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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金牌：
人生转折点与社会责任的起点

2000年，陶璐娜在悉尼奥运会上摘得气手枪项目的
金牌，这枚奖牌不仅为她带来荣誉，更彻底改变了人生轨
迹。“成为奥运冠军后，我接触到了过去无法想象的领
域。”她回忆道。从受邀与朱镕基总理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到在人民大会堂面对数千人演讲，再到成为全国政协委
员，陶璐娜坦言：“这些经历激发了我对培养更多冠军的
使命感。”
金牌带来的不仅是光环，更是责任。她频繁与各行各

业的精英交流，不断拓宽视野，坦言压力巨大：“如何超越
其他行业，培养更多世界级运动员？这是我要面对的课
题。”

射击运动：
从活泼少女到沉稳冠军的性格锻造

年少时的陶璐娜活泼好动，甚至“夏天没穿过一条裙
子”，但射击运动重塑了她的性格。“它让我变得细致、冷
静。”她分享了一次家庭出游的细节：当孩子不慎落水时，
她第一时间冷静提醒“救生衣能浮起来”，这种临危不乱
的能力，正是射击生涯的馈赠。
射击不仅锤炼心理素质，更赋予她强大的抗压与抗挫

能力。“运动员必须有一颗强大的心脏。”她强调，长期的
团队协作与沟通也让她学会社交与共情，“这是体育带给
孩子的隐形财富”。

从赛场到管理：
团队凝聚力的新挑战

退役后，陶璐娜转型为体育管理者，挑战接踵而至。
“当运动员只需管好自己，管理者却要协调整个团队。”她
直言，不同代际成员的目标差异是最大难题：“有人追求
满分，有人觉得及格就行，如何统一价值观？”面对“00
后”运动员与“70 后”教练的思维碰撞，她将目光投向
“人的培养”———无论是选材还是训练，她坚信“目标一
致才能走向成功”。

经验传承：
案例教学与自主思考的平衡之道

丰富的赛场经验成为她管理的基石。她常以自身案例
启发运动员：“我会告诉他们如何分析问题，但不会要求
照搬我的方法。”她强调独立思考的重要性：“解决一个问

题容易，难的是举一反三。”面对全运会名额竞争，她的建
议朴素而务实：“把握每一发子弹，专注每一天训练。”

精准选拔：
射击与射箭的共性与差异

作为目前上海射击射箭运动中心的管理者，陶璐娜对
选材标准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唯一共通的要素是‘想
成为冠军’。”她对比项目差异：步枪、手枪更依赖心理稳
定性，而射箭与飞碟对体能要求更高。如今，科技正颠覆传
统选材模式。她展示了一枚记录生理数据的智能指环：
“心理压力、临场发挥都能被量化，未来选材将更精准。也
希望将来人工智能、大数据，能帮我们筛一点人才。”

上海射击：
科技助力下的梯队建设

上海射击人才体系已形成完整链条———从U12 青少
年赛到全国锦标赛，层层选拔与考核确保“苗子”不断涌
现。陶璐娜特别提到“以赛代练”的价值：“有些选手训练
出色，一上赛场就露怯，比赛是暴露问题的最佳试金石。”
此外，激光射击俱乐部与长三角赛事正推动项目产业化，
“体育消费与文旅结合，是未来的方向”。

生活剪影：
工作狂的文旅观察与家庭取舍

被问及放松方式，陶璐娜坦言“几乎没有时间玩”。工
作之余，她热衷观察创新活动：“逛美术展、市集，研究它
们为何吸引人。”电影是她少有的消遣，悬疑片与《哪吒》
这类国漫是心头好。
谈及事业与家庭的平衡，她直言“做不到”：“顶尖事

业与完美家庭难以兼得，总要有取舍。”儿子正值初三，她
却无奈“管得不多，只能任其野蛮生长”。这份坦诚背后，
是她对职业的极致投入：“若想在某领域登顶，必然要承
受遗憾。”

【结语】
从奥运领奖台到管理岗位，陶璐娜始终以“精准”为信

条：赛场追求十环，管理聚焦目标，人生直面取舍。如今，她
正以科技与经验为双翼，推动上海乃至中国的射击射箭走
向下一个高峰。正如她所言：“冠军的使命，是让更多子弹
命中未来的靶心。”

文 / 晨报记者 黄宇龙 图 / 受访者供图
插画 / 戎青钰

从悉尼奥运会的十环靶心到体育管理的广阔

舞台， 陶璐娜的转身诠释了一名冠军的蜕变与担
当。2000 年， 她以气手枪金牌叩响人生新篇章，到
如今身份变成上海射击射箭运动中心的管理者，她
始终以“精准”为信条———赛场追求极致，管理凝聚
共识。面对“00 后”运动员的多元思维与科技浪潮
下的选材革命，她以案例教学启迪新人，用智能指
环量化潜能，在梯队建设中探索产业化未来。而荣
耀背后，她也坦言事业与家庭的取舍之艰，直言“登
顶者必承遗憾”。本期《她说》专访，走近这位奥运冠
军的管理哲学与人生信条，看她如何以科技与经验
为翼，助力更多子弹命中时代的靶心。

陶璐娜：从靶场到管理台的转身

比赛之余，陶璐娜和小队员们自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