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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这般，在成为
肖老师后，肖雁宁迅速
补齐着自己错过的一
些成长，例如自己去办
理各种证件，安排生
活，规划下一步的学
习。“之后我想去旁听
一些别的专业的课程，
如计算机等，我对前沿
科技总是充满兴趣。”

满满当当的日常，
肖雁宁几乎不会去回
忆起那些璀璨的欢呼
和掌声，她很理智，“回
忆就是回忆，不具备任
何力量。”在她的游泳
课上，很多同学甚至并
不知道眼前这位强调
细节动作的老师是奥
运冠军。

但同时，肖雁宁
也越来越明显感受到
了运动员生涯所赋予
自己的珍贵特质。“我
小时候很娇气，有一
点点磕碰或者累了都
会受不了，就会去逃
避。”肖雁宁觉得，经
过漫长的训练后，她
成为内心很坚强、很
坚定的人。“我再也不
会遇到问题时选择逃
避或者放弃，相反，我
会积极面对和解决。”

类似的品质，肖雁
宁在学生身上也有发
现。一位完全没有游泳
基础的同学，仅4节课
就学会了游泳，感到吃
惊的她询问后才得知，
那位男生在私下不断练
习。“就是那种不放弃的
劲儿，特别打动人。”

肖雁宁沉醉于这
样的发现，并迫不及待
想要多做点儿什么。
刚到川大时，肖雁宁想
在学生中推广花游，但
很快她发现不行，这是
一项太看重“童子功”
的运动，除了水下动
作，还要有舞蹈艺术等
综合技能。于是，她又
开始思考，怎样才能从
过去的训练经验中提
炼出东西教给学生。

“我和学生聊过，
他们有的以后想做教
练，也有想去小学、初
高中做老师的。”肖雁
宁觉得这是一种共同
的托举，有人在向着
顶尖运动员跋涉，也
有人在为底部和中部
的力量做支撑。“这才
是真正的全民体育、
全民健身。”

当然，肖雁宁也开
始思考自己还要不要
继续深造学习，去读博
士。但不管怎样，她都
拥抱关于未来的所有
可能。如同她告诉教
练的，“如果需要，我随
时可以回到赛场。”

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李
佳雨 陈甘露摄影报道肖雁宁已转型成为四川大学体育学院老师。

肖雁宁展示获得的巴黎奥运会金牌。

这个春天，前中
国女子花样游泳运
动员肖雁宁最大的
感受是，要让一个

“旱鸭子”学生学会
游泳，并不容易。

“游着游着腿就
绷不直了。”3 月 25
日，四川大学游泳馆
泳池边，肖雁宁指着
眼前抱着浮板排队
游过的学生，大声纠
正着他们的动作。

“脚尖，脚尖绷紧，不
要慌，一个动作完成
了再做下一个。”

是的，当属于巴
黎奥运的盛夏远去，
走下冠军领奖台后，
这位曾经的中国花
样游泳队副队长，已
转型成为四川大学
体育学院的老师。
眼下，她正饶有兴致
地经历着另一种生
活，按时授课，尽心
做好辅导员工作，规
划自己的学业……

“这是属于我的
另一种成长。”8岁就
入选四川省花游队
的肖雁宁，习惯了在
高强度重复训练中
度过每一天，也习惯
了与各种比赛下的
高压共处。当摘得
属于青春的最大桂
冠后，她又一头扎进
了为自己规划的新
阶段，去适应、融入，
收获新的喜悦。

于是，3月初，在
接受全国三八红旗
手表彰后，肖雁宁又
匆匆回到泳池边。
还是熟悉的流水声
和消毒剂的味道，而
她正游进属于自己
的另一片天地。

这是一种全新的生活。
作为大学老师，肖雁宁基本每天

要在上午8点前抵达学校。她是川
大体育学院运动训练系本科班辅导
员，班里的38位学生是来自各个项
目的运动员。每天上午，学生上课
时，她就坐在一边旁听，她喜欢这样
的校园氛围。“有时候和他们一起听，
有时候就看自己的书。”

到了下午，肖雁宁要赶到游泳馆，
为全校学生上游泳选修课，特别是零
基础的学生，她要教会他们游泳。

于是，今年27岁的肖雁宁觉得自
己有了很多新体验。例如，早上也能稍
稍赖一下床；即使在工作日，下班后也
可以去逛街、聚餐；学生会向她倾诉成
长的烦恼、学业的压力、恋爱的困扰。

若是将时间往回调，一年前的现
在，是巴黎奥运周期的最后冲刺时
段。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里，花游
队是训练时间最长的，最久时一天有
10多个小时泡在水里。

那时候的肖雁宁，正经历着有史
以来的最大挑战，她的手掌在奥运会
前5个月骨折了。在去年2月举行的
多哈游泳世锦赛中，她用骨折的右手
共完成了24次托举，搭档队友摘下
该项目3枚金牌。

此后，治疗持续进行中，直到抵
达巴黎后肖雁宁才正式下水训练。
之后的故事，也迎来最梦幻的结局，
中国花游队在2024年8月6日晚进
行的集体自由自选比赛中力压群芳，
总分排名第一，摘得了我国在花样游
泳项目的首枚奥运金牌。

在那个圆满的盛夏，鲜花、掌声、
聚光灯蜂拥而至。在肖雁宁的家乡达
州，路边的大屏上滚动播放着庆祝她
夺冠的喜讯。她被票选为最美运动
员，走在马路上会有人跑过来索要签
名。作为巴黎奥运会内地奥运健儿代
表团的一员，她还经历了为期5天的
港澳之旅。这是一段被全网专注的行
程，港媒形容“名单中几乎囊括所有港
澳市民所熟悉的国家队人气运动员”。

但肖雁宁不是一个会长久沉浸
在某个阶段的人。港澳行结束的第
二天，她就来到四川大学办理了入职
手续，成为泳池边的肖老师。

“人生很长，一个阶段有一个阶
段的任务。”肖雁宁记得那是平常的
一天。“翻篇，开启新篇章，这是作为
运动员必须的能力。”

运动员，这是一个几
乎伴随着肖雁宁成长的
角色。

8岁那年，这个因为
体弱被送去学习艺术体
操的女孩，在同龄孩子读
小学的年纪，就面临人生
第一个重大选择：在被四
川省花样游泳学校校长
高举英看上后，要不要离
开家乡，去成都学花游。

“那时家里只有舅舅
和外公外婆同意，其他
人都反对。”长大后，肖
雁宁太理解长辈们的犹
豫，这是一条少数人走
的路，也是一条越往后
越艰难的路。

于是，从最初决定先
到成都练习见见世面，
到入选省队，再到进入
国家队，肖雁宁是在花
游队中长大的。她记得
每个阶段，身边的伙伴
都有离开的，记得小时
候练习水下憋气时，从
最开始的一分半，硬生
生练习到两分钟、三分
钟、四分钟，中途曾因窒
息失去意识，缓缓下沉。

但对比训练中的千
锤百炼，肖雁宁印象最
深刻的反倒是教练对她
们为人处世方面的教
育。“比如，外教对我们
很好，到了圣诞节前，教
练就会提醒我们，给外
教送上祝福。”

从训练到做人，如同
白纸作画，在集体中长大

的孩子被一点点锻造成
为现在的模样。相应的，
花游队的日常已深深刻
进了肖雁宁的生物钟。
每天早上7点起床，开始
训练，午睡后继续训练，
一个动作需要重复千百
遍，一周只有周日休息。
对她而言，国家队就是她
的家，回四川时，她从宿
舍整理了七八袋行李。

也因此，大多数顶级
运动员都有着共同的经
历：取得成绩前，在相对
封闭的环境中训练、生
活，生活枯燥单纯；成为
冠军后，鲜花掌声、沸腾
追捧，他们瞬间从一种极
致的简单，进入另一种极
致的热闹。

肖雁宁的选择是赶
紧从极致的热闹中抽身，
进入下一阶段的生活。
事实上，很久之前她就开
始思考自己转型后的路，
也为此焦虑过。她发现，
大多数时候，运动员们的
选择都是转型做教练或
成为老师。“我喜欢校园，
也想继续学习，所以家人
和我都觉得，进入校园是
最好的选择。”

当然，迅速进入新角
色的肖老师，自我调整和
改变也在各种细微之
间。例如最近，在经历了
晚上10点后接到学校电
话，去处理学生的事情
后，她默默地将手机的静
音时间调整到凌晨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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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雁宁在给大学生上游泳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