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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笔者对海峡两岸学校课余体育训练与竞赛的管理体制、主要组织形式 , 以及课余体育训练与竞赛的基本

特征与现状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认为 : 由于历史的原因 , 两岸形成了独自的学校课余体育训练与竞赛体系与特

点 , 各有其长处和不足 ; 通过比较研究 , 充分发挥两岸课余体育训练与竞赛的各自优势与成功经验 , 加强两岸学

校体育交流与合作 , 以促进两岸学校体育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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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documentary , questionnaire and expert investigation , the author studied school after class physi2
cal education training and competition condition in Mainland and Taiwan ; and put forward a proposal of Mainland and Taiwan school

after class sports training exchange success experienc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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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两岸学校课余体育训练与竞赛的管理体制

学校课余体育训练与竞赛管理体制分为宏观管理和微

观管理两个部分。前者主要指学校外部对学校课余体育训

练与竞赛的管理 , 后者则指学校内部的课余体育训练与竞

赛工作的管理。祖国大陆对各级各类学校课余体育训练与

竞赛实行宏观管理的组织机构系统 , 主要是由教育部和国

家体育总局两大系统构成的。教育部通过其“学校体育卫

生与艺术教育司”体育处具体实施对全国学校课余体育训

练与竞赛的宏观管理 ; 国家体育总局则通过其“群众体育

司”青少年体育工作处协同组织和指导全国学校课余体育

训练与竞赛工作的开展。同时 , 全国各系统的学校体育工

作也受到其它部委主管本行业系统教育工作的部门组织管

理。社会体育团体组织参与指导和协助学校体育工作 , 如

工会、共青团、妇联、学联等 ; 体总、地方体协、行业体

协 , 以及大学生体育协会和中学生体育协会等参与学校体

育的指导和协助管理工作。

学校课余体育训练与竞赛的微观管理是指一所学校范

围内的体育管理。当前 , 大陆学校内部体育工作的管理主

要是通过校长 (或分管体育工作的副校长) 和相应的体育

管理机构 (校体卫处、校体委、教学部、教研室、教研组)

进行的。

台湾地区对各级各类学校课余体育训练与竞赛实行宏

观管理的组织机构系统 , 主要是由“教育部”和“体委会”

两大系统构成的。现阶段 , 对学校课余体育训练与竞赛实

行宏观管理的组织机构是“教育部”体育司 ; “体委会”则

通过其竞技体育处和国际体育处协同组织与指导学校课余

体育训练与竞赛的相关工作。“教育部”体育司负责研究制

定各级学校课余体育训练的策划、督导、管理与考核事项 ;

“体委会”竞技体育处负责学校特优运动选手培训的规划、

协调、联系及辅助事项 ; 国际体育处负责各级学校体育国

际竞技体育交流合作的规划、协调、联系及辅助事项 [1 ] 。

而与其相关的学校体育组织机构 , 如大专院校体育总会和

高级中等学校体育总会主要参与学校课余体育训练与竞赛

活动的组织、推广 , 以及学校国际与两岸体育交流部分的

推展工作[2 ] 。

台湾地区学校内部课余体育训练与竞赛工作的组织管

理分工比较具体。国小、国中主要是通过训导处 (训导组)

及下设的体育组进行训练与竞赛工作的组织管理 ; 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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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校、专科学校是通过训导处及下设的体育运动组进行组

织与管理的 ; 大学 (含独立学院) 是通过体育室及下设的

训练组与活动竞赛组进行组织与管理的。

2 　两岸学校课余体育训练的主要组织形式

大陆学校课余体育训练的主要组织形式有体育后备人

才试点校、传统体育项目学校、重点业余体校、普通业余

体校、体育中学、体育班、俱乐部、学校代表队和年级班

代表队等。目前 , 大陆学校课余体育训练较有发展前景的

组织形式是体育后备人才试点校和传统体育项目学校。体

育后备人才试点校主要在省、市级重点中学兴办 , 具有较

强的师资力量 , 在训练的场地、设施、经费等方面的条件

比较优越 , 也能保证学生有较好的文化学习环境。因此 ,

对家长、学生都有比较大的吸引力。而传统体育项目学校

在某个体育项目上有一定的师资、训练场地和设施的优势 ,

在校内该项目受到师生的广泛爱好和积极参与 , 在地域性

的比赛中经常取胜 , 成为该校的传统 , 因而为高一级的训

练单位输送较多的体育后备人才 , 这也是大陆开展学校课

余体育训练的主要形式之一。

台湾地区学校课余体育训练的主要组织形式有体育班、

俱乐部、学校代表队和年级班代表队。

体育班是台湾地区学校体育课余训练的主要形式。体

育班一般设在各方面条件较好的高级中等学校。主要是为

培养学生专项运动技能 , 对具有运动潜能的学生施以系统

的运动专项训练 , 以提高其运动成绩。高级中等学校体育

班设置目标主要是提升高级中等学校运动选手竞技水平 ,

培养术、德兼修的高级中等学校运动选手 ; 并以长期培养

亚洲运动会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竞赛种类的选手为限。

台湾地区明定各级学校体育班的培训种类 , 以配合台湾地

区竞技体育运动的政策 , 提升台湾地区参加亚运会和奥运

会的运动成绩。

俱乐部是台湾地区学校课余体育训练的另一种主要形

式。俱乐部一般是指在校外学生参加各种俱乐部的体育训

练 , 在俱乐部的学生大都需要交纳一定的训练费用 , 因而 ,

学生的训练大多是积极主动的 , 并取得较好的训练效果与

成绩。

学校代表队和年级、班级代表是指在校内进行的一种

课余体育训练形式 , 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

兴趣 , 培养体育技术骨干 , 促使学校体育人口的增加 , 具

有普及的意义。

3 　两岸学校课余体育训练与竞赛的基本现状与特

征

311 　大陆学校课余体育训练与竞赛的基本现状与特征

祖国大陆学校课余体育训练自改革开放以来 , 由最初

体委系统单一举办的模式 , 逐步发展到体委系统、教育系

统和社会共办的综合模式。学校课余体育训练也由最初的

业余体校与传统体育项目学校发展到目前的十余种课余体

育训练的组织形式 , 课余体育训练已形成了多形式、多层

次的学校课余体育训练与竞赛体系 , 为国家提供大批优秀

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 为国家体育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同时 , 由于国家重视学校体育工作的开展 , 多年来 , 为开

展学校课余体育训练与竞赛制定相关法规条例 , 使学校课

余体育训练与竞赛逐步向立法化、制度化方向发展 , 这也

是大陆开展学校课余体育训练与竞赛工作的重要保障。在

学校体育竞赛方面 , 大陆每四年主办一次大学生运动会和

每三年主办一次中学生运动会。小学没有统一的全国性运

动会 , 通常有各地方自行安排。

大陆学校课余体育训练的特点是业余性和基础性。业

余性是指学生在校以学为主 , 必须完成学校教学计划中所

规定的各门学科的学习任务 , 训练只能在业余时间和假期

进行 , 以确保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基础性是指在训

练目标上学校课余体育训练主要是打基础 , 为优秀运动员

队伍培养后备竞技体育人才。因此 , 虽然大陆课余体育训

练已形成了多形式、多层次的课余体育训练与竞赛体系 ,

采用形式多样的训练方法。但由于受课余训练特点的影响

和客观条件的限制 , 学校优秀运动选手的相对运动竞技水

平却不高 ; 在大陆各级的学校运动队中很少有直接进入国

家奥运代表团或参加世界锦标赛的优秀运动员选手 , 这点

应引起相关管理部门的重视和反思。

312 　台湾地区学校课余体育训练与竞赛的基本现状与特征

台湾地区很重视学校课余体育训练与竞赛工作 , 各级

教育机构均把学校课余体育训练与竞赛列入学校体育工作

的重点 , 其相关的体育立法比较完善 , 在场地器材及经费

上也相对较齐全与充裕。

台湾地区对开展学校课余体育训练非常重视 , 将学校

体育课余体育训练作为培养优秀竞技运动选手的摇篮 , 其

学校运动队训练相对比较成功 , 通常在台湾地区的奥运体

育代表团中有 3 成以上的是中学生选手。这在国内外都是

比较少见的。的确 , 从某种意义上讲 , 这也是台湾地区学

校体育的成功之处。学校体育是竞技体育的摇篮 , 即使输

了亚运、奥运会金牌 , 却赢得了学校体育的发展。

台湾地区学校课余体育训练的形式主要有两种 : 一是

运动社团的推广 , 二是运动队的训练和竞赛。运动社团的

推广是指在学校内组织以班、年级为单位的课余体育训练 ,

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参与运动兴趣 , 培养体育骨干 , 促使

体育人口的增加 , 具有普及的意义。运动队的训练是注重

于提高竞技运动水平 , 在运动竞赛中争取优胜 , 具有提高

意义。台湾地区在有条件的中小学成立体育班 , 将有培养

前途的学生集中在一起进行系统的运动训练。在学校课余

体育竞赛方面 , 每年都主办一次大学生和中学生运动会。

小学没有统一的运动会 , 通常有各地方自行安排。球类比

赛类似美国 , 如篮球 , 每年 11 月底到第二年 3 月份进行年

度联赛。

台湾地区学校优秀竞技运动选手一般集中在具有不同

优势的十几所高中进行学习与训练。学校优秀竞技运动选

手的课余体育训练注重高质量、高效率 , 其特点表现在注

重训练方法的多样性、训练内容的针对性与训练过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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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性 , 注重运动员个性、品德与智力的培养和集体荣誉

感的养成。

4 　两岸学校体育课余体育训练与竞赛的比较分析

411 　共同点

两岸政府及相关业务主管管理部门对学校课余体育训

练与竞赛工作均很重视。在学校课余体育训练与竞赛的宏

观管理上 , 两岸均有教育部门主管 , 体育部门协管的管理

体制 ; 两岸均有相关的体育法规与立法文件 ; 均有一套比

较完整的训练组织体系和训练管理体制。

在学校课余体育训练的组织形式上 , 两岸均采取形式

多样 , 且行之有效的训练组织形式 ; 两岸均以重点高中为

依托 , 进行学校运动队优秀选手的培训。

在学校课余体育训练与竞赛工作的开展方面 , 两岸均

做了积极的努力 , 并为上级单位或专业训练机构输送了大

量的竞技体育运动人才和体育后备人才。

但由于主客观原因 , 两岸在开展学校课余体育训练与

竞赛工作中都存在运动场地、训练设施与资金不足的情况 ,

且两岸相关管理部门和学校均对班、年级组队的课余体育

训练重视不够 , 缺乏足够的组织与管理 , 课余体育训练的

推广与普及不力 , 导致中小学后备体育人才缺乏等一系列

的问题。同时 , 两岸在学校课余体育训练与竞赛制度建设

与活动推展方面仍需作进一步的努力。

412 　不同点

在体育场地的建设、体育运动设施的配置以及体育经

费的投入等方面 , 台湾地区相对于大陆而言具有较明显的

优势 , 如台湾地区学校运动场馆数量为 25462 座 , 占台湾地

区运动场馆总数的 4014 % , 在台湾地区各类运动场馆中名

列第一。[3 ]大陆由于各地区发展不平衡 , 在中心城市和沿海

发达地区的学校体育场地的建设、体育运动设施的配置比

较完善 , 体育训练经费的投入也比较充足 , 而中西部地区

及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 , 如偏远山区及贫困地区的

学校体育场地建设、体育运动设施配置都比较落后 , 体育

训练经费也非常缺乏 , 以至难以进行常规的课余体育训练

与竞赛。

在学校体育竞赛活动制度与组织方面 , 台湾地区优于

大陆。台湾地区每年都要主办一次大学生和中学生运动会。

而大陆每 4 年主办一次大学运动会和每 3 年主办一次中学

运动会 , 这不利于学校竞技体育运动水平的提高和学校竞

技体育运动的发展。

在学校课余体育训练的成绩表现方面 , 由于特定的历

史条件与环境 , 台湾地区学校优秀竞技运动选手的表现相

对而言 , 要优于大陆学校竞技运动选手。如在历届台湾地

区奥运体育代表团中有 3 成以上的中学生选手 ; 而大陆很

少有直接进入国家奥运代表团或参加世界锦标赛的学校优

秀运动员选手。

在学校体育师资与教练员素质方面 , 台湾地区体育教

师与教练员学历水平普遍较高 , 大中学教师具有大专学历

以上的几乎达到 100 %。一般教师和教练员都是经过严格考

试 , 获得相关资格而竞争上岗的。而大陆经济、文化最发

达的省份之一的广东省教师具有大专学历以上的也只达到

7518 %。[4 ]

在运动训练项目方面 , 大陆注重全面发展 ; 而由于受

其人口素质、人文教育环境、历史、地理条件等因素的影

响 , 台湾地区则更注重发展优势体育项目 , 重视体育运动

训练的实效性。

在学校课余体育训练与竞赛的法制建设方面 , 大陆相

关立法有待进一步完善 ; 而台湾地区的体育相关立法则比

较完善。为了促进课余运动训练与竞赛的开展 , 台湾地区

制定了一系列的学校体育训练与竞赛的管理法规与计划 ,

使台湾地区学校课余体育训练与竞赛工作向制度化、法制

化方向发展 , 并逐步形成制度化的管理模式。这也是台湾

地区学校课余体育训练与竞赛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重要原

因之一。

5 　结束语

两岸学校课余体育训练与竞赛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教

育环境下发展 , 因而长期以来 , 两岸学校课余体育训练与

竞赛形成各自的体系与特点 ; 两岸学校课余训练与竞赛均

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和层次 , 其课余体育训练的体系均是以

重点学校的运动队训练为主体 , 并且课余体育训练与竞赛

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和法制化轨道。从相关资料的比较研

究来看 , 两岸学校课余体育训练与竞赛有其共同点和不同

点。因此 , 通过两岸学校课余体育训练与竞赛的比较研究 ,

充分发挥两岸学校课余体育训练与竞赛的优势 , 并借鉴各

自的成功经验 , 加强两岸学校体育的良性互动 , 全面促进

两岸学校体育的交流合作与协调发展 , 为中华体育的腾飞

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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