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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椇随着时代的发展棳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理念的发展方向出现了新的变化暎在暟三级训练

网暠人才培养模式体现出种种不利于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弊端的情况下棳根据我国国情棳提出树立

暟育人夺标暠的思想棳明确暟以人为本暠的理念棳创造暟开源广蓄暠的渠道棳达到暟节能增效暠的目的棳形成暟优

化整合暠的体系棳暟精兵之路暠思想指导棳重构我国竞技体育后备队伍培养体系暎以教育系统依托棳探索以

管理机关为主导暍通过暟体教结合暠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暍建立社会办高级竞技队伍的体系棳使人才培

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未来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发展方向暎
关键词椇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椈培养体系椈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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棻暋诞生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暍由三级训练网等构成的举国

体制

暋暋我国在特有的社会暍经济暍政治暍文化背景下棳培养了大批

的竞技体育优秀人才参加世界大赛棳为国争光棳提升了社会主

义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棳为竞技体育事业的腾飞作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暎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棳抑或是由计划经济向着

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棳对于保持和继续提升我国竞技体育实

力暍实现暥奥运争光计划纲要暦的目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暎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逐步完善棳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也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棳教育体制的不断改革以及竞技体育发展规

律认识的变化棳使体育领域存在数十年的暟举国体制暠也在新的

经济形势下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惑暎基于这种情况棳在
棻椆椄椂年棳原国家体委提出椇坚持以学校体育为战略重点棳要求各

地坚持以学校体育为基础棳根据运动项目特点和各地具体条

件棳突出重点棳因地制宜地开展竞技项目的训练与竞赛椈暥国家

体委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暦标志着我国暟体教结合暠人才培

养模式思想体系的提出暎第棽椆届北京奥运会提出 暟人文奥运暠
暟绿色奥运暠暟科技奥运暠暟生态奥运暠的口号棳促使人们对竞技体

育的本质和作用有了新理解和认识棳标志着我国竞技体育人才

培养理念有了新的变化棳体现着我国人才培养发展方向的

变化暎
棽暋树立暟育人夺标暠的思想

所谓暟育人夺标暠棳就是要注意思想暍道德暍科学文化暍身体

素质和竞技能力相结合棳把培养高水平竞技人才的暟育人暠过程

放在世界经济暍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大环境中棳并综合有关的生

物学暍心理学和社会学知识棳进行系统地研究与实践棳向竞技体

育人才传授相关的综合性知识棳使他们拥有较高的个人发展

能力暎
在未来知识经济时代棳竞技体育的培养方式要从单一的运

动训练向竞技体育暟育人夺标暠的观念转化棳必须树立以人为本

的体育思想棳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和人文教育及科学教育暟整合暠
育人椈因为人是具有生物暍心理暍社会三重属性的主体棳在竞技

运动过程中棳人的三重属性都得到充分的发展棳那么将会克服

许多困难棳抵制各种诱惑棳使其技术暍技能和综合素质稳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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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暎暟育人暠与暟夺标暠是竞技的本质棳暟夺标暠反映了竞技的运动

属性暍暟育人暠反映了竞技的教育属性棳在暟夺标暠的同时暟育人暠棳
将竞技体育向以人为本转化棳培养有竞技个性的全面发展的优

秀运动群体棳使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朝着利于主体暘暘暘运动

员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方向演进棳这就是要求我们树立暟育人夺

标暠理念的意义所在暎
棾暋明确暟以人为本暠的理念

以人为本棳把人才培养体系定位在使大多数运动员全面发

展的主流上棳疏通运动员的分流渠道棳注重运动员的成长环境棳
实现以教暍体棽家为主体棳社会暍企业暍市场多方打造的纵贯小

学暘中学暘大学棳横跨学校暘社区俱乐部的和谐体系棳是符合

我国国情的后备人才理念的发展方向的暎建立我国 暟体教结

合暠后备人才培养新体系棳就是符合暟以人为本暠要求棳符合我国

人才培养理念发展方向的实践暎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棳受政治暍经济条件的影响棳竞技体育

更热衷于拿金牌暍振奋国人棳暟以物为本暠暎随着人们思想意识

的转变棳全社会倡导暟以人为本暠的思想理念棳人们逐渐认识到

竞技体育暟以物为本暠已经滞后于时代的发展棳对暟全面发展暠的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观的思考棳决定了暟以人为本暠的竞技体

育后备人才培养理念的必要性暎从竞技体育的价值目标和价

值取向来看棳竞技体育不仅是以单纯的比赛夺标为目的棳而且

关系到全民族体育事业的发展暎新时期我国竞技体育培养的

人才棳不能仅仅在赛场上争金夺银棳给人视觉上的欣赏和心理

上的冲击棳更多的是运动员在赛场之下应该能够发挥自身的

大效益棳完成自身价值的实现暎
棿暋创造暟开源广蓄暠的渠道

我国以往的人才培养体系主要存在棽方面的问题暎
一方面棳我国竞技体育运动员实行的是暟业余体校暘专业

运动队暘国家队暠一条龙的人才选拔培养机制暎一个人一旦步

入竞技体育领域棳对训练的强化就成为当然之举棳追求优异的

运动成绩暍获得金牌是竞技体育的 终目标棳也是 重要的目

标暎由于出路受限导致的运动员垂直流动受阻和代际流动不

畅棳不仅是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棳
也是我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暎

另一方面棳忽略了我国 广大适龄人群参与竞技体育训练

的积极性和发展潜力暎由于教育领域适龄青少年的业余训练

只是在有限的部分学校开展棳且没有形成体系棳许多具有运动

潜质的适龄人口得不到系统的训练棳造成训练竞赛参与人数

少棳比赛的次数和规模不能满足需要棳使得我国虽有大量的自

然人口没有成为体育训练的人口棳这种状况严重地制约了我国

竞技人才的培养和发掘暎只有形成大量的后备人才梯队进行

补充棳我国竞技体育才能良性发展暎
如何整体提高我国从事体育训练的运动员的竞技能力暍综

合素质暍社会适应能力棳成为新时期竞技体育人才培养重点考

虑的问题暎人才培养的目的是为国家培养高素质暍高水平的各

级各类专业人才暎一方面可以不断补充和扩大人才队伍椈另一

方面可以通过人才教育不断提高现有人才的水平棳更新他们的

科学知识棳改善人才队伍的结构棳保证人才队伍的质量暎
通过暟体教结合暠培养全方位适应社会的运动员棳所体现出

的后备人才培养理念符合我国对于新型体育人才的要求暎通

过体育与教育的结合棳可以较好地解决我国体育人才入口过

窄棳出口不畅棳退役运动员再就业和社会适应能力不强的问题暎
解决了这些问题棳也就排除了社会对体育训练的后顾之忧棳培
养了更多高素质人才棳保证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可

持续发展暎
暋形成暟优化整合暠的体系

棻棭以暟精兵之路暠思想为指导棳重构我国竞技体育后备队伍

培养体系暎以教育系统为依托棳探索通过暟体教结合暠培养竞技

体育后备人才的新体系以管理机关为主导棳建立社会办高级竞

技队伍的体系棳针对市场化程度较低暍社会普及面较窄的竞技

运动项目而言棳如我国的跳水暍游泳暍田径暍赛艇暍举重暍冰上等

参与人数相对较少暍技术要求高暍场地设备受限制的项目棳目前

可以由国家训练体制保障棳再逐渐过渡到院校培养的渠道椈但
应运用各种手段努力提高其运动员成材率棳调整投入与产出的

比例棳提高人才培养的效益棳避免造成人才匮乏及社会资源的

浪费暎
棽棭以教育系统为依托棳探索通过暟体教结合暠培养竞技体育

后备人才的新体系暎以教育系统为主体棳即以学校为主棳加强

各级各类学校包括运动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棳在教育系统内建

立相对独立而又能够和目前的竞技体育体系相衔接的训练和

竞赛沟通渠道暎在项目开展方面棳重点部署市场化程度高暍为
大众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棳如足球暍篮球暍排球暍乒乓球暍羽毛

球暍网球暍高尔夫球等球类项目可以在逐步试点的前提下棳采取

两条腿走路的方式棳平稳过渡到以学校为主的渠道上来暎
把竞技体育作为学校教育的内容棳把训练和竞赛成绩看作

是学校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志棳逐步使所有的运动训

练和竞赛活动集中在各级各类学校棳形成在教育大环境内办竞

技体育的体制暎这样棳既可以利用我国的人口优势棳扩大竞技

体育人口棳在青少年尽可能参与运动训练的情况下棳还可以提

高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棳改变我国青少年体质水平下降的趋

势暎在此基础上棳分年龄段逐级筛选有才华的优秀后备队伍暎
棾棭以管理机关为主导棳建立社会办高级竞技队伍的体系暎

协调好不同管理机构的职责暍管辖范围棳细化各自的规章制度棳
打通竞赛渠道棳特别要使教育系统的训练活动法律化暍制度化椈
加强各项目体协的功能暍扩大权限棳成立大暍中暍小学体育联合

会棳鼓励体协和联合会办成实体棳进行企业化运作暎高水平队

伍的建设棳应在竞技体育主管部门的规划下棳逐步由项目体协

和企业俱乐部完成棳使竞技体育向市场化和职业化迈进暎相关

管理部门根据竞技体育的发展态势和现实要求动态调整不相

适应的法律法规棬如图棻所示棭暎
关于建立新体系的进程棳应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指导棳

大体分为棾个阶段椇第棻阶段棳转变观念暍打好基础暍选好试点项

目椈第棽阶段棳逐步推广暍强化管理暍形成运行机制椈第棾阶段棳全
面铺开暍平稳运行棳完成体系转变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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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棻暋中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暟火箭式暠模型

椂暋达到暟节能增效暠的目的

多年来棳以举国体制为特征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系虽然

为我国的竞技成绩提高输送了大批的优秀人才棳我国的金牌数

也在直线上升棳但回过头来考量棳其消耗和浪费也是巨大的暎
首先是人力的浪费棳为尽快提高成绩棳教练员和地方领导

都不遗余力地关注成绩和金牌棳拔苗助长暍弄虚作假棳为追求名

利不顾人才发展的客观规律棳导致一定时期成绩大幅度提高

后棳过多的伤病和身体的透支棳使很多优秀的苗子难以向更高

的水平冲击暎其次棳国家对暟三级训练网暠人才培养体系投入了

大量的资源棳然而这种投入棬人暍财暍物暍时间等棭的结果差强人

意暎据有关统计棳我国获得一枚奥运金牌的经费投入超过数亿

元人民币棳大量的人员投入及设施的占用等棳都消耗了国家大

量的资源暎第三棳每年上千万的适龄青少年没有得到相对正规

训练的机会棳压抑了在校学生参与运动训练的兴趣与热情棳使
身体素质暍体质健康水平得不到很好的提高棳各级各类学校的体

育资源也得不到很好的利用暎
随着时代的发展及我国建立暟和谐社会暠理论的提出棳使我

国在进行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时棳不但要考虑运动员竞技水平的

提高棳还要充分考虑所培养运动员的综合素质的提高及社会资

源的合理利用棳形成合理的人才培养体系棳保证人才培养的效

率 大化暎以高校为龙头棳为中小学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确立相

应的教育目标定位棳为小学暍中学暍大学竞技体育后备队伍的培

养引进动力机制与竞争机制棳并通过大力加强竞技体育职业化

与商业化的运作棳使我国竞技体育逐步进入市场经济时代的良

性循环棳使竞技体育人才培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棳是未来我国

竞技体育人才发展的方向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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