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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技术与训练学

俄罗斯训练学理论研究的现状与热点问题
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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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前苏联的运动训练学理论家对于运动训练学理论的建立、完善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对前苏联

训练学理论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回顾 , 并对俄罗斯训练学理论的发展现状与热点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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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USSR′s sports training theorist contributed very much for setting , improving and developing the training theory. In retro2
spec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whole developing process of sport training theory in USSR. Especially it analyzed the actuality

and emphases of Russian sports training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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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苏联的运动训练学理论家对于运动训练学理论的建

立、完善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 其中又以俄罗斯和乌

克兰的训练学理论家为代表。前苏联学者的理论自成体系 ,

并对世界许多国家的训练系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 其中也

包括中国。本文主要研究前苏联训练学理论中最具代表性

的俄罗斯和乌克兰训练学理论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1 　前苏联训练学理论的三个发展阶段

111 　萌芽阶段

在前苏联的运动训练学理论形成之前 , 经历了较长的

萌芽阶段。对于训练过程、训练分期问题早在 1916 年俄罗

斯的田径运动员巴里斯·高特夫就在其著作《奥林匹克运

动》中就将一年的训练划分为 3 个阶段 , 并提出了“状态”

的概念 , 甚至提出了田径运动员的训练系统。而在更早的

时期 (1909 - 1913 年) , 俄罗斯的一些运动员和学者将训练

分为准备期和专门期。而在 1855 年俄罗斯的田径文献中就

已经有了按照周、天安排的训练计划。在 20 世纪 20 年代。

俄罗斯的学者鸠伯龙完成了以田径和体操的训练实践、实

验为理论基础的训练研究专著。在 30 年代至 60 年代很多的

前苏联学者可·葛郎台 (1939) , 波·夫左落夫 (1950) 等就

运动训练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考察 , 为运动训练学

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 ]

112 　形成阶段

进入 60 年代以后 , 前苏联的运动训练研究进入了一个

新的发展阶段 , 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专著。1962 年 11 月 ,

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运动训练问题国际科学方

法研讨会”, 集中地反映了有关研究的超过。其中前苏联一

些学者列夫·马特维也夫的《运动训练分期问题》[2 ] , 奥卓

林的《现代运动训练系统》, 纳巴特尼科娃的《运动训练远

景规划》等成果已构筑起了运动训练学的主题框架。其他

学者夫·契亚可夫 , 夫·扎茨霍夫斯基 , 阿·邦达尔丘克等也

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 [3 - 4 ] 。

在前人大量的基础研究、各运动项目的训练实践、实

验以及各种训练文献报道的基础上 , 列夫·马特维也夫于

1976 年出版了运动训练学专著《运动训练原理》[5 ] 。本书也

被公认为运动训练理论与方法方面的经典著作。这本书的

出版标志着苏联运动训练理论的体系的形成。

113 　完善和发展阶段

进入 80 年代以后 , 生物科学的迅速发展 , 为运动训练

理论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可能。在这一阶段许多前

苏联的运动训练学理论家都积极尝试将最新的生物科学成

果引入到训练学理论中。比较突出的有由·威尔霍尚斯基 ,

恩·沃尔科夫 , 夫·普拉拖诺夫 , 列夫·马特维也夫等人。同

·18·

第 20 卷第 1 期
2003 年 1 月

西 安 体 育 学 院 学 报 　　　　　　　
JOURNAL OF XI′AN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Vol120 　No11
Jan1 2003

Ξ 收稿日期 :2002 - 08 - 11 　　修回日期 :2002 - 10 - 22

作者简介 :许　琦 (1971 - ) ,天津人 ,北京体育大学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为体育职业化、游泳训练、教学理论 ;李昌军 (1962 - ) ,安徽黄山

人 ,黄山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体育教学理论。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时 , 许多学者也认识到为了充分认识竞技运动的本质、它

的功能和进一步发展等问题 , 客观上需要形成专门针对这

些问题的科学知识领域。因此 , 在对运动训练理论的研究

不仅仅围绕运动 , 而应当以运动竞赛为核心 , 整体的思考

竞技运动的特点。在这一方面比较有代表性学者和著作有

夫·普拉拖诺夫 :《竞技运动理论》1987 年 ;《培养奥运项目

运动员的一般理论》1997 年 ; 列夫·马特维也夫 : 《竞技运

动理论》等[6 ] 。

2 　目前俄罗斯有关运动训练学理论研究热点问题

211 　竞技运动理论的研究

竞技运动理论成为独立的科学知识领域的时间并不长 ,

虽然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学者对社会中竞技现象的思考已经

历了很长的时期。分化和综合是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性。

在竞技运动理论方面首先得到认真研究的 , 毫无疑问

是有关运动训练理论与方法方面的问题。在这一方面 , 研

究对象最初是运动员和动作技能、各种身体素质和能力 ,

以及针对它们的教学训练手段和方法。接着对运动训练的

一般原理和运动训练过程安排的规律性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成果就反映在马特维也夫教授的《运动

训练分期问题》 (1964) [2 ] 、《运动训练原理》 (1977) [5 ] 、普

拉拖诺夫的《运动训练的理论与方法》 (1984 年) [7 ] 、奥卓

林的《现代运动训练系统》 (1970 年) 等著作中。

随着竞技运动实践向广度和深度的进一步发展 , 前苏

联的运动训练学专家们清醒地认识到“运动训练理论与方

法”作为学科 , 它发展的下一个台阶 , 将在更高层次上 ,

即竞技运动研究的层次上进一步实现综合 , 从而形成更一

般的理论体系 ———“竞技运动理论”。马特维也夫教授认

为 ,“没有竞赛 , 就不存在竞技本身 , 更谈不上运动训练、

运动训练本身以外的运动员培养系统中的其他要素。因此 ,

应当仔细、深入研究、整体地思考竞技运动的特点、作用

规律、进一步发展的道路和条件。”[8 ] 马特维也夫教授于

1997 年出版了《竞技运动理论》专著。在《竞技运动理论》

一书中 , 马特维也夫教授分三部分对“竞技运动理论”进

行了阐述。第一部分 ———导论部分 , 用于阐述竞技运动的

本质、它的结构和功能性 , 以及进一步发展的趋势 ; 第二

部分主要阐述运动员的竞赛活动和运动竞赛系统 ; 第三部

分主要阐述运动员培养系统 [6 ] 。

《竞技运动理论》从最一般的角度探讨了竞技运动领域

中的基本理论问题 : 竞技运动的本质、在现代社会中的基

本特征、决定运动成绩的因素及其动态、社会功能、专门

化的方向和部分等。《竞技运动理论》中对运动员的竞赛活

动探讨时 , 紧密地将它与运动员培养活动之间保持有机的

联系。这就是第一 , 从运动员的比赛目的和动机、从技术、

战术、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特点的角度探讨运动员竞赛活

动的特征 ; 第二 , 从运动竞赛对实现运动员身体可能性的

要求和比赛负荷的角度探讨运动员竞赛活动的特征 ; 第三 ,

从统一竞赛日程与建立个体化竞赛系统之间的关系 , 从个

体化竞赛系统与发展运动员竞技状态之间的关系探讨运动

员竞赛活动的特征[6 ] 。

其他学者也从不同方面对竞技运动理论进行了研究。

普拉拖诺夫教授于 1987 年完成了《竞技运动理论》 (1987

年 , 基辅) 一书。夫·苏杜拉认为竞技运动理论应当将竞技

运动作为一个“整体现象”来研究 , 应当建立在三个理论

基础上进行研究 : 运动教育学、运动生物科学、运动哲学。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教育学应当回答“如何建立运动训练过

程”的问题 ; 运动生物科学应当回答“为何应这样建立运

动训练过程”的问题 ; 而运动哲学回答的问题是“这样建

立运动训练过程的目的是什么 ?”[9 ]

212 　运动训练安排的模式化问题

对于运动训练模式化的问题 , 前苏联的许多学者都对

其进行了不同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普拉拖诺夫、马

特维也夫等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 [6、10、11、12、13 ] 。前苏联学

者将运动训练中的各种不同模式可以归属两组。第一组包

含 : 反映为了达到规定成绩多必须的比赛活动结构的模型 ;

反映运动员训练水平基本方面和保证有效地进行比赛活动

的模式 ; 反映机体形态特征和保证相应的训练程度和比赛

活动水平的各机能系统及其各部分能力的模型。第二组模

式包含 : 巨大的训练过程的构造模式 ———多年训练的各阶

段 , 训练的大周期和各时期 ; 训练阶段 , 中、小周期的模

式 ; 训练课及其各部分的模式 ; 各训练性练习及其综合形

式的模式[10、11 ] 。

普拉拖诺夫等人认为在制订训练模式时需要清楚地看

到模式化的对象、现象和过程的复杂性 , 训练过程各方面

模式的结构和功能的相互联系 , 同样必须定量地表述基本

的模式特征 , 特别是在制订比赛活动、训练水平、保证训

练水平的基本系统的机能能力等模式特征时 , 必须依靠反

映素质和能力的指标 [7 ] 。

马特维也夫教授在近期的研究中又专门针对这问题进

行了理论上的阐述[12 ] 。马特维也夫教授认为模式化训练实

际上是包含了理论 (逻辑与思维) 、设计 (计算、结构) 、

实践 (实践 —工艺化) 的过程。应当从整体上 (包括运动

训练的大周期安排) 去考虑。他将这种方式 (有一定条件

限制 : 即针对非商业化比赛的运动员) 称为模式训练安排

的“整体途径”。马特维也夫教授认为 , 建立模式训练的

“整体途径”应当从训练大周期的整体安排 , 以训练的周期

理论为基础 , 包含以下的步骤 : 确定大周期中的比赛目标 ,

尽可能准确的制定比赛目标的各种参数 ; 确定为了达到制

定的成绩目标 , 而将要提高各种参数指标的幅度 , 尽可能

的准确和详细 ; 按照比赛模式以及各参数 , 将训练的手段

系统化、模式化 , 按照比赛对运动员各方面能力的实际要

求制定训练手段 ; 将大周期中训练、比赛活动按照实际进

行的时间模式化 , 使运动员的训练、竞赛的动态过程、竞

技状态的出现按设计进行。

213 　高水平运动员的培养研究

近些年来 ,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许多运动训练学的理论

研究者和教练员对于高水平运动员的培养体系十分关注 ,

并出版了大量的专著。其主要有以下一些理论观点 [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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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展高水平竞技的途径主要有两个方向 :

在加速发展和掌握先进的儿童和青少年身体运动训练

系统的基础上 , 多层次地拓宽寻找和发现运动天才的空间。

在建立不相互矛盾、有效、个体化的发展条件下 , 尽可能

的挖掘运动员的运动天赋并使之在比赛活动中充分表现出

来。

(2) 培养优秀运动员的科学方法保证是 : 在多年的、

阶段的、现时的训练过程中应当尽可能的减少教育学、心

理学以及组织管理上的错误 ; 在训练以及比赛活动的过程

中始终对运动员的身体机能状态进行监测 ; 在训练各阶段、

训练课的过程中 , 使训练的负荷、强度及其动态的节奏变

化合理化 ; 在主要训练阶段以及比赛过程中防止伤病 ; 研

究保障运动员身体健康的科学技术。

(3) 实现运动员培养理论的组织基础是按照以下途径

发展运动科学技术 : 寻找新的非传统的技艺、多途径的完

善运动员培养结构和提高运动员培养效率 ; 集中加强发展

运动员培养中身体健康保护技艺 ; 在发展高水平竞技过程

中建立高效的信息分析系统 ; 根据教练活动的职业特点完

善专业教练员的培养和再培训系统 , 培养教练员的学习和

自我学习能力 ; 建立科学、合理、有效的各运动项目的国

家队及其后备力量培养系统。

(4) 提高国家队培养效率的管理过程应遵循以下原则 :

理论学者、科研人员和训练专家关注完善运动员培养系统

的发展方向 ; 研究提高运动培养技艺以及提高其效率的具

体的参数 , 并为研究、实验提供足够的资金、物质 - 技术

保障 ; 国家应当全方位的支持训练科研的创新研究 , 不管

是什么性质的训练组织、机关、还是公司的俱乐部 ; 加强

和发展国家队及其后备力量培养的基础建设。

3 　有关“运动训练分期”理论的讨论

对于“分期”理论 , 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一直存在着不

同的看法。但是 , 一直以来大多数学者还是比较支持和赞

同马特维也夫教授等人的运动训练分期理论。最近一次有

关“运动训练分期”理论的讨论是由俄罗斯著名的由. 威

尔霍尚斯基教授在《体育理论与实践》杂志上的两篇文章

引起的[15、16 ] , 逐渐演化成为对运动训练理论全方位的探讨。

许多学者都加入到了这次大讨论中。

由·威尔霍尚斯基认为 :“现代运动训练的体系是由前

苏联的教练员在 50 年代创造的 , 随着前苏联运动员在世界

竞技舞台上的成功表现 ,“运动训练分期”理论就逐渐受到

了人们的重视。但是 , “运动训练分期”理论在实践中并没

有找到强有力的支持 , 其理论对于高水平运动员并不适用。

“运动训练分期”理论是在前苏联训练体制形成初期形成

的 , 是以研究相对短时期的运动员的训练实践经验 , 并且

主要是以三个运动项目 (游泳、田径、举重) 为基础的 ,

因此 , 并不能适应所有运动项目以及现代竞技比赛的需要。

而在这一基础上构建的“竞技状态形成”理论也不符合实

际情况。”[15 ] 。

由·威尔霍尚斯基教授认为由于以下原因使“运动训练

分期”理论逐渐失去了理论和实践意义 [16 ] :

(1) “运动训练分期”理论的方法学基础简单 , 不能客

观反映事物的实际情况 , 训练原则过于抽象 , 不能提供实

践指导 ;

(2) 缺乏生物科学知识为依据 ;

(3) 不重视在运动训练实践中的多学科的实验结果和

成果。

马特维也夫教授本人也加入到了这场讨论中。他认为 ,

由·威尔霍尚斯基的文章由“训练分期”理论的批评进尔对

全部运动训练理论进行批评 , 这样以一概全的做法是不正

确的。因为运动训练理论还包含了许多其他的部分 , 而

“训练分期”理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同时 , 由·威尔霍尚

斯基似乎对竞技理论的发展没有关注 , 而缺乏对这竞技运

动理论的了解就谈论“现代运动训练理论”的发展 , 是非

常缺乏逻辑的。马特维也夫教授认为 , 运动训练的“周期

理论”的形成是在许多优秀教练员长年的实践工作基础上

建立起来的。即使在职业运动项目、球类运动项目以及其

他非周期性运动项目中 , 运动训练分期、竞技状态的形成

同样是存在的[17 ] 。

乌克兰著名运动训练学理论家普拉拖诺夫教授反驳了

由·威尔霍尚斯基的观点 , 并认为 : 从 60 - 70 年代以来 , 随

着运动训练实践的发展 , 越来越多的训练科研、实践成果

被补充到运动训练理论中 , 因此运动训练理论也在不断的

发展 , 其中当然包括了“运动训练分期”理论。正是由于

这个原因 , 才使俄罗斯和乌克兰前以及东欧其他国家的运

动员在社会环境不优越的情况下 , 在许多项目上依然保持

了世界领先水平[18 ] 。

由·威尔霍尚斯基批评“马特维也夫的训练理论”中缺

乏生物科学作为理论基础。但是研究一下马特维也夫教授

的著作 , 就可以看到在其中充满了体育教育学、运动生物

科学知识。在马特维也夫教授的许多著作引用的文献中几

乎有一半以上是有关生理学、运动生物化学、运动医学等

方面的[18 ] 。

普拉拖诺夫认为在世界许多国家 , 包括在东方、西方

国家 , “马特维也夫的训练理论”被认为是公认的经典理

论 , 并被写进教科书中。分析 20 世纪后 40 年的运动训练学

理论的发展 , 可以看出前苏联学者对这一领域的贡献是巨

大的。从 80 年以后 , 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 , 前苏联的运动

生物科学、运动医学的理论研究明显的落后了。但是在运

动员培养的一般理论与各运动项目的训练理论却大大的得

到了发展 , 出现了许多前苏联的训练系统 , 并使前苏联地

区的运动员在世界比赛中保持了领先位置 [18 ] 。

4 　俄罗斯与乌克兰有关运动训练学研究的主要发

展趋势

411 　从一般竞技运动理论的角度完整的看待和研究运动训

练问题

由于以往的研究主要是关注运动训练本身 , 而“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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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 , 就不存在竞技本身 , 更谈不上运动训练、运动训练

本身以外的运动员培养系统中的其他要素。因此 , 应当仔

细、深入研究、整体地思考竞技运动的特点、作用规律、

进一步发展的道路和条件。”即以运动竞赛为核心 , 围绕这

个核心 , 研究运动训练、运动员的生活方式、营养、恢复、

外部环境对运动员的影响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等问题 [6 ] 。

412 　对运动训练的微观层次上的研究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学者认为 , 由于以往的运动训练学

研究过于注重在宏观和共性面上的研究 , 因此随着运动训

练实践的发展 , 运动训练学并不能很好的解决训练实践中

的问题。因此 , 现在的一些学者致力于运动训练学的微观

层次研究 , 更加深入的研究和解决各运动项目及其小项的

训练特点、训练方法、选材特点等问题 [9、19 ] 。

413 　重视研究影响训练与比赛的社会学因素

竞技体育的组织与发展都受着社会学因素的强有力的

影响。尤其是随着前苏联的解体 , 国家逐渐进入市场经济 ,

原有的社会体制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对于竞技

体育的影响是重大和深远的 , 主要表现在对运动训练体制、

运动员培养系统、竞技体育的发展方向上、体育职业化、

市场化对运动训练所产生的影响等问题。因此 , 这些方面

将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

414 　高水平运动员培养体系的研究

由于现代竞技运动的高度竞争性 , 运动员培养系统的

研究对于保持高效率的运动员“生产系统”是十分重要的。

同时 , 前苏联的解体以及新的社会深刻的变革对于俄罗斯

和乌克兰的运动员培养系统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 研究新的

社会体制下的运动员培养系统 , 保持国家竞技体育的强势

地位是重要的课题 [14 ] 。

5 　小 　结

目前在俄罗斯与乌克兰有关运动训练学研究的主要内

容和方向是 : 竞技运动理论 ; 运动训练安排的模式化问题 ;

高水平运动员的培养研究等。目前有关运动训练学研究的

主要发展趋势是 : 从一般竞技运动理论的角度完整的看待

和研究运动训练问题 ; 对运动训练的微观层次上的研究 ;

重视研究影响训练与比赛的社会学因素 ; 高水平运动员培

养体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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