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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体育人才的

需求预期与培养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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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把未来我国体育人才的需求与培养问题 , 置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下来加以研究 , 认为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 , 将使体育人才的专业门类、体育人才的需求数量、体育人才的素质、层次要求以及体育人才的服务

领域等发生变化 , 并就此提出人才培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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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able Demanding of Sports Talents for Building a Well - Off

Society in All - Round Way and Research of Education Countermeasure
YAN De2yi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 Jining Teacher’s College , Jining 272000 , China)

Abstract :Constructing civil exercise system improving civil health quality and fulfilling the masses’need about physical culture are

the important content for building a well - off society in an all - round way. There must be sports talents’support for achieving the

aim of physical development in a well - off society. According to researches. The predictable demand for sports talents to build a

well - off society is the fields which need sports talents will enlarge. The quantity of sports talents will increase. The requirement for

sports talents’quality and stratification will be higher . The service territory of sports talents will break the traditional physical range.

And the research of education countermeasure is also int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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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用未来 20 年左右的时间 ,建

设一个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发展比较均

衡的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将极大地促进

以实现“全民健身战略”、“奥运争光战略”“体育产业

发展战略”为基本内容的我国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

而体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体育人才的强大支撑。因

此 ,研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体育人才的需求预期

与培养问题 ,对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体育发

展目标 ,无疑具有前瞻和先导意义。

1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体育人才的需求预期

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体育事业发展的要求 ,

体育人才的需求预期将呈以下趋势 :

111 　体育人才的专业门类将扩大

目前 ,我国的体育人才按工作性质和职业特征

分为体育竞技人才、体育教练人才、体育教育人才、

体育科技人才、体育管理人才、体育裁判人才。随着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进程 ,我国体育事业将全

面与国际接轨 ,体育的现代化程度将不断提高 ,体育

事业的规模将扩大。特别是知识经济和信息化社会

的到来 ,我国体育发展的传统模式将受到冲击 ,体育

人才的专业门类将分化、调整并扩大 ,出现具有创新

特征的“知识劳动者”和新的专业门类。

若按小康社会体育人才担负的服务于国家“两

个文明”建设和“全民健身战略”、“奥运争光战略”、

“体育产业发展战略”三大社会职能 ,小康社会体育

人才分类、内涵与职能应更加细化和深化 (见图 1) 。

112 　体育人才的需求在数量上呈增长趋势

体育事业的发展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教育、

科技等发展水平息息相关。若把对体育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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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背景下 ,那么 ,未来我国对

体育人才的需求在数量上呈增长趋势 ,其中又以下

列几类人才的增长更为明显。

(1)体育教育人才适度增加 :体育教育人才历来

是我国体育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约占各类体

育人才总量的 70 %以上。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进程 ,我国人民的经济条件将得到不断改善 ,人民

受教育年限将增加 ,高中以上入学率将提高 ,中等教

育规模将扩大。未来高中及以上入学率的提高 ,将

使学校数量增加 ,预示着做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

展合格人才的学校体育将得到长足的发展 ,体育教

育专业人才数量总体上将增加。有研究表明 :到

2010 年 ,中等学校体育教师在现有基础上 ,还要增

加约 8. 5 万 ,才能适应中等教育发展的需要。

图 1 　小康社会体育人才的分类、内涵、职能

　　(2) 社会体育人才大幅增加 :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 ,我国人民的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 ,消费总体上将

从重视生活水平的提高向重视生活质量的提高转

变 ;从追求物质消费向追求精神消费和服务消费转

变 ;从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向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转变。

体育将从社会的从属地位进入社会主流活动范围 ,

体育的生活化、现代化步伐加快 ,社会体育和体育健

身、娱乐业将有大的发展 ,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体育人

才需求将大幅增加。

我国社会体育人才存量与现实要求有较大差

距。仅以社会体育指导员为例 :调查表明 ,目前我国

体育社会指导员约 20 万人 ,社会体育指导员与人口

之比约为 1 : 6 500。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的《2001 -

2010 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中规定 :“10 年内 ,大

众体育普及程度明显提高 ,体育人口达总人口的

40 %左右。”若按《全民健身计划纲要》规定的每千

人配备 25 名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标准 ,我国社会体育

指导员的总数至少为 65 万人。所以培养大批社会

体育人才是未来我国社会体育发展亟待解决的问

题。

(3)体育管理人才数量和质量全面提升 :建国

50 多年来 ,我国的各级体育管理人才队伍经过不断

充实、发展 ,已初具规模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主要表

现在 :管理人才少 ,管理人员知识贫乏 ,才能欠缺 ;管

理人员年龄老化严重 ;管理人员专业结构不合理等。

体育事业必须的高水平、国际化的体育管理、体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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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人才极其短缺。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 ,我国的全民健

身体系更加健全 ,社区体育组织更加普及 ,家庭体育

活动更加广泛 ,体育人口将不断增加 ,群众体育将得

到大的发展 ,与之相配套的社会体育的组织人才、管

理人才等将大幅增加。

(4)体育经济人才的短缺现状必须得到解决 :

《2001 - 2010 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中指出 :在未

来 10 年内 ,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将以较快速度增

长 ,2010 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1. 5 %左右。随着新

世纪全民健身热潮持续升温 ,体育市场呈现出不可

估量的庞大需求 ,我国的体育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

新的增长点。

然而在发展机遇面前 ,体育经济人才匮乏成为

阻碍其发展的最大障碍。目前我国大学中培养体育

产业 MBA 人才的很少。加入 WTO 后 ,由于体育经

济人才严重不足 ,制约着体育产业市场化的发展 ,使

体育产业在国内和国际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所以 ,加速培养高水平、复合型体育经济人才是我国

体育产业发展中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

(5)体育科技、信息人才队伍将壮大 :生命科学、

材料科学、信息科学被视为现代体育发展的“三驾马

车”,科技兴体 ,提高科技对体育发展的贡献率是我

国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另一方面 ,知识经济

初见端倪 ,人类社会步入了信息化时代 ,体育信息将

作为重要的体育资源 ,在体育事业的发展中起到重

要作用。因此 ,小康社会体育科技的研究、创新、服

务 ,体育信息资源的创新、搜集、管理、传播等工作 ,

都需要大量体育科技和体育信息人员完成 ,培养体

育科研、信息人才必然成为小康社会体育人才培养

的重要方面。

113 　体育人才的素质、层次要求更高

进入新世纪 ,我国高等教育得到空前发展 ,实现

了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历史性跨

越。预计 2010 年高等教育各类在校人数将达 2 500

万人左右 ,2020 年达到 3 500 万人左右。若按 1 :200

的师生比 ,届时我国高等学校体育师资总量将超过

17 万人。所以未来对高素质、高质量、高水平、高学

历、高层次的大学体育教育专业人才需求将增加。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进程中 ,我们将逐

步解决优质教育资源匮乏与广大人民群众对优质教

育资源大量需求之间的矛盾。作为优质教育资源的

体育教育专业人才质量将有明显提高 ,实现由目前

教师学历低限达标向达到教学基本要求的合格教师

为主体的发展。素质教育和“健康第一”思想的确

立 ,给体育教育专业人才质量提出更高要求。所以 ,

未来体育教育人才需求不仅是数量的增加 ,更主要

的还在于对质量要求的提高。

2008 北京奥运会提出的“人文奥运、绿色奥运、

科技奥运”的理念 ,将使本届奥运会更具时代特色 ,

届时大量高科技手段被运用到赛事中 ,既懂体育 ,又

掌握高科技手段的人才将倍受青睐。

114 　体育人才的服务领域将突破传统体育范畴

现代意义的“体育”引入我国仅仅有 100 多年的

历史 ,其发展大致经历了“自闭型”和“融合型”两种

发展模式。新中国成立后 ,特别在改革开放后 ,我国

的体育发展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 ,开始冲破体育自

身的行业界限 ,与其它行业或门类融合。如传统观

念中体育是文化事业 ,主要服务于精神文明建设 ,而

当我们认识到体育所具有的潜在经济功能后 ,体育

与经济广泛融合 ,体育产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新的

增长点。体育事业的发展有了新活力 ,体育人才的

服务领域开始突破传统体育范畴 ,在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两个方面为国家做贡献。随着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 ,我国社会的文明程度将越来越高 ,体育与社会

其它领域的融合程度将更广泛 ,因而体育人才服务

领域还将扩大。

2 　小康社会体育人才培养的策略

充分认识体育人才是体育事业发展的第一要

素、第一资源 ,是体育事业发展的根本所在。

(1)质量优化策略 ———注重综合素质和能力培

养 ,造就复合型创新人才。小康社会体育人才所具

有的社会功能和承担的社会工作 ,将远远超出其传

统的职业范畴 ,职业界限泛化 ;同时 ,在新的社会环

境和经济背景下 ,我国的教育和体育人才培养 ,将面

对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因此人才培养要

具有全球化的视野 ,把培养知识结构合理 ,综合素质

高 ,实际工作能力强 ,具有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才放

在首位 ,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的“厚基础、能力

强、素质高”的人才。

(2)供给市场化策略 ———强化社会本位 ,按社会

需求设置专业。适应社会发展对体育人才的需求 ,

是体育人才培养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规律。体育专

业设置要考虑入学需求市场和毕业生就业市场两方

面因素 ,根据社会需要 ,及时调整专业结构和设置。

高等体育院校 (系) 要明确角色定位 ,根据自身

实际情况和社会的实际需求及发展趋势来调整学科

专业设置 ,并在专业设置上有所侧重 ,突出自己的特

色 ,树立与众不同的品牌形象。

(3)知识体系现代化策略 ———体现教学内容的

现代化 ,突出办学特色。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由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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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 ,社会化教育系

统逐步形成和完善 ,将使得未来人才培养也将由“刚

性”变成为“柔性”的生产过程 ,从而使人才培养体制

从强调标准化的共性教育 ,向着个性化培养发展。

课程设置一方面决定人才的知识结构 ,另一方

面体现人才培养特色。要从素质教育的高度出发 ,

制定人才培养的目标、方案和教学计划 ,优化课程设

置 ,革新人才培养模式 ,为学生个性发展创造良好的

环境 ;改革现行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 ,课程中应减

少陈旧知识 ,适当增加反映现代科技进步及与社会

生活相关的内容 ,注重基础教学。

(4)培养多元化策略 ———办学投资主体多元化 ,

多渠道培养体育人才。小康社会体育人才培养应形

成投资主体多元化、行为主体多元化、组织机构多元

化、产品和服务体系多元化的开放的人才培养体制 ,

才能适应小康社会体育事业发展对体育人才的需

要。

(5)教育资源共享策略 ———集中优质教育资源 ,

培养高层次体育人才。

3 　结 　语

目前 ,我国已经形成了以体育学院、师范体育院

系、综合大学体育院系为主体的体育人才培养体系 ,

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体育人才。但也应看到 ,现

存的体育人才培养体制在培养目标、培养结构、课程

设置、教学内容、培养方式等方面 ,仍存在着许多与

时代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 ,资源优势并没有转化为

人才培养优势。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体育事业

发展提供的难得机遇 ,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优

秀体育人才的新需求 ,体育人才培养工作必须树立

“人才是第一资源”的观念 ,深化改革 ,与时俱进 ,提

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提升我国体育人才的国际竞争

力 ,以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体育人才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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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2 页)产业的基础。巨额的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已经全面拉动 ,固定资产投资额大幅回升 ,而这一

回升 ,又必然会促进经济飞跃发展。新增工商企业

增多 ,旅游业、食品业、饮料制造业、房地产业、商业

零售业等同体育产业关联度高的第三产业复苏 ,将

给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以“追赶型”

的姿态快速发展科技产业和科技事业国民经济 ,伴

随着产权交易的市场化 ,产权主体的多元化 ,城市整

体经济资源配置日趋合理 ,总的经济环境和秩序得

到极大改善 ,伴随着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产业布局

的调整 ,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

有所上升 ,经济结构水平与经济效益水平得到同步

提升。在良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环境中体育消费市

场健康成长 ,多种所有制结构将为体育产业提供多

种良好的融资渠道 ,这些都为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

了的巨大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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