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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高校田径运动会开展现状  

  1、深受奥运会思想束缚  

  一年一度的校运会是学校组织的一次盛会，是提高田径运动水平的一次盛会。然而，奥

运会“更高、更快、更强”的精神一直束缚着从事体育工作者的思想，使得每届运动会都盲

目模仿奥运会的精英参与模式，将运动会办成了“精英运动会”、“ 高水平运动会”，重

尖子轻群体，重胜负轻参与，重选拔轻普及。  

  2、特招生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国每四年举办一次大运会，各高校为取得好的名次或选拔体育尖子，为国家输送人才，

每年均会招入一批体育特长生。在校运会上，特招生有着得天独厚的身体条件，加上常年系

统的训练，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获得比赛的胜利，校运会成特招生的“专利”，所有的荣誉只

属于他们。因此，每年参赛选手都是这批特招生的熟面孔，少数有点体育爱好的学生或老师

强令参赛的学生也只是陪衬，所显示出来的是高水平运动，低水平比赛。  

  3、态度决定运动会成功与否  

    田径运动会在高校体育工作中占据重要地位，是高校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因而在校（院）

长的直接领导和参与下，运动会开幕式规模宏伟，声势浩大，场面壮观。但田径运动会只有

单一的田径竞赛项目，内容单调，竞技性强，完全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竞技目标，

跟不上社会的发展，满足不了师生对运动会的期望。师生是运动会的主体，他们对运动会的

态度，决定运动会的成功与否。对广大师生来说，这些项目高水平的比赛早已在电视上看到；

对体育爱好者来说，所有的光荣都被特招生拿走了，他们在比赛场上得不到自我价值的肯定；

对于爱玩的学生来说，他们爱运动不爱运动会，让他们参加比赛，为比赛加油，还不如逛街、

睡觉、玩扑克有趣。因此，运动会开幕式一结束，领导离席，教师、学生也陆续离开，赛场

上出现：运动员少，观众少，裁判多；宣传广播声大，加油助威声小的局面，使得本应该热

闹的田径运动会流于形式，失去了田径运动会最初所倡导的宗旨。  

  4、举步维艰的田径课程对运动会的影响  

  随着高校体育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高校公共体育教学实行学生自主选项，选择任课老

师，一些富有娱乐性，健身性的体育课越来越受到大学生的郬睐，而作为传统教学项目的田

径，由于受其运动强度大，对学生身体素质要求高，单调枯燥等因素，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冷

遇，许多高校更是多年没有开设田径选修课了。其次，受应试教育的束缚，高考升学的制约，

为数不多的中学体育课，还经常被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占用，学生在校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田径

教学，根本没有接触过背越式跳高、跨栏、标枪、铁饼等技术较强的项目，进入高校后，没

有田径选修课，身体素质差，没法参加校运动会。  

  5、迎面接力将运动会推向高潮  

  近来，在许多高校田径运动会中增加了非奥运项目，如 20×60 米迎面接力，该项目具

有很强的趣味性、娱乐性和健身性，参与的学生多，关心的学生更多，调动了学生参与比赛

的热情和动力。比赛中，集体配合强，代表集体利益，很多围观者加油，呐喊助威，很好的

调动了大家的兴趣和集体荣誉感，促进了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将运动会推向了高潮。  

  二、对策  

  1、转变思想  

  在奥运会“更高、更快、更强”观念的基础上，建立起“人文奥运、绿色奥运、科技奥



运”的新观念，以改革及发展的眼光设计高校运动会，将运动会办成“综合运动会”、“快

乐竞技运动会”、“会员运动会”、“学校体育节”等新型运动会，充分利用各高校的设备

及地方特色，让多种模式的运动会发展起来。  

  2、分级比赛、分级评分与奖励 

特招生在比赛场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就应该采取分级比赛，对于

特招生要高标准、高要求，对其他学生降低比赛的难度和标准；比赛完的成绩，也应将特招

生与其他学生的成绩分级评分与奖励。才能让不是特招生的学生在运动会上得到表现的机

会，及获得荣誉和自我价值的肯定，才能调动更多学生的积极性和竞争意识，才能吸引更多

的学生参加运动会比赛。  

  3、加强学校领导对运动会的重视  

    学校举办运动会，如果学校领导都不够重视，顾头不顾过程，又会有多少老师和学生会引

起重视呢？所以，建议学校领导和师生一起参加运动会，感受运动会，对运动会过程及现场

给予指导，促进各学院领导对运动会的重视，堵绝出现事不关己，一走了之，开幕式一结束

就冷场的局面。同时，领导与师生同场竞技，参加的学生会感到无比的光荣，会更有激情，

并全力以赴，其效果可想而知，看台上的加油声、呐喊助威声、掌声，使得整场运动会更具

趣味性和刺激性。  

  4、丰富田径课内容  

    健康和快乐是体育固有的本质功能和属性，要使学生从田径课中获得健康和快乐，就应改

变田径课内容单调、竞技性强的弊端，顺应高校体育改革的新形势，增添健身性、娱乐性和

趣味性的内容，如 3000m异程接力、二人三足跑、袋鼠跳、滚轮胎等项目，才能调动更多

学生对田径课的积极性和参与热情。  

  5、运动会应增加团队项目  

  随着社会的发展，各企业单位更需要具有团队意识的人才，运动会是锻炼学生团队意识

的好机会，同时，学生也非常喜爱团队比赛。那么，运动会就应该满足广大学生的要求和顺

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增加团队比赛的项目，如跳绳接力、男女混合接力等，让更多学生参与

运动会，并从中体验到快乐，从而激发广大学生对体育运动的兴趣和爱好，促进全民健身运

动的广泛开展，弘扬《奥邻匹克宪章》提倡的“体育为人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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