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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的滑雪队
训练需付出更多努力

“第一次在这里滑，脚就磨破了。”胡
海涛指了指脚说，“但很刺激。”

戴着助听器的胡海涛，在学校里接受
过手语和汉语教学，能进行基本交流。遇
上复杂的表述，他就在手机上打字，或是
用手语向老师求助。

2018年，当12岁的胡海涛第一次接
触滑雪时，就展露出惊人的天赋，“往下冲
的时候，好像在飞一样。”

“很有速度感。”曹建记得胡海涛的
“首秀”，“有些孩子比较恐惧快速滑落的
加速度，但他不怕。”

那一次，和胡海涛一起体验滑雪的都
是来自新都区特殊教育学校的听障学
生。彼时，尖锋旱雪四季滑雪场已正式运
营，依托资源优势，新都区残联萌生了组
建一支听障滑雪队的想法。新都区特殊
教育学校随即依据学生的身体协调性、沟
通理解能力，选出了10名听障学生。

2018年11月，这支特殊的滑雪队正
式成立。这是四川省首支听障滑雪队，也
是目前为止唯一一支听障滑雪队。

因为队员的特殊性，在教学时，曹建
需要在白板上写字，并配上肢体语言来表
达，“教一个动作，我需要反复做这个动
作，直到他们理解为止。”为了方便沟通，
曹建下载了两个手语APP，还抽空向手语
老师学习。如今，他已经能用手语和队员
进行简单交流。

无声的训练，难度不止这些。由于听
障缘故，训练过程中，队员一旦滑出起点
后就接收不到任何反馈，“只能等他们滑
完回来后，再给他们指出问题。”这就导致
队员们训练需要花更多时间，“要把动作
做标准，需要付出比一般孩子更多的努
力。”

一点点摸索中，滑雪队逐渐形成自己
的训练模式。曹建说，滑雪队按照专业化
运动队运行标准形成“日常训练常态化+
集中训练规范化”的训练机制，保证每名
队员每周不少于3天的日常训练，每年不
少于3个月的集中训练，训练时间都在周
末、节假日或者寒暑假。

成立3个月
获得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奖牌

让所有人意外的是，这支滑雪队成立
3个月后就创造了历史。

2019年1月，全国第十届残疾人运动
会暨第七届特奥会在哈尔滨举行迷你滑
雪比赛，四川派出的4名参赛运动员均来
自这支听障滑雪队，胡海涛就是其中一
员。

“当时，我们心里都没底。”曹建说，原
本想着有人冲进决赛就不错了，结果有3
名运动员进入决赛，胡海涛更是斩获男子
听力组100米决赛铜牌，实现四川省残疾
人参加全国冰雪运动奖牌零的突破。

“其实我还可以表现得更好。”胡海涛
说，因为一直在旱雪场训练，刚到真雪场

比赛时有些不适应，加上经验不足，比赛
时鞋子撞到了滑板，“我当时脑子里只有
一个念头，不能放弃，要冲到终点！”回忆
起那场比赛，他仍有些雀跃。

这个成绩，足以让曹建骄傲。“比赛是
按照残疾类别划分的，没有年龄之分，和
胡海涛一起比赛的，很多都是成年人。”曹
建说。

纪录还在不停刷新。2021年，胡海
涛再一次代表四川参加全国第十一届残
疾人运动会暨第八届特奥会，在听力障碍

男子组100米和500米比赛中，他获得两
枚银牌。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他与金牌选
手的差距缩短到了零点几秒。“很有夺金
的潜力。”曹建说。

比奖牌更重要的
是找到“打开的那扇窗”

在新都区残联工作人员郑晓玲看
来，比拿奖牌更重要的，是滑雪训练帮助
这群孩子树立了信心，有了战胜挫折的
勇气。陪同滑雪队到哈尔滨参赛之际，
郑晓玲见证了赛场上的选手如何你追我
赶，“能明显感觉得到，孩子们有了更强
大的内心。”

这种变化，曹建的感受更为直观。
在滑雪队里，易家良也是成绩拔尖的队
员，不过成绩一直排在胡海涛之后。去
年，在成都市第一届中小学生滑雪比赛
中，易家良第一次超过了胡海涛。后
来，易家良对曹建说：“原来我也可以办
到。”

也是那次比赛，赛场上的对手不再是
残疾人，而是同龄人。“一起比赛滑雪，也
让其他人看到了这群孩子的闪光点和优
势，他们在滑雪领域是那么优秀。”新都区
特殊教育学校老师赖桂红说。

这样的变化，也正是这支特殊滑雪队
成立的初衷。“上帝为他们关上了一扇门
的同时会打开一扇窗，我们需要做的，就

是帮他们找到这扇窗。”郑晓玲说。
3年多的时间，曹建陪伴着这10名队

员慢慢长大。去年的一次训练间隙，恰逢
一家公司来滑雪场团建，不时有人摔倒，

“队员们见我忙不过来，就走过来扶起别
人。”这个画面让曹建觉得，这群小孩是真
的长大了。

从滑雪到旱地冰壶
在残疾人群体中推广冰雪运动

北京冬奥会的举办让冰雪赛事成为
社会热点和新时尚。在四川，越来越多的
残疾人开始驰骋冰雪。

刚刚过去的寒假，这支听障滑雪队
像往常一样，再一次来到了尖锋旱雪四
季滑雪场训练。只不过，队伍更壮大
了。2021年，新都区残联与新都区特殊
教育学校开始在培智学生中推广滑雪运
动，并选了6名学生组成培智滑雪队，与
先前的听障滑雪队共同组成了蝶韵滑雪
社团。

王朝绍是其中一名培智学生的家
长。第一次陪同女儿训练时，见她一直滑
不好，王朝绍很着急，后来他穿上滑雪板
试了一下，“摔了3跤。”10来天的训练后，
女儿已经可以做出熟练而流畅的动作，身
体协调性和平衡能力也好了很多，这让王
朝绍十分高兴，“女儿真的很棒。”

在成都，也有越来越多的残疾人开始
玩旱地冰壶。这是一项基于传统冰壶运
动衍生而来的类冰雪项目，对场地要求较
低、维护成本远低于真冰，且器材铺设简
单。同时，对肢体、听力、智力等各类残疾
人均可开展，是一项大众参与度比较高的
体育项目。

2020年9月，成都市第九届残疾人运
动会暨第五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旱
地冰壶首次列入了比赛项目。来自都江
堰、温江、彭州等地的残疾人运动员分别
在该项目上斩获金牌。

成都市残联相关负责人透露，成都目
前计划将旱地冰壶运动作为残疾人日常
体育训练项目之一，让更多的残疾人参与
到这项运动中来，并推动残疾人旱地冰壶
运动的发展。

更早的时候，四川省举办过一次残疾
人雪上运动体验活动。2019年1月，作为
第三届中国残疾人冰雪运动季的相关活
动，四川省暨成都市残疾人雪上运动体验
活动在成都举行。“推广残疾人冰雪运动，
对满足残疾人日益增长的冰雪运动需求
和进一步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具有
重要意义。”开幕式上，四川省残联相关负
责人表示。

训练场外，一些变化正在悄然发
生。北京冬残奥会即将于3月4日开幕，
胡海涛立志要成为一名职业滑雪运动
员，王朝绍会带着女儿观看滑雪项目的
每一场赛事。冰雪运动的种子，也在他
们心中生根发芽。

或许，这就是“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
运动，从愿景走向现实”最生动的注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秦怡

四川有支听障滑雪队
成立3个月就在全国残运会摘铜

大型系列报道

2月15日，位于成都市新都区的尖
锋旱雪四季滑雪场内，16个孩子有序排
成一排，从顶端滑降。连续滑出“之”字
形绕过障碍，完成回转，再回到起点
……他们正在进行的是高山大回转项
目训练。

“11.648秒。”16岁的胡海涛轻盈滑
过后，教练曹建在训练记录本上写下了

成绩。“出发时要注意重心。”完成训练
后，曹建在一块白板上写下这行字，递
到胡海涛面前。

如果不是这个动作，很难察觉出这
支名为“蝶韵滑雪社团”的滑雪队运动
员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他们是来
自成都市新都区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
其中包括10名听障学生，平均年龄14

岁；6名培智学生，平均年龄12岁。
这也是刚刚过去的寒假，蝶韵滑雪

社团最后一次集中训练，不同的是，这
次训练时间与北京冬奥会的举办时间
重叠。训练之余，这些孩子们会观看比
赛，好多孩子都十分喜欢谷爱凌、苏翊
鸣。“我们和他们在做同样的事。”胡海
涛说。

听障滑雪队队员在旱雪场上驰骋。

▲寒假期间，
听障滑雪队依
旧保持训练。
新都区特殊教
育学校供图

◀
教练曹建（右
一）将动作要
领写在白板上
与队员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