交流活动人

为之感动，极大的提升了情感认同，促进了外国同行更

好的了解中国，体会中国精神，进而较好的提升了竞走

中的中国形象。

3.1.2 云南竞走队对外交流活动极大的提升了队员对

于中国的国家认同

通过对外交流活动，云南竞走队队员更好的认识了

竞走项目、清晰的意识到国家的强大与运动项目、竞技

水平的关系。在不同的东西方文化的比对中，更好提升

了爱国主义精神并坚定了自己为国奋斗的信念。

3.2 建议

3.2.1 强化云南优势体育项目的公共外交

云南竞走等优势项目具备较好的外交资源，且具备

吸引国家、国际媒体的优势。应进一步加强云南优势项

目对外交流的顶层设计，深化交流效果。在开展与国际

级优秀教练合作、保持高频率国际大赛曝光的基础上，

可以适当丰富优势项目教练员的对外教练范围，特别是

可利用云南的南亚、东南亚区位优势，开展优势项目的

周边对外交流活动。

3.2.2 合作以增进更好的理解

竞走队的对外交流经验提示，“一起工作”和“共

同分享一起工作的成果”才是更加有效的转变“刻板印

象”，构建新形象，进而实现认同的重要途径。因此，在

对外交流中可尝试构建多个不同主题、不同类型的带有

强烈目标性的双边或多边项目，邀请不同国家的精英和

大众参与其中，在完成的过程中构建情感纽带，实现中

国理念的传递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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