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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运用文献法、统计法和比较法 , 对全运会田径男子跳跃项目成绩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 , 并系统分析了我

国田径男子跳跃项目成绩“下滑”的原因 , 提出了振兴我国田径男子跳跃运动的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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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By methods of literature , statistics and comparsion , the performance variety characteristic of male jump events in the Na2
tional Games was analyzed1 The reasons for the decline of male jump events performance have been also analyzed1 Moreover , some

advice to brace up male jump events has been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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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径跳跃项目包括跳高、撑杆跳高、跳远和三级跳远

四个项目。男子田径跳跃项目 , 尤其是跳高、三级跳远和

跳远 , 曾是我国田径优势项目。1970 年 , 倪志钦采用俯卧

式技术创造了 2129m 的跳高世界纪录 , 朱建华在 1983 年和

1984 年分别以 2137m、2138m 和 2139m 的成绩“三破”跳高

世界纪录 ; 在男子三级跳远项目上 , 1964 年田兆钟以

16158m 的成绩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 邹振先又在 1981 年以

17134m的优异成绩创造了新的国家纪录和亚洲记录 , 在

1990 年第 11 届亚运会上陈燕平和邹四新分别跳出 17151m

和 17131m的好成绩 ; 在男子跳远项目上 , 1986 年陈尊荣以

8123m创造了新的亚洲记录 , 黄庚、劳剑峰分别在 1995 年

和 1997 年以 8138m和 8140m的成绩“两破”亚洲记录。

辉煌只能属于过去 , 遗憾的是近年来我国男子跳跃项

目却出现了“尖子不尖、整体水平不高、青黄不接、后继

乏人”的困难局面。目前有关跳跃运动项目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运动技术及科学训练上 , 而对于运动成绩发展变化的

综合研究则明显不足。鉴于此 , 笔者以第 1 —9 届全运会男

子跳跃项目成绩为研究对象 , 对我国男子跳跃项目成绩发

展态势进行分析 , 并就近年来我国男子跳跃成绩下滑的原

因展开分析 , 以求为实现我国男子跳跃项目的早日复兴贡

献微薄之力。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1 　研究对象

我国第 1 —9 届全运会男子田径跳跃各项目运动成绩

(见表 1) 。

表 1 　第 1 - 9 届全运会男子田径跳跃项目成绩表 (m)

届次
时间

(年)
跳高 跳远 撑杆跳高 三级跳远

1 1959 1197 7153 4140 15182

2 1965 2115 7140 4170 16141

3 1975 2118 7136 4190 16100

4 1979 2116 7175 5120 16162

5 1983 2138 7194 5145 16173

6 1987 2124 8101 5140 16169

7 1993 2131 8130 5130 17126

8 1997 2128 8105 5150 16190

9 2001 2124 7195 5130 17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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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研究方法

11211 　文献法

通过 Internet 和图书馆查询历届全运会男子跳跃项目成

绩。

11212 　统计法

运用 EXCEL 软件对 1 —9 届全运会我国男子田径跳跃各

项目运动成绩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 , 并生成相关图表。

11213 　比较法

运用纵向和横向比较方法 , 对历届全运会男子跳跃项

目成绩进行比较分析。

2 　历届全运会田径男子跳跃项目成绩分析

211 　全运会与同时世界纪录像比以及各项目进行系数比较

纵观第 1 —9 届全运会 (表 1) , 男子各跳跃项目的最好

成绩分别为 : 跳高 2138m、撑杆跳高 5150m、跳远 8130m、

三级跳远为 17126m。与当前世界纪录相比 (见表 2) , 各项

目差距分别为 0107m、0164m、0165m 和 1103m。由此可见 ,

除跳高外 , 其它项目与世界最好成绩相差较大。但 2138m

的跳高成绩是朱建华早在 1983 年第 5 届全运会上创造的 ,

而近几届成绩与之相差甚远。因此 , 我国男子跳跃项目的

整体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从各项目成绩递进系数的变化情况来看 , 跳高、跳远、

撑杆跳高、三级跳远项目成绩的递进系数平均值分别为

1155、0164、2115、0185 (见表 3) , 表明在第 1 —9 届全运

会 , 四个项目相比而言 , 撑杆跳高成绩总体发展情况最好 ,

而跳远最差。通过四个项目成绩递进系数的标准差 , 可以

看出 , 跳高的值最大 , 表明该项目在第 1 —9 届全运会上成

绩发展的稳定性最差 , 而稳定性最好的项目是三级跳远。

通过图 2 的成绩递进系数变化曲线斜率 , 也可以比较明显

地看出上述发展态势特征。

表 2 　男子跳跃项目全运会纪录与世界纪录间的比较 　m

项目 全运会纪录 世界纪录 差 　值

跳高 2138 2145 0107

撑杆跳高 5150 6114 0164

跳远 8130 8195 0165

三级跳远 17126 18129 1103

212 　历届全运会最好成绩比较

从各项目全运会成绩曲线的走向看 (图 1) , 我国男子

跳跃项目成绩总体来看是发展了 , 但发展较为缓慢 , 且历

史最好成绩都不是出现在最近的第 9 届全运会上。

在最近的四届全运会上 (第 6 —9 届) , 各项目成绩曲

线都是先上升后下降 (除三级跳远在第 9 届上稍有回升) 。

说明我国田径男子跳跃项目总体表现出近期“下滑”状态。

成绩曲线 (图 1) 显示各项目在第 1 —9 届全运会历史

发展过程中都曾出现较大波峰 : 男子跳高 , 朱建华在第 5

届全运会创造的 2138m 的成绩使中国男子跳高跃居世界之

首 ; 男子跳远 , 黄庚在第 7 届全运会上 8130m 的跳远成绩

曾改变了中国跳远项目的长期“低迷”状态 ; 三级跳远 ,

我国三级跳远好手邹四新在第 7 届全运会创造的 17126m 的

成绩跻身当年世界前 10 名。这些波峰的出现与存在 , 再一

次表明男子跳跃项目曾是我国田径的优势项目之一 , 理应

成为未来备战 2008 北京奥运会田径项目新的增长点。

图 1 　历届全运会男子跳跃项目最好成绩变化的折线图

3 　我国田径男子跳跃项目成绩“下滑”的原因分

析

311 　选材环节仍存在问题

从运动训练理论提出的选材、训练监控、恢复三大问

题来看 , 选材是第一步 , 成功的选材是取得优秀成绩的首

要环节。原苏联功勋运动员符·阿拉宾认为 : “不考虑选材

问题 , 训练将是徒劳无益的。”训练学理论认为 , 个人竞赛

项目运动员获得优异成绩的一个主要条件是来自教练员最

初的科学选材。我国运动员朱建华之所以能够取得三次打

破世界记录的佳绩 , 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胡鸿飞教练在开

始对运动员的选材方式和内容上迈出了正确的一步。十几

年前 , 胡鸿飞教练培养出了跳高好手朱建华 , 此后中国跳

高再没出过一个世界级水平的人才 , 像朱建华这样身体条

件的苗子固然难觅 , 但是十几年不可能发现不了这样的好

苗子 , 因此 , 应把科学选材放在一个较高的地位去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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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历届全运会男子跳跃项目成绩递进系数变化曲线

表 3 　历届全运会男子跳跃项目成绩递进系数统计表

跳高 跳远 撑杆跳高 三级跳远

1959 年 0 0 0 0

1965 年 9114 - 1173 6182 3173

1975 年 1140 - 0154 4126 - 2150

1979 年 - 0192 5130 6112 3188

1983 年 10119 2145 4181 0166

1987 年 - 5188 0188 - 0192 - 0124

1993 年 3113 3162 - 1185 3142

1997 年 - 1130 - 3101 3177 - 2109

2001 年 - 1175 - 1124 - 3164 0183

平均值 1155 0164 2115 0185

标准差 5121 2170 3180 2139

　　注 : 递进系数 = (本届成绩 - 上届成绩) / 上届成绩×100

312 　教练员理论水平偏低

没有高水平的教练 , 不会有高水平的运动员。现代运

动训练实践告诉我们 , 教练员的理论知识必须不断更新 ,

训练理论方法上要力求创新。当前 , 我国跳跃运动处于低

谷 , 广大教练员和运动员也在辛苦地训练 , 付出了很多 ,

为什么成效不大呢 ? 其主要原因还在于我们在训练方法上

创新不够。上海的胡鸿飞教练 , 在 80 年代初深入分析了背

越式跳高的特点 , 创造了以速度为核心的训练模式和技术

模式。经过朱建华的刻苦训练 , 为中国的跳高事业的发展

做出了卓越贡献。因此可以说 , 我国跳跃运动创造昔日辉

煌的成功法宝 , 就是训练中不断创新 , 敢于和一切固步自

封 , 墨守成规作斗争 , 敢于冲破一些陈旧理论的束缚 , 因

而取得了成功。

313 　缺乏先进的跳跃运动员集团及后备力量不足

我国跳跃运动曾几度进入世界先进水平行列 , 但那时

仅是个别运动员 , 没有形成高水平运动员集团。一旦个别

尖子受伤或退役 , 就造成了运动水平的大幅度下降。如

1986 年邹振先退役后全国冠军的成绩仅为 16102m , 不仅距

世界先进水平相距甚远 , 连一般国际水平也不够了。七运

会上邹四新令人振奋的 17126m 的成绩给人们带来一阵惊

喜 , 终因孤军奋战难以形成“万花争春”的大好局面。另

外 , 后备力量不足也制约我国跳跃运动成绩的提高。由于

篮球、足球等项目职业化的发展 , 田径项目成材率低且经

济效益差 , 因此近年来愿意让孩子从事田径训练的家长越

来越少 , 而且部分在训运动员也在“职业化”的浪潮中纷

纷转项 , 这对于本来就不景气的田径运动无疑是“雪上加

霜”, 更是阻碍了男子田径跳跃“复兴”的步伐。

314 　跳跃运动基础理论研究不足

长期以来我国对田径基础理论研究比较薄弱 , 无力支

撑训练实践的需要。在我国跳跃运动最辉煌的时候 , 我们

只把它们当成经验来对待 , 没有及时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训

练理论体系 , 致使在日后的训练中出现盲目性。表现在对

项目的本质认识不深、训练内容陈旧、训练方法专项化程

度不够、训练过程缺乏有效的系统监控 , 这势必严重影响

男子跳跃项目水平的提高。

315 　训练中对运动员共性问题和个性问题认识不深

共性问题是在训练中人们普遍认识到的 , 就如跳远完

整技术包括助跑、起跳、腾空和落地四个环节。但是 , 不

同的运动员在各技术环节上表现却大相径庭 , 因为每名运

动员在身体形态、生理机能、运动素质、性格、气质等方

面都不尽相同 (即“个性”特征不同) 。在个体化训练日益

突出的今天 , 一名优秀教练的高人之处就在于他善于洞察

运动员的“个性”特征 , 并能扬长避短 , 兼收并蓄 , 形成

具有独特的个体技术风格 , 千锤百炼 , 在比赛中取得优异

的运动成绩。

比如邹振先进队时 , 技术不完善 , 某些技术环节也不

规范 , 力量和专门弹跳力不强 , 但速度和柔韧性 , 协调能

力相对较强。面对当时世界范围内争议比较激烈的“高跳”

技术先进还是“平跳”技术先进的讨论 , 田兆钟教练根据

邹振先的个人条件 , 通过分析对比 , 确立了充分发挥速度

快、蹬地幅度大、摆动幅度大的技术风格。这种技术风格

既能充分发挥邹振先的个人特长又符合现代三级跳远重视

向速度方向发展的趋向 , 此举对保证他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

进入世界先进水平行列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再如 , 胡鸿飞

教练根据朱建华速度快、弹跳好的特点 , 设计出助跑快、

起跳快、过杆快的“三快”背越式跳高技术 , 事实证明是

非常有效的。

4 　振兴我国田径男子跳跃运动的建议

411 　重视选材和苗子的培养

培养苗子原则是有利于调动教练员的积极性 , 要使国

家队和少体校教练相结合 , 共同制订培养苗子的训练计划 ;

国家队教练可以到少体校当教练 , 少体校运动员也可以定

期到国家队参加训练 , 或是让国家队教练定期深入到少体

校检查训练情况 , 与少体校教练共同“会诊”, 解决训练中

的具体问题。运动员出了成绩 , 拿了奖牌 , 不仅奖励运动

员 , 而且要奖励教练员 , 包括少体校教练 , 充分体现他们

的自身价值。

412 　不断提高教练员的水平

不断提高教练员水平和能力 , 是解决我国田径训练中

存在的问题 , 促进我国田径运动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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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跳跃运动项目水平不高 , 与教练员的培养工作抓得不

好不无关系。我国的跳跃项目教练员目前很大程度上仍未

摆脱运动员退役后直接当教练员的“师徒沿袭”传统 , 既

有运动生涯 , 又有丰富理论知识的教练员为数不多 , 这在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田径跳跃项目运动训练的水平。要

改变这一状况 , 必须加大优秀教练员的培养力度 , 加强教

练员岗位培训工作 , 在我国田径界尽快涌现出一批“复合

型”教练员。

413 　完善一体化训练体系 , 培养后备人才

在跳跃运动人才的培养上 , 应花大力气完善一体化的

训练体制 , 严格按照全国田径教学训练大纲的要求 , 完成

各年龄阶段的训练任务 , 从而杜绝训练中的“近视”行为 ,

从根本上解决好各层次运动员训练的科学“衔接”问题。

要改革少年儿童竞赛制度 , 对基层业余体校和运动学校教

练员的考评 , 要区别于优秀运动队的教练员 , 彻底改变

“以运动成绩、名次得分论成败”的传统评价模式 , 采取科

学、全面评价方式 , 尤其奖励那些培养出优秀后备人才的

基层教练员。此外 , 应尽快编写出少年儿童基础训练大纲

和教材 , 使基层教练员在训练中有章可循。我想只有这样 ,

“一体化”的训练体制才得以完善 , 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田径跳跃项目后备人才匮乏问题。

414 　重视个体化训练问题

由于运动员在人体结构、神经类型、智力状态、身体

素质方面的差异 , 所以运动员间没有完全相同的技术。理

想的技术模式是根据运动生物力学原理 , 结合项目特性而

设计的 , 要求运动员完全按模式去掌握 , 在实践中的运用

总是有差距的。因此 , 在技术训练过程中 , 教练员应有丰

富的想象力与创造精神 , 在符合技术基本原理的前提下 ,

必须结合运动员个人特点 , 设计出能“扬长避短”带有个

人特点的合理技术 , 才能有效地发挥其潜能。绝不能要求

运动员去学习统一的技术模式 , 也不要去盲目模仿某一著

名运动员的技术。

参考文献 :

[1 ]史鸿范 1 中国的跳高怎么啦 [J ] 1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

2000 ,15 (3) :521
[2 ]傅雪雁 1 找一找跳高上不去的原因[J ] . 天津体育学院学

报 , 2000 , 15 (3) :51.

[3 ]宋广林. 影响我国男子三级跳远成绩的主要因素及对策

[J ] . 山东体育科技 ,2001 , 23 (6) :829.

[4 ]李 　昕. 对历届奥运会田径男子跳跃项目成绩发展变化

特征的研究[J ] .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2 , 14 (6) :38242.

[5 ]文 　超 ,等. 田径热点论 [M] .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1452
152.

[6 ]黄 　健. 我国跳高项目为什么下滑 [J ] . 天津体育学院学

报 ,2000 ,15 (3) :50.

[6 ]俞樟炎. 田径项目的技术训练[J ] . 田径 ,1998 , (11) :22228.

我刊入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严格评审、筛选 ,被评定为“中国人文社

会科学核心期刊”。我刊和全国涉及哲学、政治、法律、经济、文学、历史等学科领域的 23 类人文科

学核心期刊被收录在近期出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04 年第一版)中。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在历时多年的期刊研究基

础上完成的一项科研成果。中心采用我国目前年度收录论文数量最大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

数据库》和其它重要的大型文献数据库作为统计数据的来源 ,运用文献计量学经典理论 ,以引用分

析为主导 ,进行科学的综合统计分析 ,力求全面真实地反映期刊的学术影响力。信息中心特邀人文

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领域内知名的权威专家和统计排行位居前列的期刊编辑部进行评审鉴定 ,因而

评审结果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客观性。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的认定 ,不仅是对我刊长期以来不懈努力和刊物自身学术质量的

肯定 ,也是对我刊今后工作的一种鼓励和鞭策。我们将继续保持严谨求实的态度 ,优良扎实的作

风 ,以繁荣学术园地、促进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发展为己任 ,在积极发挥核心期刊的影响和作用的同

时 ,也使刊物整体提高一个更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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