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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主题 58 国乒，怎么了（@浙江宣传 2024.10.14）

热点背景
10 月 13 日晚，第 27 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在哈萨克斯坦落下帷幕。在巴黎奥运会之后第一个“升国
旗”的国际赛事中，国乒的总体表现不尽如人意。“女团输给日本”“女单全部无缘四强”“国乒一天之内
输了十场”“林诗栋 1-3 张本智和”等词条，纷纷登上各大热搜热榜。

出题方向 国乒失利，你怎么看？

应用领域 体育

问题/表现
球迷们从不同角度对这次亚锦赛进行了盘点，认为这次失利是史无前例的。舆论场上出现了不少质
疑、批评甚至谩骂的声音，很多长期关注国乒的球迷朋友更是黯然神伤，认为这样的结果完全意料
不到、难以接受。乒乓球在每个中国人心中，是无以替代的旋转魅力和国家荣耀。

☑问题分析
□意义分析
□原因分析

——①比如，人才断层论。有人认为，国乒的后备力量令人担忧，甚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才断代
危机。还有的将这一问题归咎于队伍管理的短视、梯队建设的失误、选拔机制的失衡等深层次因素。
——②比如，商业透支论。过度商业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频繁的商业赛事占用了大量训练
和休息时间，导致一些主力队员东奔西走连轴转，影响比赛状态和技战术水平。
——③比如，“饭圈”反噬论。国乒队员在球场上面对的不光有比赛的压力，更有来自“饭圈”的侵扰。
一些“狂热”粉丝在网络上激烈对战，互相辱骂、诋毁、诽谤，乃至“殃及”他们的教练、队友，最终影
响的一定是运动员本人和整个团队的状态。

□问题分析
□意义分析
☑原因分析

为什么这次亚锦赛会引发如此强烈的舆论反响？
——①以前是“稳稳地赢”，现在成了“心跳游戏”。中国乒乓“梦之队”的盛誉，是一场又一场胜利铸就
的底气，也是国人的情怀荣光所系。然而，近些年来，国乒的绝对统治力似乎在逐渐丧失。曾经常
见的大比分领先的“碾压式”胜利，已经较少再看到。
——②以前是“圈地自萌”，现在成了“热搜常客”。曝光度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有利于国乒的可
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粉丝群体大量涌入，舆论生态变得更为复杂，运动员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被过
度解读、冲上热搜。这反过来也会成为教练组决策时的掣肘，甚而影响到运动员的身体和心理状态。
——③以前是“一枝独秀”，现在成了“群雄逐鹿”。科技的发展让人类对运动项目本身、对明星运动
员技战术的研究越来越透彻，各国之间的经验交流和人才流动，也有助于缩小水平间的差距。当然，
这并不是乒乓球项目独有的境遇。就像我们在其他运动项目上取得的每一次突破，也必然伴随着其
他国家传统优势项目的“危机”，而这，正是竞技体育走向“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必经之路。

对策分析
★★★★★

——①问题不要回避，也别拖延。面对问题，我们不能一味苛责，也不能一味“护犊子”，选择性忽
视。特别是网友提出这次比赛反映出的梯队建设问题，直指竞技体育发展的要害。当我们看到国际
乒坛一个个年轻而陌生的面孔不断冒尖，甚至对中国球员造成威胁，必须要有一种紧迫感和焦虑感，
更好地规划下一代球员如何在国际大赛中脱颖而出。
——②舆论不要苛责，也别放大。竞技体育具有很强的偶然性，很多因素都会影响运动员发挥；也
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其中的许多困难和挑战只有教练员、运动员才能切身体会。不能动辄制造各种
阴谋论，更不能上升到人身攻击，让运动员无法专注于比赛本身。营造更为理性、宽容和包容的良
好舆论环境，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③球员不要沮丧，也别气馁。相信这个时候，心情最低落的或许就是这次出征亚锦赛的全体运
动员，尤其在听到、看到广大球迷和舆论的质疑和批评之后，内心一定不好受。但他们在赛场上的
不言放弃和自信自强，早已为中国青年一代树立了榜样，也必将继续收获 14 亿多中国人的称赞。

金句集锦
◎鲜花和掌声，是对你们的赞美；叹气和眼泪，是对你们的期许。“下风球”“逆风盘”，还有一次

次的落后和低谷，向前的道路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不必沮丧，抬起头，坚定地走下去。

案例积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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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试牛刀

☆乒乓球在每个中国人心中，是无以替代的旋转魅力和国家荣耀。而第 27 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在
哈萨克斯坦落下帷幕，国乒的总体表现不尽如人意。舆论场上出现了不少质疑、批评甚至谩骂的声
音，很多长期关注国乒的球迷朋友更是黯然神伤，认为这样的结果完全意料不到、难以接受。对于
国乒失利，你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