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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约奥运会第 9 个比赛日，

英国金牌一天暴增 5 枚，以 15

枚的总数跟中国平起平坐。但

因为银牌多 3 枚，《每日邮报》

兴奋欢呼：我们击败了中国。8

月 17 日， 英国 拥 金 19 枚， 完

成彻底超越。只有“不唯金牌论”

的美国一骑绝尘，牢牢地占据

着第一的位置。随着中国很多

优势项目的滑坡，中英的金牌、

奖牌之争，或许一直要持续到

闭幕那一天。

优势项目滑坡严重
21 世纪以来，中国代表团

在 夏季 奥 运会的金 牌总数 就

没 下 过 25——2000 年 28 金、

2004 年 32 金、2008 年 51 金、

2012 年 38 金。

但今年，综合各个项目的

比赛进度，再乐观的预测也很

难 给出“25 枚以上”的数 字。

最大原因就是原本的优势项目

滑坡严重。 拥有 15 枚奥运金

牌数的射击，一直承担着为中

国夺首金，完成“开门红”的重

任。这次出征里约的中国射击

队，有 6 位奥运冠军坐镇，更

有多位世界冠军、世界排名第

一的选手，每个项目基本都是

以老带新，实力强大结构合理，

但除了第二天才为中国队拿下

首金的张梦雪，别无金牌进账，

创射击队 28 年来最差战绩。

相比之下，体操更是遭遇

史上最大滑铁卢。加上蹦床总

共 16 枚金牌，又是 1984 年奥

运会以来每届都有金牌入账的

王牌之师，这次与其说是被裁

判黑了完成分，不如说是这一

个奥运周期整个教练组对体操

新的评分原则没有吃透，在技

术、编排上没有与时俱进。

拥有 15 枚金牌的举重，这

次虽然贡献了 5 金，仍然是中

国代表团的夺金大户，但距离

“保 6 争 8”的赛前目标，仍有

距离。尤其是俄罗斯队员全面

禁赛，中国队机会更多，却输

给自己：开赛首日因为工作人

员失误，加上教练组工作不细

致，黎雅君竟然没成绩，错过

首金。赛前被认为夺金最有把

握的谌利军直接退赛……

另外，上一届奥运会带来 5

金 2 银 3 铜的中国游泳队，在

本届奥运会除了贡献孙杨的一

枚金牌和傅园慧的一堆表情包

外，乏善可陈。

期待金牌数重回第二
金牌榜超越中国后，英国

人马上通过电脑算出，“中国将

在第 12 比赛日（里约时间 8 月

17 日）回到第二，最终以 27:22

的金牌数压制英国”。但随着

这两天赛事的进展，再乐观的

中国体育人，都难以给出“27

枚金牌”的预测。

另外， 在 里 约 奥 运会 前，

男子单人三米板曾是中国跳水

队最“担忧”的项目，但 8 月

17 日的赛场上，曹缘用完美的

发挥再添一金。

此前很多人觉得，8 月17 日

的比赛只有中国乒乓球的女团

金牌是稳的。羽毛球混双决赛，

意外地没有中国选手参加，世

界排名第一的张楠／赵芸蕾以及

徐晨／马晋双双倒在半决赛，导

致中国羽毛球最稳的一枚金牌

丢了。满打满算，跳 水还剩 2

个项目，全拿也就 2 金。加上

乒乓球男团 1 金，刚好帮助中国

军团金牌上 22。

羽毛 球 剩 下的四 个项目，

文 / 汪昌莲
里约奥运会赛程过半，由于

一些优势项目“意外失手”，中

国被英国“打败”，屈居“金牌

榜第三”。英国媒体的欣喜若狂，

似乎伤到了国人的自尊心。然而，

体育赛场上充满很多变数，中国

健儿从来没有认输的经历，现在

就谈中国失去了“金牌第二”的

位置，显然为时过早。退一步讲，

即使最终英国取得“金牌第二”

的位置，也撼动不了中国体育强

国的地位。

在里约奥运会上，中国游泳

运动员傅园慧在网络上大火，表

情包疯狂流传，被称为“洪荒少

女”。实际上，她的可爱不羁不

仅得到了国人的喜爱，甚至引来

了外国媒体的关注，纷纷评论说

“太可爱了”！一切皆因为她率真

和幽默的个性深受民众欢迎，即

使她只获得了一枚铜牌。有网友

说，她才是奥运“更快、更高、

更强”精神的体现，她给观众

和粉丝带来快乐，输赢并不那么

重要。由此看来，中国对于金牌

的得失心，已悄然发生了变化。

夺得金牌固然可喜可贺，但

能够夺取金牌的毕竟只有少数运

动员，更多的运动员注定只能成

为奥运赛场上的无名英雄。事实

上，我国还有很多运动项目比较

落后，不仅不具备夺取金牌的实

力，甚至处在“陪太子读书”的

尴尬境地，尤其是一些田径项目，

与欧美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

差距。如果以夺取金牌为唯一目

标，那么我国仅派那些具备夺

金实力的选手，赴里约奥运会参

赛就可以了，既减少了成本投入，

里约奥运会中国代表团金牌数被英国超越——

奥运金牌榜 中英争第二

■凤眼时评

“金牌第二”真的没那么重要

据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报道，眼下正是“招

生季”。在众多高考考生焦虑地等待录取通知书之

时，许多地方高职院校的招生计划能否完成，也成

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些年，在产业工人长期

缺乏的背景下，技工院校的就业率接近 100%，但

招生人数却逐年下降，技工院校深感生源不足。有

统计显示，自 2009 年开始，全国高职院校生源持

续 6 年下降，山东、河南、广东多地招生计划连续

几年无法完成。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杨捷

认为，整个社会对于高学历的过度追求，是造成技

工院校生源缩减的关键诱因。

高职教育为何叫座不叫好
文 / 郭丹
我国GDP总量全球领先，被称为制造业大国，然

而与此不匹配的是，技能型人才严重短缺。职业院校

毕业生的就业率逐年攀高，与此不匹配的是，报名人

数持续低迷。这种尴尬折射的现实是，职业教育即使

叫座仍不叫好，尽管蓝领阶层的工资收入早已跃升至社

会中、高级水平，但对职业技术教育的社会认同度并未

由此提升。这种尴尬在个人身上也有所体现，专业技

术人才的社会地位并没有伴随经济待遇的提高发生改

变，全社会依然没有形成尊重、注重高职教育和技术

人才的氛围。究其原因，有思想观念的问题，同时也

有社会政策的问题。

思想观念的问题并非简单的传统偏见，最终关联

职业技术人才的就业质量，这个质量是个涵盖丰富的

综合体，包括工资收入、工作环境、工作条件以及成

长空间等职业前景。不管工资收入的变化如何可喜，

都改变不了职业分工的特点，职业技术教育涉及的行

业几乎是脏乱差的代名词，往往要吃苦受累，劳动强

度大、环境差，往后看个人含金量凸显和向上流动的

空间也很受局限，一时较高的工资收入并不具有长期

性和稳定性，更不可能实现财富的迅速积累和身份阶

层的突变，因此，职业教育始终是很多人眼中万不得

已时的下下之选。

除了思想观念的局限和偏见，职业教育社会认同

度不高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的政策环境。

首先是教育政策的不平衡。不管是财政支出、人

才保障还是培养机制、管理模式上，职业技术教育与

高等院校之间硬件水平有巨大的鸿沟。再加上我国现

有高考录取的顺序机制，进入职业技术院校的都是被

筛选和淘汰后的落榜生，生源质量决定了软件竞争力

的先天不足。实际上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的水平并不高，

还不够支撑足够的社会信心。

其次，社会用人考核和评价机制不平衡。虽然经

济待遇提高了，但从社会的人才机制中看不到技术型人

才社会地位提升的空间。医生、教师、律师、财会等

领域都有精细的技术等级和资格认证，而蓝领阶层身

上始终只有笼统的工人标签，技术再好也不能转化为

社会地位的上升渠道。

最后，社会衔接机制不顺畅。这种衔接一方面是

学校教育和高考制度的衔接，以德国为代表，西方国

家的工业技术教育是从娃娃抓起的，如果我们从小接

受的教育中没有重视个人爱好、兴趣特长和职业教育

对接的意识，光靠高考分流来提升职业教育的质量和

地位当然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则是职业教育与企业发展

的衔接，我们的职业教育并没有与企业发展形成长期

的合作对接模式，因此从教育到就业之间实际上还存

在很多断层，在人们看来，职业教育带来的经济待遇

并不具有普遍性，因此也不会给予很高的期望值和信

心。

凤眼看世界 >>丹

郭丹是湖南社会科学院城市文化研究所主任，
担任湖南卫视、湖南经视等多家媒体的特约评论员，
致力于以社会学的视角进行公共舆论价值引导研
究。我们在《娇点述评》版上邀请郭丹为大家来解
读一些妇女儿童的热点事件，让我们跟随她犀利的
目光，一起打量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

夺金全都要靠拼。男单林丹盛年已过、谌龙

要正式接班就得靠里约这枚金牌。从伦敦包

揽 5 金的中国羽毛球队形势一吃紧，中国代表

团便后继乏力了。田径场上，还有女子 20 公

里竞走的世锦赛冠军刘虹这个夺金点。此外，

跆拳道赛场，吴静钰期待能完成奥运赛连冠。

反观英国队，在自行车、帆船帆板、铁人

三项、皮划艇静水以及跆拳道等项目上，都有

争金点。所以一旦英国人进展顺利，拿到总数

22 枚金牌，那就将历史性地压倒中国代表团、

占据金牌榜的第二位。尤其是英国目前的 19

枚金牌里，还有直接从中国跳水队“抢”下的

一枚金牌。

告别“金牌至上”
金牌榜被超越的同时，中国民众的金牌观

正悄然发生着变化，这种深层的变化虽然很

难量化，却让人印象非常深刻。中国体育代

表团在北京奥运会登上金牌榜榜首，这个成

绩空前辉煌，也让国人逐渐放下了“金牌情结”，

思考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体育精神。里约奥

运首金争夺战，中国两位顶尖选手杜丽和易思

玲惜败。但是这次得了银牌的中国选手依然

得到很多赞美，甚至像华天这样没有拿到奖

牌的选手也“圈”了不少粉丝。

从舆论的反应来看，很多人的“金牌情结”

已经淡了，大家更看重的是比赛过程，享受比

赛带来的欢乐。所以，一块金牌还没有得到

的傅园慧因为丰富的“表情包”也成了奥运大

明星。而 1500 米自由泳决赛都没进的孙杨，

也得到了大多数人的理解。孙杨身患感冒、带

病比赛，绝大多数网友都对这位年轻的运动员

表达了宽容。                                   ( 本报综合 )

又提高了竞技效益。

然而，体育比赛重在参与，重在锻炼，重在

进步。因此，国际奥委会在“奥林匹克主义的原

则”条款中写道：“每一个人都应享有从事体育

运动的可能性，而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并体

现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

克精神。”首个比赛日，中国未有金牌入库后，《人

民日报》海外版发表《对于奥运，我们还是太过

紧张了》一文称，中国早已过了非要一块金牌来

证明民族价值的时代，中国的心态理应在比赛的

胜负得失间变得更加平和与轻松。

可见，是否获得“金牌第二”，真的没那么重要。

每个中国健儿都值得国人尊重，他们在训练中刻

苦努力，在赛场上奋力拚搏，虽然没有取得金牌，

同样光彩照人。因为，正是这些“绿叶”，衬托

出了金牌英雄的辉煌；也正是这些“绿叶”，组

成了一个强大的中国奥运团队，推动了中国体育

水平的进步，展示了中国民族综合实力和民族素

质。因此，金牌固然美好，但中国运动员在里约

奥运会上的拚搏精神，比金牌更珍贵、更美丽。

除了两枚团体铜牌再无其他，8月16日落幕的
里约奥运会体操比赛见证了中国队的历史最低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