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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戈炳珠从 1993 年开始进行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的研究袁 为我国自由

式滑雪空中技巧科研作出了一些贡献遥 本文以口述史为研究方法袁通过对戈炳珠进

行面对面访谈袁还原当时我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的发展历史遥 本次访谈中袁
笔者选取了戈炳珠参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中最为重要的几个方面进行访

谈院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成立的历史发轫尧成长过程尧教练员跨项选拔尧运动员跨

地跨项选才尧东北区域联办模式尧科研助力冠军团队尧国内野首位冶国际级滑雪裁判尧
退休后不断耕耘于自由式滑雪的科研工作八方面的内容遥 通过梳理我国自由式滑

雪空中技巧项目历史发展的过程以及补充必要的历史信息袁 为我国雪上项目的学

术研究提供必要的历史资料遥
关键词院 体教结合曰教练员曰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曰口述史曰跨项选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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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 Bingzhu began research on freestyle skiing aerials skills in 1993, and has contributed

a lot to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of freestyle skiing aerials in China. Taking oral history as the research

method, the paper conducted a face-to-face interview with Ge Bingzhu so as to restore the develop-

ment history of freestyle skiing aerials at that time. In this interview, eight important aspects of Ge

Bingzhu participating in the freestyle skiing aerials research were selected for oral dictation: the ori-

gin of the freestyle skiing aerials team, the growth process, the cross-event coach selection, the

cross-event and cross-region athlete selection, the northeast region cooperation model, scientific re-

search to help the champion team,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kiing referee in China, and the persistency

in freestyle skiing research after retirement. By clarifyi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supplementing the essential historical information of freestyle skiing aerials in China, this study pro-

vides the necessary historical data for the academic research of snow and ice events in China.

combin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coach; freestyle skiing aerials; dictation; cross-event

athlete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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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曳中明确提出院野完善举国体

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冶遥而在这

一战略任务的具体描述中袁特别强调了野充分调动高

校尧地方以及社会力量参与竞技体育的积极性冶遥 那

么袁高校如何实现在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队的组建尧训
练以及竞赛上的价值钥高校如何能够在新时代下袁创
新性地实现教育资源尧 社会资源与竞技体育的共享

融合钥本文基于这一系列的问题袁结合对中国自由式

滑雪空中技巧团队多年的跟踪与研究袁 深入挖掘了

高校参与竞技体育发展的具体模式遥 通过对戈炳珠

教授进行了深入访谈袁 从戈炳珠的口述历史中获得

我国雪上项目发展的历史历程袁 深入挖掘了高校参

与竞技体育发展的具体模式遥
戈炳珠袁渊1943要冤袁男袁汉族袁吉林省吉林市人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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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体育学院教授袁硕士研究生导师袁自由式滑雪空

中技巧运动的国际级裁判员遥戈炳珠教授于 1966 年

北京体育学院渊现北京体育大学冤毕业后从事体操训

练工作 袁1979要1982 年在沈阳体育学院攻读研究

生袁毕业后留校任教曰曾在 1978 年被国家体委渊现国

家体育总局冤 授予优秀教练员称号袁 是多名全国冠

军尧洲际冠军及世界冠军的启蒙教练与科研教练曰多
次主持奥运攻关项目袁1997要2001 年 5 次获国家体

委或国家体育总局的体育科技进步奖及教学成果

奖袁1998 年获中国滑雪协会 野为中国自由式滑雪做

出特殊贡献冶 奖袁1999 年尧2001 年及 2002 年先后被

国家体育总局授予 野体育科技先进工作者冶野全国优

秀裁判员冶及野备战冬奥会攻关服务先进个人冶称号曰
发表论文尧译文三百余篇曰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

专家尧学者尧国际裁判员的身份出访欧亚美九国遥 退

休后仍从事自由式滑雪的科研工作直到今日遥

邵凯院 您是沈阳体育学院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队组建的早期经历者袁 也是全程经历了从建队到获

得奥运金牌的主要团队成员袁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袁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是如何成立的钥

戈炳珠院 谈起沈阳体育学院自由式滑雪空中技

巧队袁在学校的办学早期是没有这个项目的遥 要提

起这个项目是如何建起来的袁就必须讲一位关键性

的人物要要要韦迪袁他是沈阳体育学院前任院长遥 从

竞技体育项目发展的角度来说袁大学的校长在改革

开放初期不应该成为竞技体育发展的关键人物袁但
是就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雪上项目而言袁从建

立之初就离不开高校校长的推动袁这也是在特定历

史时期内我国发展冬季项目的一个重要路径袁从某

种角度来说也是举国体制的贡献袁更是体教结合的

重要表现形式遥 为什么这么说呢钥 1989 年韦迪院长

举全院之力创建了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袁这对于

办学仅有 35 年历史的沈阳体育学院来说的确是创

举袁也是冒险遥 从 1988 年野兵败汉城冶后袁我国体育

领域内外面临的环境形势比较艰苦袁特别是冰雪项

目经费严重不足袁 根本没有条件全力保障项目开

展袁起初基本上全院所有教师都不支持建设这个项

目袁但在时任校长的坚持与执行下袁全校通过集体

决策确定了开展这一雪上项目袁而后国家体委也批

准沈阳体育学院开展这个项目袁 在这样的契机下袁
最终在 1989 年成立了沈阳体育学院自由式滑雪空

中技巧队遥

邵凯院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成立之初面临的主

要问题是什么钥
戈炳珠院我记得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刚成立面

临的首要问题是教练员的选拔问题遥 当时全院没有

一个会滑雪的教练员袁这个项目是要在空中做一些

技巧动作的袁与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关系最近的也就

是体操项目了袁 因此只能从体操教练里进行挑选遥
其次袁运动员同样也是基于这个思路选拔的袁从体

操队里进行选拔袁这是当时没有办法的办法袁早期

的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确实与体操尧技巧有极大的

相关性遥 第三个面临的问题就是训练场地了遥 记得

沈阳体育学院刚成立空中技巧队的时候袁训练场地

也是受限的遥 那时候根本没有像现在的条件去人造

雪袁更没有自己的滑雪场袁想要在雪上训练这一项

目袁在当时的确不具备这个条件遥 没有条件怎么办

呢钥 那只能去创造条件了袁空中技巧最早是在沈阳

体育学院的夏季水上跳台练习的袁但也不能一直靠

着水上跳台去充当训练场地袁像这样在渊夏季冤水上

跳台练习袁有些实际问题得不到根本的解决袁只能再

想其他办法遥 后来就是到具有雪域条件的深山里去

训练袁而那里的训练环境极其艰苦遥 那时的训练场地

比起现在的人造滑雪场地袁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袁大山

里的场地不确定因素太多袁 危险性远超过现在的人

造滑雪场地遥
邵凯院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举国体制成为国家体

育事业发展的制度保障背景下袁 我国体育事业发展

以竞技体育优先发展为主袁 那么此时成立的自由式

滑雪空中技巧队有什么时代意义呢钥
戈炳珠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渊1989 年冤我国体

育事业发展是以竞技体育为主袁 但冰雪竞技体育在

国内仍处于艰难起步阶段袁 比如当时成立的自由式

滑雪空中技巧队就面临着诸多困境袁如院舆论压力尧
资金短缺尧队伍建设和人员选拔渊教练员和运动员冤
等遥 雪上项目作为高校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主动开展

的竞技体育项目袁 沈阳体育学院组建的自由式滑雪

空中技巧队袁不仅是体育与教育的融合袁也是我国举

国体制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一种制度创新遥现在看来袁
这种体教结合的方式不仅有利于提高高校知名度袁
打造办学特色袁而且对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袁
发展我国体育事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遥 当时的自

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不仅填补了我国雪上项目发展

事业的历史空白袁 而且这种高校参与到我国冬季竞

技体育运动袁发展我国冰雪体育事业的做法袁为我国

竞技体育发展贡献了高校智慧袁 创新了我国体育事

业发展的路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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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凯院从 1989 年沈阳体育学院确定开展自由式

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袁到 2006 年我国获得雪上项

目的首枚奥运金牌袁这一历史过程中袁沈阳体育学院

组建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这种体教结合模式袁从

创新到运行顺畅袁再到诞生了奥运冠军团队袁这背后

的秘密又是什么钥
戈炳珠院就我们国家的雪上项目基础来看袁从零

基础建立一个项目到完成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再到夺

取奥运金牌袁我们所经历的时间的确是很短袁这也可

视为我国改革开放后体育领域的野中国速度冶遥 纯粹

地讲袁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对于我国冰雪

事业的贡献的确是突出的袁 但是这个团队的成长与

其他团队一样也是存在必然规律的遥首先袁这个项目

的成立是在我国的举国体制下袁 服务于改革开放初

期的竞技体育国家战略的遥其次袁这个队伍能够成功

得益于国家战略布局与学校发展战略的契合遥再次袁
沈阳体育学院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以制度尧人员尧资
金尧 后勤保障复合型的集约优势来推动项目的持续

发展遥最后袁专业体育院校的教育以及科研资源为这

个项目的科学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遥
邵凯院您能具体回忆一下队伍的成长过程吗钥
戈炳珠院 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来回看这个队

伍的成长袁从运动成绩来看袁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能

够快速地取得成绩袁 这与我国在技巧类与体操项目

上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有关遥队伍能够快速成长袁得
益于不断创造的优异成绩院亚运会尧世界杯尧奥运会

各种世界大赛冠军遥 这种优异的竞技成绩与国家的

战略选择有关袁 与我们学校对于队伍可持续发展所

作出的贡献有关袁 也与运动员在训练上的顽强拼搏

有关遥 总体上这个队伍的发展是经历了 3 个重要阶

段袁第一个阶段就是从 1989 年到 1996 年袁这一队伍

成长初期中总体条件艰苦袁队伍在艰难中起步袁早期

的教练员与运动员选拔范围非常小袁 甚至出现无才

可选的情况袁训练资金保障不足袁更多的是在国内训

练袁技术训练野蛮生长袁运动成绩提升缓慢遥 第二阶

段是 1996 到 2006 年袁随着队伍不断地磨合与进步袁
1996 年在哈尔滨亚冬会上取得了 2 枚亚运金牌袁标
志着这个项目完成了冲出亚洲尧 走向世界的历史任

务遥 2006 年韩晓鹏获得的奥运金牌标志着这个项目

达到了历史性高度遥 从 1996 到 2006 这十年袁是这个

队伍快速成长袁不断创造优异成绩的历史阶段遥从亚

冬会金牌到奥运会金牌袁 队伍的团队角色结构也逐

渐清晰袁角色职责逐渐明确袁训练更加走向科学化袁
资金保障更加充足遥 第三个阶段是从 2006 年至今袁
这个阶段也恰逢我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遥 取得奥运

金牌后袁 我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已经成为世界

级的强队袁而且在这一历史时期里袁这支队伍开始形

成稳定且有影响力的竞技表现袁只要参与世界大赛袁
就能够登上领奖台袁 但遗憾的是袁2006 后至今的 3

届冬奥会中袁队伍都没有再获得金牌袁但是每届都能

获得多枚奖牌渊温哥华冬奥会 1 银 2 铜尧索契冬奥会

1 银 1 铜尧平昌冬奥会 2 银 1 铜冤袁持续且稳定的国

际大赛成绩说明了这支队伍已经成为自由式滑雪项

目中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队伍袁 从项目发展的初心

角度来说袁30 年的发展袁从体教结合到奥运争光袁这
支队伍真正意义上做到了为国争光遥

邵凯院20 世纪 90 年代初国家经济发展刚刚起

步袁训练经费是如何保障这个队伍持续发展的呢钥
戈炳珠院 竞技体育队伍发展是离不开经费支持

的袁尤其雪上项目是比较耗费钱的遥这支队伍能够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发展至今的确离不开经费保障袁
但是袁像这样新组建的队伍在没有获得亚运会冠军尧
奥运会冠军的时候袁经费很难保障遥早期队伍的训练

经费主要来源于多个渠道院 第一个渠道是国家体委

与地方体育局的经费支持曰 第二个渠道是学校的少

量经费支持曰 第三个渠道是通过跨省联办获得经费

支持遥由于历史原因袁全国冬季运动会有一个阶段是

与全运会分开的袁而辽宁又不参加冬运会袁所以我们

的运动员在注册身份上是可以代表如吉林尧 黑龙江

等外省去参加比赛的袁 而且这些运动员都具备夺金

实力遥 运动员通过拼搏可以获得代表省份的竞赛奖

金袁 同时沈阳体育学院根据学校政策可以给予其相

应奖励袁这样在项目发展的早期袁运动员竞赛的积极

性非常高袁且队伍也获得了相应的协议经费保障遥要
知道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006 年获得奥运金牌之

前袁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袁恰恰是经费的多渠道

供给才有效地保障了这支队伍的常年训练遥 当这支

队伍获得奥运冠军之后袁后期的各种经费尧赞助以及

奖励相应地多了起来袁队伍的运转也就更加顺畅了遥
从我的经历来看袁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能够从体

教结合的模式中诞生袁 并发展成为一支奥运冠军级

别的团队袁这其中的野秘密冶就是中国制度遥改革开放

初期袁 在举国体制下能够开展这一项目本身就是制

度的包容性体现曰 高校作为运动队的承办主体积极

融入到国家竞技体育中袁并且获得了很好的效果袁体
教结合对于竞技体育事业发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也可以说是典型的制度创新曰 在没有获得奥运成绩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团队的成长院对话戈炳珠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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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袁运动队经费保障开源节流尧多元供给袁既提升

了项目在国内的影响袁 又保证了项目足够的训练经

费袁同时没有突破我国竞技赛事的制度规则袁体现体

育人在制度创新上的智慧遥

邵凯院 任何体育队伍的成立都避免不了教练员

选拔这一环节袁 特别是对于一个我国新兴的体育项

目而言袁 通过高校来发展冰雪项目的教练员更是具

有选拔上的难度袁 当时这支队伍的教练员是如何进

行选拔的钥
戈炳珠院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成立之初袁面临着

各种困境袁教练员的选拔就是其中之一遥在当时历史

情形下袁学校找不出一位专业的滑雪教练员袁不夸张

地说连一位会滑雪的教师也没有遥面对这样的困难袁
结合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的特点袁 学校最终将

选拔教练员的方向锁定在体操领域袁 这种跨项选拔

教练员的办法袁可以说是在野摸着石头过河冶遥最早接

手这个项目的教练是侯永民袁 他是我校的体操专业

本科毕业生遥侯永民本科阶段是我的学生袁后来又考

了本校的研究生袁之后又留校在体操教研室任教袁再
后来接手了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直到 1994 年遥 在

侯永民之后的第二任教练是陈洪斌了袁 他也是我的

学生袁他是这个项目成就最高的教练员遥 目前渊2019
年冤 他仍然是这个队伍的教练员袁 是国家功勋教练

员袁在他任教期间袁培育出多位奥运冠军尧世界冠军遥
这两位教练都不是专业学滑雪的袁属于半路出家袁但
都为我们国家的滑雪事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袁 他们

的努力也为后期这个队伍教练员的专业化作出了历

史性的贡献遥

邵凯院如果说教练员的跨项选拔是当时这支队伍

迫切要解决的难题袁我想运动员的选材问题同样也不

可避免袁那么当时运动员的选材如何开展呢钥
戈炳珠院沈阳体育学院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最

早的选材范围基本在本校内袁 那时候学生都没有会

滑雪的袁只能进行跨项选材袁从本校的体操专业进行

选拔遥由于选材范围受限袁后来的选材发展到了东北

地区范围内袁可选范围较之前扩大了很多遥长期在东

北地区选材给人们的思想也带来了禁锢院 一提滑雪

那就是东北地区袁 这种老观念也一直持续了有十几

年遥后来袁这种思想开始逐渐因野无材可选冶的尴尬现

状被打破袁选材观念开始发生转变袁将选材范围延伸

到南方地区遥 30 年前我国开展滑雪运动袁选材过程

中传统观念就是在东北地区进行选材袁 而且举国体

制下的条条框框规定也相对较多袁 这从某种角度也

限制了运动员的优质筛选袁 特别对起步中的雪上项

目袁选来选去也选不着合适的人遥当时就觉得如果一

直被这种老观念禁锢袁 那么整个国内的滑雪便不会

有更大的发展空间遥想要发展滑雪袁那就得有点新思

路尧新创新袁传统的选材思路与目标方向逐渐开始被

打破遥 在 1995 年夏天袁我写了几封引荐信给南方的

业内同行袁 当时我向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引荐了

江苏和安徽这两个省的体操队袁 这两个省的体操成

绩在当时全国范围内是比较突出的遥 这一引荐也彻

底打开了东北地区的选材僵局袁 被选拔上来一批优

秀运动员袁包括韩晓鹏渊2006 都灵冬奥会金牌获得

者冤尧邱森渊2001 年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欧洲杯瑞士

站冠军冤尧张鑫渊2018 平昌冬奥会银牌获得者冤等遥 韩

晓鹏和邱森是一块儿被选来的袁他们还是老乡袁张鑫

是在韩晓鹏和邱森之后招进来的遥 说起邱森袁他其实

是个特别优秀的运动员袁在韩晓鹏夺冠之前袁邱森一直

在成绩上压着韩晓鹏遥 就在 2006 年冬奥会上袁韩晓鹏

超常发挥袁而邱森出现了失误袁最终韩晓鹏夺冠袁成为

了国家的英雄遥也正是韩晓鹏夺冠之后袁多年的思想禁

锢被彻底解开了袁选材彻底冲破了东北地区袁突破了冰

雪项目遥

邵凯院在缺人尧缺钱的历史情境中袁如何能够有

效保证这支队伍在短期内取得冲出亚洲尧 走向世界

的成绩曰 又是什么原因推动了这个项目快速地获得

了奥运金牌袁并形成国际影响力钥
戈炳珠院1994 年沈阳体育学院开始筹建国家自

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二队袁这支队伍于 1995 年正式成

立遥 当时二队的教练是杨尔琦渊我夫人冤袁她从小就

是滑雪科班出身袁 小的时候是吉林省高山滑雪队的

运动员袁后成为高山滑雪专业队的运动员袁运动员时

曾经拿过全国比赛冠军袁退役之后做了教练员遥 1993

年袁 沈阳体育学院在东北开始寻找能够进行雪上项

目教学的教练员袁 同时为解决我与夫人多年的两地

分居现状袁 学校研究决定商调杨尔琦教练到沈阳体

育学院工作遥 我夫人刚开始调到沈阳体育学院的时

候袁最开始做的是基础教练遥 需要注意的是袁20 世纪

90 年代沈阳体育学院为了开展雪上项目袁同时开展

了 3 个项目袁 分别是空中技巧尧 跳台滑雪和越野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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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遥杨尔琦当时担任的是这 3 个项目的基础教练袁兼
管 3 支队袁 当时做的主要工作是对运动员进行滑雪

基础训练遥这个工作干了一段时间后袁运动员取得了

一定的技术进步袁 由于杨尔琦在队内滑雪教学的成

绩袁队内决定由她接手担任空中技巧二队的教练员遥
杨尔琦在任教期间培育了多名优秀运动员袁 其中她

培养的学生运动员袁包括韩晓鹏遥当韩晓鹏在第二十

届都灵冬奥会上夺得男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比赛

冠军袁 实现了在冬奥会上中国男子和雪上项目金牌

野零的突破冶袁我们全校都激动坏了渊不止是全校袁全
国都为之激动冤遥

邵凯院高校参与竞技体育袁在早期没有竞赛成绩

的时候袁如何协调训练人员尧资金保障以及相应的利

益分配呢钥
戈炳珠院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有了梯队建设后袁

经费就愈加紧张袁很难负担起两支队的训练保障遥当
时为了解决经费问题袁 沈阳体育学院就采取了联办

的模式袁 具体是由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负责提供训练

经费保障袁而在全运会比赛的过程中袁运动员的成绩

算黑龙江省渊牡丹江市贡献冤遥当时韩晓鹏在 2006 年

的第二十届都灵冬奥会上拿了金牌袁 这块金牌被计

算在黑龙江省的全国冬运会成绩中遥

邵凯院我觉得任何一支优秀的体育团队都离不开

科研团队的力量贡献袁您是当时科研的主要贡献者遥
据我了解袁您本科是在北京体育大学就读袁本科毕业

之后您主要从事了什么工作钥 之后您又在什么时间

介入这个空中技巧这个领域钥 您又是以什么样的身

份进入这个领域的钥
戈炳珠院我在本科毕业之后袁一直从事体操训练

工作袁带基层的体操少年队袁在全国也拿过成绩袁体
操教练员干了十余年袁 也为我们国家体操队输送了

不少优秀运动员袁1978 年我被国家体委授予了 野全
国优秀教练员冶称号遥 1979 年我考取了沈阳体育学

院的硕士研究生袁是沈阳体育学院的首届研究生袁我
在研究生期间主要是研究体操的相关理论与实践袁
毕业后留校任教袁在体操教研室工作遥 我是在 1993

年的时候开始介入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

的袁当时是从科研的角度介入到这个项目的遥我的科

研工作都是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密切相关的袁因
为空中技巧当中很多技巧动作都依靠体操技术来做

基础的遥尽管我真正做的是科研人员袁其间也干了很

多名副其实的野科研教练冶的工作袁但由于当时的背

景袁 我们国家早期的运动队中没有明确的科研教练

这样的岗位袁而且我夫人在这个队中袁我个人的科研

教练始终没有得到职位上的正式认可遥

邵凯院您是滑雪项目的国际级裁判员袁您当时是

在什么样的背景或契机下被评选为国际级裁判的钥
戈炳珠院我 1993 年进入这个项目之后袁当时还

有另外一个身份袁 那就是这个项目的裁判员遥 1996

年我获批为自由式滑雪国际级裁判袁 算是我国 野首
位冶自由式滑雪国际级裁判袁也可以说是我们国家整

个滑雪项目的野首位冶国际级裁判遥 当时我国所有的

滑雪项目在国际上都落后于其他国家袁 作为典型的

打分项目袁 在竞技水平落后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国

际级裁判袁也没有机会考取国际级裁判资格遥记得在

1996 年我国要在黑龙江哈尔滨举办第三届亚冬会遥
那是有史以来在我国举办的最高级别的冰雪国际赛

事袁国家非常重视袁那时候我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项目在国内已经开始有了起色袁 而且国际赛事在我

国举行袁国内如果没有国际级裁判是非常被动的袁因
此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袁我国急需滑雪国际级裁判遥
我记得国家体育总局当时选派四人去日本考试袁分
别是我尧北京体育大学的陈在宽尧国家体育总局冬运

中心的副部长王清华尧常年在日本的黄华龙遥通过学

习尧考试袁我们四人都获得了国际级裁判资格遥 严谨

地说我是国内第一批国际级裁判袁 但为什么说算得

上是野首位冶国际级裁判呢钥 陈在宽最初和我肩并肩

做过一段时间的裁判袁但时间不长袁那时北京体育大

学不像现在成立了冰上项目的二级学院袁 北京体育

大学对陈老师外出执行裁判任务非常不支持袁 加上

他个人原因袁后来也没有继续做裁判工作了曰而王清

华属于官员袁总体上也没有时间去做裁判工作曰黄华

龙因常年在日本袁也没有回国做过裁判遥 因此袁从实

际工作角度袁 我是第一个被国家派出去做国际级裁

判工作的遥随着国际裁判工作经验的积累袁国家还让

我担任了冰雪项目裁判员的培训工作袁 负责给国家

体育总局开设的各种裁判员班培训尧讲课遥

邵凯院我阅读过您关于自由式滑雪的相关著作袁
其中有些是您退休后出版的遥请问袁您退休后还进行

了哪些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工作呢钥
戈炳珠院在我退休之前袁完全不会使用电脑袁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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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连开关机都不会遥科研论文都是靠手写草稿袁修改

定稿之后袁才让助手用电脑录入的遥 退休后袁我开始

认真学习电脑袁从开关机学起袁之后的论文都是自己

在电脑上一字一句打出来的袁 包括已经出版的和现

在正着手写的遥 在 2003 年袁我出版了一部专著叶自由

式滑雪空中技巧探究曳袁很多研究这个项目的硕士研

究生的学位论文中的参考文献都引用了这部专著遥
这部专著是我刚退休时发表的袁 科研内容都是在工

作岗位最后几年的科研成果积累遥 我的第二部专著

叶空中技巧论百篇曳 是在我 70 岁那年出版的袁60 万

字遥第三部专著叶空中技巧新论曳是在 2016 年出版的袁
那年我 73 岁袁28 万字的这部作品也是目前的最新科

研成果遥由于 2022 年冬奥会渊东道主冤原因袁我目前还

正在进行科研成果梳理袁为备战北京冬奥会服务袁预
计 2020 年底之前出版袁20 万字左右遥

透过口述袁 从戈炳珠教授早年的经历到退休后

一直从事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发展的科研工

作袁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他对自由式滑雪特有的情怀袁
可以看出中国冰雪人的执著尧专注的科研精神遥也正

是由于这样的体育科研工作者尧 教练和运动员们不

断地耕耘袁 才造就了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支从体

教结合模式下走出来的奥运冠军团队遥

渊责任编辑院晏慧冤

市建设中的作用袁 改革社会体育组织的服务方式和

范围袁 发挥其在建构现代社会组织治理体系体制中

的积极作用遥

随着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袁 社会体

育组织的培育仍处于探索发展阶段袁 对社会体育组

织的培育依然任重道远袁社会体育组织活力的激发尧
能力的提升尧公共性的生发都离不开政府的培育遥面
对体制遗留问题的阻滞袁创新发展中新问题的萦绕袁
当下唯有改革创新袁不断地实践尧探索尧检验和调试袁
才能摸索出一条可行和有效的培育社会体育组织的

新方式遥 在这一点上袁 上海市黄浦区取得了许多经

验袁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遥为了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公

共体育服务需求袁促进和谐文明社区建设袁发挥社会

体育组织的治理功能袁推动社区体育创新袁政府应加

大对社会体育组织的培育力度袁创新培育的方式袁从
宏观层面加强法律制度的完善和供给袁 从微观层面

探索和创新转型的新思路袁 从而确立社会体育组织

在社区治理中的主体地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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