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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体育活动对河南省竞技体育

后备人才培养推动作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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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分析河南省中学生“晨光”体育活动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 从活动的主旨、现状、前景等方面 , 探讨了

这一活动对河南省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推动作用 , 以求二者的健康、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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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mpetus of“Chenguang”Sports Activity towards

Training on Reserve Forces of Competitive Sports in Henan Province
GAO Song2shan1 ,LUO Shao2gong2

(PE Department of Luoyang Normal College , Luoyang 471022 ,China)

Abstract : On the basics of having summarized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Chenguang”sports activities in Henan Province ,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impetus of these activities towards the training on the reserve forces of competitive sports in Henan Province from

the respects of these activities purpose , present situations , prospects and so on. By doing so , we can gain the health and harmonious

prospects development between these two activities.

Key words :“Chenguang”sports activities ; reserve forces ;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 ,需要良好的社会基

础。河南省在初、高中普遍开展的“晨光”体育活动 ,

既活跃了校园文化生活 ,又充分调动了中学生参加

体育锻炼的积极性 ,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起

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 　关于“晨光”体育活动

河南省中学生“晨光”体育活动 ,于 1998 年由河

南省六部 (厅、局、委)联合推出 ,在全省范围内开展。

“活动”要求全省县城以上 (含县城) 初、高中具有正

式学籍的二年级男、女在校学生参加 ,内容包括田

径、游泳、乒乓球、篮球 (3 人制) 4 个项目 ,2002 年增

加了软式排球 (4 人制) 、足球 (5 人制) ,总共为 6 个

项目。活动方法是 :各市 (地) 层层选拔优秀选手组

队 ,于次年 7 月把应参赛的学校数目 ,实际参赛数目

及“活动”的普及率、通过率、比赛成绩等报省中学生

“晨光”体育活动办公室 ,省组织专家组于次年 7 月

下旬至 8 月上旬到各市 (地)听取“活动”实施情况汇

报 ,并对田径、游泳前 10 名及达到等级运动员标准

者进行测试验证 ;篮球、乒乓球、软式排球、足球等 4

个项目 ,每市 (地) 各组报一队组团参加“夏令营”活

动。比赛优胜队员 ,在初中升高中时加 10 分 ,在高

考时按照当年省招办下发的招生文件中有关规定 ,

享受“体优生”待遇。近 6 年的发展中 ,“夏令营”活

动由原来的单纯竞技比赛 ,改进为竞技、文化双竞

赛 :开幕式由室内延伸到广场 ,内容也不断丰富 ,投

资由几乎为零到几十万、上百万 ;活动影响由小范

围 ,扩展为整个承办城市 ;关注范围由个别部门 ,扩

展为党、政、军、商。

2 　“晨光”体育活动的积极效应

211 　社会各界重视中学生的体育锻炼

省内各地报刊、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单位 ,以各

种形式开展宣传活动 ,广泛动员适龄学生积极主动

地参加到“活动”中去 ;各级教、体局选派人员深入基

层 ,调查研究 ,指导工作 ;通过行政手段使已有的公

共体育场 (馆)向青少年学生免费开放 ,为广大青少

年学生参加“活动”创造了必备的条件 ;“体优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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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时加分的优厚待遇 ,改变了家长对学生参加体

育锻炼的冷漠态度。从而 ,创造了一个开展“活动”

的良好社会环境。

212 　促使学校领导对体育的重视 ,提升了体育及体

育教师在学校的地位

由教育行政部门主管 ,对学校开展“活动”的情

况实施了检查、评比等一系列措施 ,使学校领导开始

把学校体育活动列上重要议事日程 ,加大了对体育

的投资 ,制定“活动”目标 ,使体育在学校工作中的地

位得以提高 ,无形中也提高了体育教师的地位 ,使体

育教师摆脱了在以升学率为中心的学校中的冷落

感。“活动”目标的制定 ,鞭策体育教师发掘潜力 ,努

力工作。

213 　调动了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积极性

社会对学生体育锻炼的支持、家庭的关注和学

校领导的亲临主抓 ,使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主动性、

积极性得到加强 ;班级、学校频繁的竞赛活动 ,使原

来许多体育活动的旁观者也逐渐踏入运动场 ,使许

多远离运动场的“学习尖子”也都加入到活动的行

列。一时间 ,学生的体育锻炼活动成了家庭、社会的

热门话题 ,成了学校生活的重要内容 ,学生对于体育

锻炼活动激情澎湃 ,人人都有一种一试为快的热望。

214 　对学校体育的良性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活动”采用党、政、社会齐动员的形式 ,大量投

入人力、物力与财力 ,不仅促成了推动学校体育活动

的良好社会氛围 ,更使学生体育锻炼设施大大改善 ,

各地学校体育器材、场馆都有了相当大的改观。5

年多来 ,全省中学共建体育馆 71 所 ,塑胶田径场 38

块 ,游泳池 64 个 ,乒乓球台 7 139 付 (2003 年下半年

以来修建的未计其数) 。许多地市为能使学生接受

良好的锻炼 ,不惜动用各方力量、大批人员 ,组织、安

排、督导 ,使许多领导从观念上改变了对待学校体育

活动的态度。这些对于学校体育活动更加繁荣的开

展下去 ,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3 　“活动”对河南省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311 　“晨光”活动吸引了更多的经济力量来办体育

从中小学发展现状来看 ,由于国家对教育的重

视 ,投资力度的不断加强 ,其经济来源除财政方面的

大量拨款以外 (县城以上中学尤为可观) ,还有许多

创收政策的支持 ,可谓财源广阔。“晨光”活动以学

校为基础 ,行政部门直接干预 ,充分调动起学校、教

师、学生以及家长、社会等各方面积极性 ,尤其教、体

委的联合 ,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个方面 ,都有了更

为充分的保障。如 2002 年安阳市承办“夏令营”活

动的过程中 ,单纯政府投资就达 80 余万元人民币 ,

加上军、工、商等的赞助与支持 ,投资总额超过 100

万元。特别近两年来 ,“晨光”体育活动在声势、社会

影响的广度和深度等方面的剧增 ,其效应绝不亚于

省运会 ,就连那些经济落后、场地严重不足的地区 ,

也都搞得有声有色 ,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充分体现了

“晨光”活动的活力。

312 　“晨光”活动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学训矛盾”

“学训矛盾”是当前我省 ,乃至全国后备人才培

养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而“晨光”活动以学

校为基地 ,以调动全体学生体育活动的积极性为首

要目的 ,利用课余时间大力开展生动活泼、有声有色

的群众体育活动 ,层层选拔优秀运动人才 ,这些人才

中 ,相当一部分是品学兼优的学生 ,经过高考进入重

点大学。这样既不影响学生学习 (从另一方面讲应

是极大促进了学生的学习) ,又能有效选拔人才的活

动必然得到了各个方面的大力支持 ,从而越来越焕

发出勃勃生机。在跟随省检查组调查过程中 ,发现

学生家长在为学生购买运动服装、器材上十分慷慨 ,

陪同、观看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竞赛的学生家长成群

结队 ,情绪高昂 ,大有陪同孩子参加高考的阵势 ,这

说明家庭、社会在看待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观念上

已经发生了质的转变。

313 　“晨光”活动扩大了后备人才的培养基础

传统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选拔基本延续的是

“体育系统一条龙”的单一途径 ,基础尽管不小 ,但仍

然十分有限。许多运动天才如果未能进入各类体

校 ,则意味着终生将与高水平竞技无缘 ,这显然是一

种人才资源的巨大流失。而“晨光”活动从中学开

始 ,面对所有适龄学生 ,尤其是初级中学 ,学生正处

于义务教育阶段 ,人人又都有参与机会 ,充分弥补了

由于种种原因被运动学校、高水平运动队遗漏的那

部分青少年 ,从而 ,最大限度地扩充了后备人才的培

养基础。近 6 年来 ,“活动”共发掘田径、游泳等各项

二级运动员 947 人 ,一级运动员 43 人。

314 　“晨光”活动拓宽了运动员的出路

由于传统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形成的运动

员技能的单一性 ,运动员退役后的出路问题越来越

使人头疼 ,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影响了相当一部分运

动人才从事竞技体育的积极性。而“晨光”活动在学

生未能真正进入职业运动生涯之前 ,在非“专业”学

校的环境中 ,注重了发展的全面性 ,能真正体现出

“宽口径、厚基础”,多轮驱动的优势 ,合理避免了专

业运动队、运动学校人才出路问题的缺陷 :运动天才

突出者 ,仍能够再进入职业运动生涯 ;欠缺者则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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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中招或高考进入高一级学府深造 ,并得到一定

的优惠政策 ,从而有效地拓宽了运动员的出路。这

更为“体教结合”、专业体校并入普通中学或发展为

传统学校提供了成功的实践经验 ,对竞技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4 　加强“晨光”活动的措施

411 　加强机制改进

“活动”以学生的群体活动为基础 ,通过一系列

的行政手段及措施 ,激发起学校、教师、学生、家庭等

社会各界的积极性 ,随着“晨光”活动的不断发展 ,水

平的不断提高 ,由于利益的驱动 ,诸如上报成绩的核

查、活动情况的检查以及运动员资格等系列问题的

出现 ,表现出“活动”在竞赛机制、激励机制以及运行

机制等方面的亟待改进。尤其是活动经费问题 ,如

若长期过多地依赖政府投资 ,必然会成为一定负担 ,

不利于活动持续、健康地发展。

412 　加强向高水平运动队的输送力度

尽管近 6 年来 ,“活动”发掘了大批高水平运动

人才 ,但相当一部分体育教师没有看重把学生输送

到高水平运动队 (5 年中向高水平运动队或专业体

校的不足 3 %) ,更多地注重于输送到高等学府 ,尤

其初中学生 ,在其运动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 ,由于教

练水平、训练条件等问题 ,必然地影响了学生运动水

平的进一步提高 ,无形中造成人才资源的浪费。因

而 ,学校、教师必须转变观念 ,从后备人才培养的大

局出发 ,克服小范围利益观念 ,把发现人才、培养人

才作为一件大事来抓 ;同时 ,教、体育行政主管部门

亦应进一步加强合作 ,制定一系列奖励、激励机制 ,

促使学校、教师等 ,把高水平运动人才的输送问题列

入重要议事日程 ,从而建立完善的培养体制。

5 　结 　论

“晨光”体育活动经过近 6 年的发展 ,已从另一

渠道为河南省竞技体育发掘了大批优秀人才 ,拓展

了后备人才的培养基础 ,并且“活动”越来越有生机 ,

规模越来越大 ,影响的范围和深度越来越广大 ;但是

仍需要继续加强机制改进 ,以及向高水平运动队的

输送力度 ,进一步完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体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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