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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将辈出的北京女子排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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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10月，根据国家体委主任贺老总的指示，我国排坛第一代女国手来到北京组成了北京女子排球

队。教练员由朱慈担任，队员有王子淑、曲培兰、韩翠清、董天姝等，这些队员都是我国五十年代优秀的

女子排球选手。 

  女排的创业者们所面临的条件是十分艰苦的。当时，女排和男排没有自己的训练场地，但她们为了搞

好训练用了茅屋胡同的红五星大院消防队的业务训练场地进行训练。雨天在室外无法训练，就赶到什刹海

体校去借室内场地训练。冬天还要千里跋涉到南方去进行冬训。生活条件和训练设施与今天无法相比。在

艰苦的条件下女排队员情绪高涨，训练刻苦自觉，倘若因故缺席了一堂训练课，总要想办法补上。雨天不

能进行室外训练，队员们就利用室内走廊进行身体训练。这期间，曲培兰、韩翠清等人，先后被调入新组

建的国家队，使北京女排的阵容和实力受到一定影响。在1957年的全国排球甲级联赛中名列第三，在全国

排球锦标赛上获得第四名。从1957年开始，北京女排在原有的基础上招收新队员。 

  1958年，根据贺老总的指示，北京女排又和男排一起赴山东帮助建立排球省。在山东，队员人人充当

教练员，克服很多困难，帮助兄弟省选拔训练当地的新队员。在一年的时间里，北京女排帮助山东建立了

五支女子排球队，返京时，还留下了四名骨干队员担任了教练。从而为山东排球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

努力，对山东省排球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59年5月，北京女排回到北京，将山东带回的一批新队员和朱慈教练在北京挑选的一批青年队员共同

组成了一队、二队和三队。这样三级梯队紧密衔接，贯彻“三年打基础，五年出成绩”的战略方针，注重

打基础，狠抓基本功训练，使北京女排初步形成了动作规范、基本功扎实的特点。女排的教练员班子团结

协作，互相配合，学术气氛浓厚，充分发挥了每一个教练员的长处。在训练中，要求队员根据教练制定的

训练大纲，结合本人实际制定个人训练计划，每天训练结束后要求队员写训练日记，促使队员动脑筋，教

练员常常工作到深夜，为队员批注训练日记。虽然，当时队员们的身高、力量等专项素质并不是很好，但

靠着刻苦自觉的训练，弥补了这些不足，使技术水平有了很快的提高。1962年，北京女排参加全国比赛，

一、二、三队都打进了甲级行列。当时全国只有几支女排甲级队，而北京女排就占了三个位置，成绩十分

突出，在1965年举行的第二届全国运动会上，北京女排名列第五。 

  1964年，日本著名排球教练大松博文应邀来华训练我国运动员。从此开始北京女排贯彻全国排球会议

提出的“三从一大”的训练方针，队员们在大松的极限训练的严格训练下，克服了种种困难，忍受着一堂

训练课长达八小时的训练量，他们从不叫苦，更没有人退缩。严格的大运动量训练，使全队的技术水平有

了大幅度的提高，进入了国内先进水平的行列。然而正当女排日趋成熟的时刻，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

命”冲断了她们通向排坛高峰的进程。队伍虽然没有解散，但比赛取消了，训练停止了，有的教练也被遣

散了。北京女排从此进入了长达五年之久的停顿时期，五年的停顿对于运动队和运动员来说意味着多么大

的浪费和无法挽回的损失啊！ 



  1970年，全国的体育运动开始恢复，排球也恢复了竞赛。1971年北京女排在天津举行的全国排球重点

队比赛中，凭借过去训练基础，一举夺得冠军。在转年举行的“全国五项球类运动会”上，北京女排获得

亚军。1973年至1975年，北京女排打出了恢复赛以来的小高潮，两次荣获全国比赛冠军和一次亚军。在

1975年举行的第三届全运会排球比赛中位居第三。在此之后的几年时间里，由于教练员更换频繁，队员的

新老交替，也由于一些其他原因，北京女排的实际水平和比赛成绩都有大幅度下降。1977年从甲级队降为

乙级队，1978年的比赛中，虽然重归甲级队的行列，但也只处在全国七、八名的位置。北京女排在打出了

一个小高峰之后，又进入了一段低潮时期。 

  1979年6月，在距离第四届全国运动会排球决赛仅有三个月的关键时期，北京女排进行了改组。以年轻

队员为主组队参加了第四届全运会，杨晓君、徐力等人都是第一次参加全国性比赛，这一大胆的举动在全

国各个排球队中是很少见的。全队齐心协力，打出了水平，曾以3：2打败了拥有多名国家队员的八一女

排，在参赛的十二支球队中名列第六。全运会结束后，北京女排制定了四年规划，继续贯彻“三从一大”

的训练方针，重点进行基本功的训练。为了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全队赴漳州和国内强队一道进行高强度

的系统训练，使年轻队员的进步很快。 

  在此期间，北京女排十分重视排坛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及时掌握排球运动发展的动向，及时学习和掌

握新技术、新战术，有针对性地进行训练。他们还根据排球运动的发展规律调整人员位置，确定了以近体

前后快球相结合两边拉开为主的战术，讲究实效，稳定性强，威力大。北京女排很注重队员的心理训练，

经常训练队员打逆风球，从而使队员在关键球的处理上比较稳定，常常在落后的情况下稳扎稳打，反败为

胜。 

  1981年，中国女排为我国夺得了第一个排球世界冠军，使体育界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在全国排坛引起

了很大震动。借此东风，各省市的排球运功水平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使我国女子排球运动的发展达到了一

个高峰。1983年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女排决赛中，北京女排经过顽强奋战获得亚军，这是北京

女排在全运会历史上的最好成绩。在此之前的1982年全国排球甲级联赛中北京女排曾荣获冠军称号。 

  北京女排在培养和启用年轻选手方面也十分突出。从建队初期，北京女排就十分重视后备力量的培

养，二队和三队的教练们担负着打基础的重要工作，他们为一线队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大批基本功扎实、有

前途的优秀青年选手。北京青年女排于1974年首次夺得冠军，在1978年至1983年蝉联冠军；1985年又夺得

了第一届全国青少年运动会女排比赛冠军。 

  北京女排的一个特点是尖子队员多。三十年来名将强手不断涌现，为国家女排输送了一大批优秀的选

手。可以看出历届国家女排的主力阵容中至少有两名北京女排队员。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王子淑、金东熙；

八十年代的郎平、杨晓君；如今的冯坤都是被人们赞扬的一代球星。尤其是曾经威震世界排坛、素有“铁

榔头”之称的超级球星郎平，更是为北京女排增添了光彩。她森严的拦网、凶猛的扣杀都威震国际排坛，

是中国女排夺得世界大赛“五连冠”的绝对功臣。 

  近年来，由于全国各个省市对女子排球的重视，加大了投入力度，水平迅速提高，而北京女排随着郎

平、杨晓君等尖子队员的退役，水平不升反降，一直位居全国中下游水平。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企业与运动队联姻，特别是职业俱乐部的成立，给整个排球界注入了

活力。资金投入的加大，运动员收入的提高，主客场赛制的形成都无形中增加了人们对比赛的关注程度。

2000年开始，北京女排与仙灵骨葆公司联手打造出一支充满朝气和潜力的新的排球队伍。企业的介入，也

无形中鼓舞了教练员和运动员的训练、比赛热情。北京女排在主教练胡广礼的训练指挥下，按照“三从一

大”的训练方针刻苦训练，逐渐形成了高快结合的战术特点，成绩逐年上升，2002年获得“步步高杯全国

女子排球联赛”第六名。冯坤、陈洋、左娜、董颖等队员在职业联赛的赛场上逐渐成熟，挑起了北京女排

的大梁。 

  特别是二传手冯坤的迅速成长增强了北京女排的实力，也增加了比赛的看点。1978年出生的冯坤基本

功扎实，心理素质好，是不可多得的优秀运动员。她在场上调度有方、思路清楚，盘活了全队的技战术打

法。同时，作为国家队的队长、主力二传手，她在国家队的表现同样非常优秀。2003年，冯坤与队友夺得

了世界女排大奖赛的冠军。特别令国人振奋的是在2003年世界杯女子排球比赛上，冯坤与国家女排一道夺

回了阔别十七年之久的世界冠军，冯坤也因为在场上杰出的表现获得“世界最佳二传手”称号。为此，她

被授予北京市“三八”红旗奖章。 

  四十多年来，北京女排的运动员们以刻苦的训练和顽强的拼搏精神谱写了光荣的队史。仅七十到八十

年代北京女排就两次夺得全国排球甲级联赛的冠军，六次荣获全国青年联赛的冠军。先后有近30名队员被



选进国家队，北京女排的郎平、杨晓君、冯坤等人代表中国女排参加了世界杯、世界锦标赛、奥运会以及

亚运会重大比赛，是中国女排夺取世界冠军的重要功臣，徐力、杨荣欣、左娜也代表国家队参加了世界大

学生运动会。北京女排还曾出访意大利、叙利亚、罗马尼亚、黎巴嫩、日本、朝鲜、联邦德国和秘鲁等

国。曾先后有15名教练员到11个国家担任教练和专家。北京女排自建队以来还有30多名队员荣获运动健将

称号，郎平、杨晓君、冯坤被国家体委授予国际级健将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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