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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美国体育教育 SE模式
Research on American Sport Education Model

姜 　熙 ,谭小勇
J IAN G Xi , TAN Xiaoyong

摘 　要 :SE 模式是当前国际体育教育界流行的课程模式和教学模式之一 ,从它建立开始到目前已经在
许多国家得到了成功的应用和发展。我国学者对 SE模式的关注较少 ,针对 SE 模式的研究也不多。运
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对比分析法等方法对 SE模式的概念、理论基础、框架结构、教育目标、教育特
点等各方面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分析 ,并指出了 SE模式运用过程中的相关问题。旨在把 SE模式的先进
理念和方法介绍到我国体育教育领域 ,为我国体育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新的理论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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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 model is one of the popular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model in international physical educa2
tion. SE model has gained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successes in many countries. However , SE model is

not has att racted attention and interest f rom physical educators and researchers in China. This paper ,em2
ploying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logic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discusses the concept ,theo2
retical foundation ,f ramework ,educational goal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E model and put forwards related

issues of the process of application of SE model. The main purpose is to int roduce the advanced idea and

method of SE model into China and provide the new vision and idea for our physical educ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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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E 模式的发展历程

SE模式中的 SE 是“Sport Education”的缩写 ,SE 模式的英

语表达是“Sport Education Model”,国内学者一般将其翻译成

“运动教育模式”或者“竞技运动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是由美国

学者 Siedentop 创立和发展起来的。SE 模式既是一种课程模

式也是一种教学模式。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 ,Sieden2
top 和他的博士生开展了一系列关于体育课教师作用和管理的

研究 ,在研究过程中对体育课过程进行了观察研究 ,这一系列

的研究促进了 SE 课程模式和教学模式的建立和发展 [1 ] 。在

1982 年澳大利亚布里斯班联邦运动会会议上 Siedentop 首次论

述了 SE 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应用框架。1983 年在俄亥俄州 ,

Chris Bell 以体操和足球为运动季 ,首次对 SE 模式进行了运用

和实验研究。1990 年 Bevan Grant 在新西兰进行了 SE 模式的

应用和研究 ,获得了很大的成功。1993 年在华盛顿 A HPERD

会议期间举行了 SE 模式的专题研讨会。同年 ,Andrew Tag2
gart 和 Ken Alexander 等在澳大利亚进行了 SE 模式的实验研

究。1994 年澳大利亚开展了涉及到 53 位教师参与的体育教育

SE 模式研究工程 ( SEPEP) 。到目前为止 ,SE 模式已成为澳大

利亚和新西兰体育教育课程的主要部分 ,并得到了两国政府大

批的基金资助 [2 ] 。1994 年第一部 SE 模式的专著《Sport Educa2
tion :Quality PE through positive sport experiences》由 Human

Kinetics 出版社发行。1998 年 ,“运动教育”委员会在 Lough2
borough 大学成立 ,主要是促进 SE模式在英国体育教育领域的

推广。2004 年书名为《“Complete Guide to Sport Education》的

SE 模式专著出版。到目前为止 ,SE 模式已经在许多国家体育

教育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研究 ;然而 ,我国对 SE 模式的发

展和研究相对滞后 ,仅在台湾和香港地区有应用和研究 ,SE 模

式还尚未在我国大陆各类学校得到应用。

2 　SE 模式的基本概念和主要理论基础

2. 1 　SE 模式的基本概念

SE模式是指在整个教学周期中把不同的教学单元扩展为

不同的“运动季”,把学习成员划分为若干个实力相当的团队 ,

以竞赛活动为主要载体 ,充分运用直接教授、同伴教学、合作学

习、团队协作和角色扮演等形式 ,使学生体验并亲自经历到真

实而丰富的各种运动情景 ,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一定运动技

能、运动热情和运动文化素养的人的一种教育模式。SE 模式

既是一种课程模式也是一种教学模式 ,它打破了过去以教师为

中心的传统教育范式 ,完全以学生为中心。

2. 2 　SE 模式的主要理论支撑

2. 2. 1 　团队学习理论

Wynne 和 Walberg 在 1994 年倡导美国教育人员在教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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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实施固定的小团队原则。这种观点是基于欧洲的研究成

果提出来的 ,有研究认为固定的学习小团队有利于学生学习成

绩的提高。1994 年 ,Cohen 对小团队学习进行了研究 ,Cohen 研

究认为 ,稳定、和谐的学习团队能产生高效的学习效果 [3 ] 。其

研究还表明 :在常规学习中 ,任务布置、学生课前准备以及老师

引导可能会阻碍学生概念化学习能力的正常发挥。这种问题

会在团队解决结构不完善的团队学习任务时时常出现。针对

上述问题的建设性方法是团队以他们是否可以解决合理的团

队任务为条件来开展教学活动。这就说明了稳定的团队成员

关系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SE 模式的中心概念就是团队

联合或者团队协作 (team affiliation) ,且团队成员关系从运动季

开始保持到运动季结束。也就是说 ,从运动季开始到运动季结

束这段时间内各团队内成员关系具有很强的稳定性。而且 ,在

SE模式中 ,各团队的目标和成员的角色都很明确 ,各角色的任

务履行情况都影响到团队的任务完成 ,当然 SE 模式中的团队

任务都是符合学生生理、心理和技能水平的。综上所述 ,SE 模

式的团队协作学习有利于学生学习成绩的提高 ,具有理论上的

先进性。

2. 2. 2 　情景学习理论

情景学习理论是 Lave 和 Wenger 在 1991 年基于对在一定

社会和职业环境中学徒关系的人类学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概念。情景学习理论认为学习实质上是一个文化适应与获得

特定的实践共同体成员身份的过程。Lave 和 Wenger 把情境

学习的这种过程称为“合法的边缘性参与”(legitimate periph2
eral participation) ,这是情景学习理论的中心概念。Lave 和

Wenger 还针对情景学习理论提出了“实践共同体”的概念 ,并

把它定义为“一群追求共同事业 ,一起从事着通过协商的实践

活动 ,分享着共同信念和理解的个体的集合”。Driscoll 认为 ,

“实践共同体”强调要有共同的任务 ,使用工具、利用资源并通

过实践活动完成任务 ,以及各自担负的责任 [4 ] 。SE 模式就是

以竞赛为工具 ,把学生置身于真实而丰富的运动情景之中 ,学

生以团队为基础 ,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共同协作 ,并且在真实

的运动情景中 ,完成所有知识的实践应用。Kirk 和 Kinchin 在

2003 年的一项研究中也证明了 SE 模式能够提供给学生“合法

的边缘性参与”的机会 [5 ] ,所以 , SE 模式兼具有情景学习理论

的优势。

2. 2. 3 　社会学习理论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 ,人类的学习是与环境和其他人相互影

响的。社会学习理论家 Albert Bandura 认为 ,我们通常是通过

模仿他人、倾听他人、与他人交流来获得知识 ,这是以行为心理

学理论为基础的 ,其特别强调他人在学习过程中的影响。建构

主义学习理论 ,强调学习的过程 ,尤其是营造一个民主的环境 ,

允许学生之间以他们已经掌握的知识为基础进行相互的影响。

SE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学生在团队协作的环境中从其他

成员那里得到指导 ,并相互提高 ,这就充分运用班级内“学生 —

学生”的相互影响的作用。此外 ,团队协作过程本身就是学生

与学生之间相互交流与影响的过程。

3 　SE 模式的目标

SE模式的基本目标就是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具有良好运

动技能、热爱运动、具有良好运动文化素养的人。2002 年

Siedentop 发表在 SSCI收录的国际体育期刊《Journal of Teach2
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的一篇文章中指出 ,目前有大量的研

究已经证明了 SE 模式在培养具有良好运动技能、热爱运动、具

有良好运动文化素养的人方面的积极作用。

3. 1 　培养具有良好运动能力的人是 SE 模式的重要目标

Siedentop 认为一个具有良好运动能力的人要有足够的技

术和技能参与到运动中去 ,并能理解和完成具有一定复杂程度

的战略、战术行为 ,在运动中充分自信 ,能充分体验到参与到运

动中的快乐 ,在运动中了解自己的角色和他人的角色 ,知道自

己在运动中应该做什么 ? 怎么做 ? SE 模式注重运动技能的掌

握和提高 ,同时比传统的教育模式更加注重培养学生在运动季

中战略意识和战略战术水平的提高。这个过程通过由简单战

略战术开始 ,不断增加战略战术的复杂性来实现。比如一个篮

球季开始的竞赛可能是一对一的带球过人、投篮、防守等基本

技术和战术。之后可能是二对二或者三对三 ,直到更加复杂。

通过这种由简到繁的竞赛过程培养学生运动技能 ,同时培养学

生的战略战术思维。

3. 2 　培养具有运动热情的人

SE 模式试图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具有非凡运动热情的

人。Siedentop 认为 SE 模式可以让各个年龄阶段学生成为运

动的积极参与者 ,可以让学生从不同的视角去了解某项运动 ,

让运动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提高运动文化水平 ,使

得任何人都感觉运动离他们并不遥远。Siedentop 还强调 ,一个

具有运动热情的人参与到运动中来的动力并不是外在的奖励 ,

而是运动参与提供给他一种内在的价值。

3. 3 　培养具有良好运动文化素养的人

这是 SE 模式与其他模式重要的不同之处。SE 模式除了

培养学生的运动兴趣 ,提高学生的运动技能水平之外 ,特别强

调使学生理解掌握运动的价值、规则、惯例、文化和传统等各方

面的知识 ,能区分哪些是正确的练习 ,哪些是错误的练习。

Siedentop 还认为 ,作为一个具有良好运动文化素养的人 ,不仅

需要了解运动的准则和历史 ,还应该能够对自己周围的运动进

行价值判断。学生不仅仅是一个运动的参与者 ,还是一个具有

良好运动文化素养的人。Siedentop 在 1994 年指出 ,通过运动

季的参与 ,学生可以达到如下具体目标 :1) 提高运动技能水平

和健康水平 ;2) 有能力参与到适合于自己的运动中去 ;3) 在运

动中能合理地完成战略战术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4) 提高与他人

共同制定计划和团队管理、赛事管理的能力 ;5) 提高集体责任

感 ;6)获得运动文化、运动传统、惯例等诸多方面的知识获得解

决运动和竞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决策能力 ;7) 发展与应用竞

赛规则、裁判和训练方面的知识。

4 　SE 模式的结构框架

4. 1 　团队协作 (team affiliation)

在 SE模式中 ,一个运动季开始之前会把学生分成若干个

团队 ,主要是根据学生的自主选择、运动能力、性别比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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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水平等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考虑进行划分 ,划分出的各个团

队之间总体实力相当。学生一旦加入到某个团队中 ,从运动季

开始到运动季结束他都属于这个团队。团队成员选举出自己

团队的队长、教练和管理人员等各种角色 ,团队成员还可以统

一团队服装并给团队命名。Siedentop 强调团队协作是整个 SE

模式中最重要的特征。他认为在 SE 模式中 ,稳定的团队和良

好的团队成员关系不仅仅是个人发展提高的重要条件 ,也是实

现整个团队目标的首要条件 ,同时还是实现整个 SE 模式目标

的重要保证。Metzler 认为团队合作提供给学生完成团队共同

目标的机会 ,能够让团队成员一起经历整个团队的成功和失

败 ,有利于学生形成各自团队的特点 [6 ] 。SE 模式中的团队协

作不仅适合集体性的运动项目 ,也适合其他个人项目 ,例如 ,舞

蹈、网球、体操。团队协作可以提高学生的责任感。Bennet 和

Hastie 通过实验研究认为 ,团队合作可以增进团队成员之间的

关系 ,其中公平是重要的前提 [7 ] 。Grant 等研究认为团队协作

促进了学生社会化技能的提高和社会化的发展 [8 ] 。团队协作

促进了学生之间的相互影响 ,但是 ,目前许多学者认为对整个

运动季过程中各团队中成员具体经历的微观研究还比较缺乏。

4. 2 　“运动季”( seasons)

SE模式把传统体育教学单元扩展成为“运动季”,时间跨

度一般是传统的体育教学单元 (unit s) 的 2 至 3 倍 [9 ] 。Grant 研

究认为每个运动季的时间跨度一般不应少于 20 课时 [10 ] 。所以

说 SE 模式的教学时间周期较传统教学单元要长。一般运动季

可划分为“练习阶段”“比赛阶段”“决赛阶段”等阶段。具体结

构如图 1 所示。

图 1 　运动季各阶段

4. 2. 1 　练习阶段 (practice period)

一个运动季的第 1 阶段是“练习阶段”。在练习阶段教师

直接教授学生这个运动季所涉及的运动技能和运动理论 (包括

裁判知识) 。之后学生运用合作学习 ,同伴教授等方法自己组

织各自团队进行练习和提高 ,学生根据整个运动季的竞赛计划

制定自己团队的练习计划并组织计划的具体实施。教师教授

完后就只是从旁指导学生。

4. 2. 2 　竞赛阶段 (formal competition)

在 SE 模式中竞赛是整个教育过程的主线。通过练习阶段

后 ,学生基本掌握了相关技能和理论知识 ,之后进入竞赛阶段。

也有的 SE 模式在正式竞赛阶段开始前安排一个“季前赛阶段”

(pre2season competition) ,在季前赛阶段 ,各团队继续通过练习

提高各自团队的同时 ,还通过组织一些团队内部的比赛或者团

队之间的交流赛进行裁判实践、竞赛场地器材的准备、赛事管

理、记录等各方面的操作性练习。季前赛阶段后 ,进入正式比

赛阶段 ,这个阶段主要是按照运动季的竞赛计划进行团队间的

竞赛 ,主要是为了提高本团队的整体实力并争取比赛胜利 ,并

且根据竞赛情况和了解到的对手情况 ,制定决赛阶段的战略战

术计划。比赛的组织和管理、裁判、成绩记录工作等都由学生

完成。

4. 2. 3 　决赛阶段 (culminating event)

竞赛阶段结束后 ,所有学生以团队为单位进行正式的决赛

比赛 ,评定各团队名次。决赛一般采用循环赛 ,尽可能地让所

有团队和成员参与。

4. 3 　记录 (record keeping)

对竞赛中的各种技术参数或者战略战术进行记录和保存 ,

为所有成员和团队提供参考 ,也可为即将加入到这个运动季的

后来者提供借鉴。运动竞赛结束后对所有团队和成员的成绩

进行记录和保存 ,并公布竞赛结果 ,对个人和团队的成绩和表

现进行评价和反馈。

4. 4 　庆祝 (festivity)

SE 模式把竞赛作为一定节日性的活动 ,学生和老师都通

过各种形式营造一种节日的气氛。例如 ,竞赛前各个团队会确

定自己的团队名字和统一团队服装 ,有时还选定团队的吉祥

物 ;竞赛时进行各种仪式 ,例如 ,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宣誓、竞赛

场地的布置等 ;在竞赛完毕后举行颁奖仪式等。这些活动将进

一步增加学生的运动参与热情。

5 　SE 模式的教育特点

5. 1 　学生全面参与

SE 模式是要求所有的学生都参与 ,这就要求运动季中的

竞赛不是淘汰制的形式 ,即使在最后的决赛阶段也是所有成员

和所有团队都参与 ,每个成员和每个团队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

到团队各项活动中 ,所有成员为了一个共同的团队目标而努

力 ,实现的是共同提高和进步 ;所以 , SE 模式有利于提高体育

课程中学生的参与率。

5. 2 　竞赛层次的合理性

SE模式中所进行的竞赛是与学生具体运动能力相匹配的 ,

在具体的过程中可以根据学生具体的技能水平、心理特征等各方

面的情况对正式标准化的竞赛规则、竞赛器材和场地等进行科学

的改进 ,不完全套用正规化的标准竞赛形式。竞赛也并不是只强

调团队的胜负和分数 ,而是注重让学生形成其他更加重要的意

识。例如 ,公平竞争等 ,所以 ,SE模式虽然是以竞赛为主线的 ,但

是 SE模式并不是纯粹的模仿标准化竞技体育竞赛。

5. 3 　学生与教师的角色及任务

SE 模式是完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模式 ,打破了传统教

育模式中以教师为中心的格局。在这个模式中 ,学生充当各种

不同的角色 ,学生既是一个学习者、练习者 ,而且还要担任团队

的管理者、竞赛的组织者、裁判员、记录员等各种角色。通过这

些角色的扮演 ,学生亲身经历了运动竞赛的各种情景 ,更加有

利于学习到运动技能知识、竞赛知识 ,还将广泛地学习到运动

的传统、运动文化和运动涉及到的各个方面的知识。SE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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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教师担当的是一个教练的角色 [2 ] 。教师主要的责任是去教

授学生某项运动的主体性知识 ,包括运动技能、战略战术、竞赛

规则、这项运动的传统和文化等各方面的知识。一般教师教授

的时间主要是在运动季开始后的练习阶段。教师还要针对运

动季竞赛的开展 ,为学生提供裁判、记录等赛事运作方面的实

践培训。

5. 4 　多种教学方法的立体交叉复合

SE 模式在教育过程中 ,实现了多种教学方法的立体交叉

复合 ,其中主要是“直接指导”(direct inst ruction) 、“合作学习”

(cooperative learning) 、“同伴教学”(peer teaching) 3 种方法。

“教师直接指导”,就是传统的体育教学方法 ,是以教师为主体 ,

直接进行面对面的讲授教学内容和辅导学生学习。“合作学

习”,是指学生组成团队后 ,团队的管理和相关事务 (例如 ,练习

计划、练习活动的组织和竞赛战略制定、团队的命名等) 都是由

团队成员一起通力合作进行民主决定 ,团队成员相互合作 ,共

同学习。“同伴教学”,为了提高整个团队的竞赛水平 ,团队成

员之间为了共同的团队目标 ,技能水平高的成员帮助技术水平

低的团队成员 ,从而有利于提高团队和个人的技能水平。研究

表明 ,SE 模式在教育过程中同伴教学得到了学生的喜欢。

Siedentop 认为 ,“直接指导”“合作学习”“同伴教授”这些方法可

以为学生运动技能的练习、战略战术的运用、团队管理等涉及

到具体运动季各个方面提供一个真实的、多维立体的经历。增

加学生的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

5. 5 　管理常规

SE模式注重培养和鼓励学生自己对各自团队和个人学

习、竞赛等各个方面进行自我管理。日常管理团队练习计划的

制定和实施、练习活动的组织和竞赛计划和战略的制定等。日

常管理的各项决定都是由团队成员以民主的方式决定。当运

动团队产生后 ,各团队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产生团队的管理者

和团队教练等角色。

5. 6 　义务

各团队之间存在相互义务 ,例如 ,一个标准的 24～32 人的

班级一般会分成 3 个团队 ,按照竞赛日程的安排 ,当 2 个团队之

间进行竞赛时 ,第 3 个团队就负责竞赛组织工作 ,例如 ,裁判、

记录等。团队成员之间也存在义务 ,例如 ,为了实现团队共同

的目标 ,团队成员中技能水平高的学生也会去教授和辅导技能

水平低的团队成员 ,实现整个团队水平的提高。

5. 7 　冲突解决机制 (conflict2resolution mechanisms)

SE模式中 ,冲突解决机制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一个

运动季中 ,学生以团队为单位进行学习和竞赛 ,不可避免就会

在各团队内部或者团队之间产生一些矛盾和冲突 ,或者团队在

竞赛过程中与裁判的冲突等。教师就要正确引导学生以一种

正确、合适的方法对冲突方的行为做出合适的反应 [9 ] 。在这个

过程中学生就会学会和他人进行谈判、处理团队成员分歧意见

的能力。国外运用 SE 模式时 ,在各运动季针对冲突产生的不

合适反应一般运用“红/ 黄牌”作为信号进行扣分。对于纠纷的

解决也有许多种形式 ,例如 ,在澳大利亚一些学校 ,就会成立一

个学生运动委员会来解决争议和纠纷 [9 ] 。这些形式都有利于

学生社会化技能的提高。

6 　SE 模式运用过程中的相关注意事项

6. 1 　竞赛激烈程度的合理把握

SE 模式中的竞赛是与学生心理、生理和运动能力相匹配

的。竞赛的激烈程度要符合不同发展阶段学生的具体情况 ,把

握不当就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Carlson 通过研究发现 ,运动季

中过度的强调竞赛会给学生运动参与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

Browne 通过研究也发现 ,一些学生尤其是女生不愿意参与运动

的原因是其竞争性太强 ;所以 ,在应用 SE 模式时一定要认识到

竞赛仅仅是刺激学生参与积极性 ,并为学生提供真实运动体验

的工具 ,并不是目的。我们要根据不同的项目和不同的学生群

体具体心理、生理和技能水平合理安排竞赛。

6. 2 　运动季各阶段的合理划分

不同运动项目“运动季”各个阶段时间跨度可以根据各项

目的特点 (例如 ,项目技术的难易度、文化层次的深度等) 进行

合理的划定。对于技术动作复杂程度不高的项目来说 ,练习阶

段的时间就可以短一点 ,把更多的时间放在竞赛阶段 ,让学生

在竞赛的真实情景中获得更多的体验和经历。而在对于技术

难度较大、战略战术比较复杂的项目 ,学生需要较长的时间才

能掌握 ,其“练习阶段”就应该相对地延长时间。具体的阶段时

间划分可以由学生和教师共同协商确定。

6. 3 　团队划分的合理性

划分团队是 SE模式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公平性是团

队划分的主要原则 ,划分团队时一定要根据学生的技能水平、

性别比例 ,运动文化素养水平等方面进行合理划分 ,同时还要

考虑到学生的自愿原则。

7 　结论

SE 模式是基于团队学习理论、情景学习理论等诸多学习

理论原理发展起来的先进的体育教育课程和教学模式。其主

要特征是把不同的教学单元扩展为不同的“运动季”,把学习成

员划分为若干个实力相当的团队 ,以竞赛活动为主要载体 ,充

分运用直接教授、同伴教学、合作学习、团队协作和角色扮演等

形式 ,使学生体验并亲自经历到真实而丰富的各种运动情景

中 ,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一定运动技能、运动热情和运动文化

素养的人。SE 模式既是一种课程模式也是一种教学模式。相

对于传统的体育教育模式而言 , SE 模式具有诸多的优势。到

目前为止 ,SE 模式已经在许多国家得到了成功的应用。SE 模

式理论值得我国体育教育界借鉴 ,其先进的理念和思维方法必

然能为我国体育课程和教学模式的改革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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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32 m ,而今后 4 年实力在 75 m 以上的高手不下 10 人 ,女子

链球的竞争更趋白热化。如前所述 ,过去 6 年中成绩在 70 m

以上的选手呈逐年递增趋势 ,2008 年成绩在 70 m 以上的人数

已达到 29 人 ,今后 4 年成绩在 70 m 以上的选手将会更多 ,且成

绩重心将逐年上升。

表 1 　4 个预测模型的精度检验结果

模型 a 相对误差/ % 精度等级

A 0. 0031 1. 19 一级

B 0. 0016 1. 46 一级

C - 0. 0055 1. 87 一级

D - 0. 0029 0. 89 一级

表 2 　对 2009 —2012 年度女子链球成绩预测结果

年度 2009 2010 2011 2012

年度第 1 名 77. 01 76. 78 76. 54 76. 30

年度第 3 名 76. 53 76. 41 76. 29 76. 17

年度第 10 名 74. 94 75. 36 75. 77 76. 01

张文秀 75. 13 75. 22 75. 35 75. 81

2. 2. 3 　中国链球选手张文秀成绩预测

张文秀 ,22 岁 ,2008 年北京奥运会铜牌获得者 ,2008 年度

个人最好成绩排名第 13 位。与 2008 年度世界排名前 12 位选

手相比 ,张文秀最大的优势是年轻 ,到 2012 年时不过 26 岁 ,正

值其最佳竞技期 ,而世界前 12 位的选手普遍年长张文秀 4～6

岁 ,随着年龄增大 ,部分选手竞技状态会有所下滑 ;因此今后 4

年张文秀在这一项目上仍有望获取好成绩。根据张文秀 2002

- 2008 年度最好成绩进行预测 ,与世界前 10 名成绩进行对比

(结果参见表 2) ,从理论上探讨张文秀获取更好成绩的可能性。

由表 2 可见 ,张文秀今后四年最好成绩将在 75. 13～75. 81

m 的区间里运行 ,但最好成绩进入世界前 10 名的难度较大。

事实上 ,近 3 年来 ,张文秀年度最好成绩在 74. 15～74. 86 m 区

间 ,2006 年世界排名第 12 位 ,2007 年度排名第 9 位 ,2008 年度

排在 13 位 ,其实力稳定在 74 m 的平台 ,大赛中的发挥也比较

稳定 ,成绩起伏较小。可以预见 ,今后 4 年张文秀的对手仍在

10 人左右 ,但与世界强手的差距将拉大 ,只有在大赛中稳定和

良好的发挥 ,才有可能获得较好的名次。

3 　结论

1)自 2002 年以来 ,女子链球运动呈快速发展趋势 ,整体水

平呈上升趋势且表现出明显的奥运周期特征 ,高水平选手人数

逐年递增 ,这表明在这一新兴项目中由于发展空间较大 ,吸引

了较多的选手参与这项运动 ,推动了这项运动的发展与提高。

2)应用灰色预测理论对世界年度成绩进行预测 ,结果表

明 ,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 ,当前女子链球运动已经进入高水

平维持期或稳定期 ,年度成绩前 3 名虽有所下降但幅度不大。

这主要是顶尖选手的竞技高峰已经过去 ,随年龄增大竞技状态

有所下滑 ,但年度前 10 名成绩将在 75 m 以上 ,且逐年上升 ,竞

争将更趋激烈。

3)对中国优秀链球张文秀成绩预测表明 ,张文秀未来 4 年

实力也会达到 75 m 以上并呈逐年上升趋势 ,但最好成绩进入

世界排名前 10 位的难度较大。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不一定得

金牌 ,张文秀在完善技术提高成绩的同时 ,务必保持发挥稳定

的优势 ,提高国际大赛的发挥率 ,将会在女子链球项目上走得

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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