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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奥林匹克运动》

前言

　　奥林匹克运动是现代社会的一项规模宏大的社会现象，其目的在于通过组织没有任何歧视和符合
奥林匹克精神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更加和平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现代奥林匹克
运动是一个激情四溢的生命体，其活动的高潮——奥运会，既是世界各国运动员的盛大节日，也是全
人类的体育庆典。 百余年来，奥林匹克运动筚路蓝缕，创造辉煌：1894年国际奥委会在法国巴黎成立
，奥林匹克运动大旗由此高高飘扬：1896年首届奥运会在希腊雅典举行，光荣的奥林匹克梦想由此成
为现实；20世纪20年代，人们冲破自然的局限，将冬季项目纳入竞技范畴，将奥运圣火在冰雪世界点
燃； 20世纪60年代，残疾人奥运会被纳入奥林匹克大家庭，从此残疾人也能与普通人一样共享奥运的
欢乐⋯⋯奥林匹克运动虽然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艺术、道德、哲学等诸多因素交织在
一起，相互作用，但她的目标始终如一：将体育运动与文化教育融为一体，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
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望。 亲爱的少年朋友们，打开这帧美丽的画卷，你就开启了一扇与奥林匹克运动对
话的窗口，愿和平的理想在你纯洁的心田里得到回响，让奥林匹克精神激励你茁壮成长。 　　中国奥
委会副主席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名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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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画说奥林匹克:冬季奥林匹克运动》由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做导游与主持人，引导少年朋友
漫游奥林匹克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北京奥运会即将来临之际，面对少年儿童读者，推出的《画说
奥林匹克》丛书，从叙述故事和普及知识的角度介绍了奥林匹克运动，意在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普及
奥林匹克知识，提升少年儿童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这套丛书由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也为2009年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在黑龙江省的召开，提前作了舆论准备。
全书共三卷（夏季两卷、冬季一卷），内容分为六大板块，一是古代奥林匹克的起源和传说；二是现
代奥林匹克的兴起与发展；三是青春永驻的奥林匹克精神；四是现代奥林匹克的脚步（介绍了奥林匹
克运动发展沿革，包括历届奥运会赛事和精彩花絮，还介绍了历届奥运会的会徽、吉祥物、奖牌榜和
举办地风土人情）；五是介绍北京奥运会的比赛项目的赛制和看点（每个大项的起源、演变和发展等
）；六是奥林匹克运动对全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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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七届冬季奥运会于1956年1月26日至2月5日在意大利的科尔蒂纳·丹佩佐举行。科尔蒂纳·丹佩
佐坐落在阿尔卑斯山脉马尔莫拉达峰东北多洛米蒂山下，是意大利著名的山城、最大的旅游和冬季运
动中心。1944年奥运会原定在这里举行，由于二战的原因取消，这次科尔蒂纳·丹佩佐终于如愿以偿
。 本届冬奥会有33个国家和地区的32个代表团820名运动员（其中女子132 人）参加，包括教练员和替
补队员，总人数达1445人。比赛项目有越野滑雪、跳台滑雪、北欧两项、高山滑雪、有舵雪橇、速度
滑冰、花样滑冰以及冰球共4类、8大项、24小项。无论参加的国家和参赛人数以及奖牌数均超过往届
。 开幕式上，意大利优秀女高山滑雪运动员朱利亚娜·切纳尔·米努佐代表运动员宣誓，这是冬奥会
有史以来第一次由女子代表运动员宣誓。在古希腊是不允许妇女参加奥运会的，违者将被处以极刑。
而现代奥运会打破了古代奥运会这一戒律，使占人口一半的妇女走上了奥运赛场，社会的进步和妇女
在政治、经济上的解放，是变革的根本原因。尽管现代奥运会的男女平等尚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但它为争取男女平等做出了重要贡献。1973年国际奥委会决定，女性可以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这对
提高女性在体育运动领域的地位有很大的促进作用。1981年，芬兰的皮·哈格曼和委内瑞拉的伊·丰
塞卡成为国际奥委会的首批女委员。 从1924年到2002年，女子项目和女子运动员在冬奥会占有的比例
逐届增多，第一届冬奥会女子项目仅占项目数的9.4%，女运动员人数为13人，仅占参赛运动员人数
的5.01%，而到2006年第二十届冬奥会，女子项目则增长到项目数的45.24%，女子运动员人数为960人
，占运动员人数的38.28%。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训练水平的提高，女子项目将不断地增多，其中包
括跳台滑雪、北欧两项等。 高山滑雪是本届的亮点，奥地利选手安东·塞勒在最先开始的大回转的比
赛中，以6.2秒的优势获得金牌，这是迄今为止在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中最大时差优势的获胜。两天后
，塞勒又以4秒的优势获得回转比赛的金牌。高山滑雪比赛的最后一个项目是滑降比赛，在赛前15分钟
，塞勒发现他的一个固定器的绷带断了，而他没有备用绷带，正在万般无奈之际，一位好心的意大利
队教练解下自己的绷带，借给了塞勒。最终塞勒以3.5秒的优势再获1枚金牌，从而成为了冬奥会高山
滑雪历史上第一位在一次赛会上囊括全部3枚金牌的运动员。为了庆祝自己的胜利，塞勒把1枚金牌送
给了母亲，另1枚送给了父亲，第三枚留给了自己。塞勒在1959年退役，1973～ 1976年曾出任奥地利国
家队教练，并在1982年荣获国际奥委会颁发的奥林匹克铜质勋章。 第七届科尔蒂纳·丹佩佐冬奥运会
花絮 艰难的冠军路 本届花样滑冰金牌得主、美国姑娘奥尔布赖特，得金艰难，令人钦佩。赛前，奥
尔布赖特不幸膝盖受伤，她忍痛苦练，毫不放弃，最后凭着坚强的毅力和勇气参加了比赛，赢得11位
裁判中10位裁判的最高分，终于登上了冠军宝座。 奥尔布赖特登上花样滑冰艺术的高峰，比一般人付
出了更多的辛劳，洒下了更多的汗水，甚至是眼泪和鲜血。她童年时期就患有严重的疾病，并濒临完
全瘫瘓的危险。她的父亲是波士顿的一位外科医生，为了让8岁的女儿重新站起来，不惜资金，到处
求医问药，并请了花样滑冰教练指导女儿进行花样滑冰训练。病弱的奥尔布赖特，忍受了各种痛苦，
以顽强的意志与病魔搏斗，最后不但战胜了疾病，而且技术大有进步，并成为出色的花样滑冰运动员
。4年前，她在奥斯陆获得冬奥会银牌，给了她更大的自信，并迈开了她走上冠军道路的第一步。 本
届冬奥会后，奥尔布赖特回到美国考入哈佛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当了牙科医生，后来被选为美国奥委
会名誉秘书。 “白色闪电”塞勒 奥地利滑雪选手安东·塞勒，在本届奥运会中大显身手。在比赛中
，他速度之快犹如一道白色的闪电，故被新闻界誉为“白色闪电”。这位有 “白色闪电”之称的奥地
利国手当时年仅19岁，在高山滑雪的滑降、回转和大回转比赛中获得3枚金牌。按国际滑雪联合会规定
，冬奥会的成绩，即为世界锦标赛的成绩。这样，塞勒夺得奥运会滑雪成绩自然就算世界锦标赛的成
绩，他3项比赛的总成绩又列为世界锦标赛的全能成绩。塞勒一下夺得3枚奥运会金牌和4项世界冠军，
成为滑雪史上获此佳绩的第一人。 惊醒沉睡的纪录 从1924年到1952年的历届冬奥会，速度滑冰500米
的奥运会成绩一直徘徊在43秒以上，而当时的世界纪录已达到41秒2，在30多年的时间里，竟然没有一
个人能够打破这项纪录。本届速度滑冰500米比赛中，苏联选手在被称为“白云石珍珠”的米苏里纳湖
冰场，打破了这种长期沉寂的局面。叶夫根尼·格里申以相当于每小时45公里的速度滑完500米全程，
计时器显示的成绩是40秒2，首次在冬季奥运会上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和奥运会纪录，将原世界纪录提
高了1秒之多。在1500米的比赛中，格里申和他的同胞尤里 ·米哈伊洛夫又以2分08秒6的成绩，双双打
破世界纪录和冬奥会纪录，并同时登上了金牌领奖台，这在冬奥会历史亡还是第P次。 格里申在1960
年的第八届冬奥会上的表现同样出色，他再次获得500米和1500米比赛的金牌。最具有纪念意义的是在
闭幕式上的表演赛中，他以 39秒6滑完500米全程，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在速度滑冰500米比赛中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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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秒的运动员。 应当强调的是，在本届冬奥会上，苏联的鲍里斯·谢尔科夫还在5000 米的比赛中夺得
了桂冠，这样在速度滑冰全部4个项目中，苏联选手只有 10000米比赛未能夺冠，其余3金全部收入囊
中。这位冰上新客的出现，打破了过去速度滑冰由挪威、芬兰、美国等国垄断的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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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亲爱的少年朋友们，打开这帧美丽的画卷，你就开启了一扇与奥林匹克运动对话的窗口：本书为
你们铺展奥林匹克过去和现在三千年画卷，领略宏大的史诗场面。诠释奥林匹克精神，欣赏历届奥运
举办地的优美风光和厚重的文化底蕴。介绍奥运会设定比赛项目的由来和发展，了解该项目的赛制规
则及看点。反映历届奥运会上发生的有趣故事，体味奥运人物鲜活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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