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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 巧

摘 要 为更好地 了解陕西省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状况
,

对陕西 省高水平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训练现状进行

了调查分析 根据实地走访 以及问卷调查的数据统计结果
,

分析指 出
,

所地市体校重点 项 目数量偏 多 教练员

的职务比例基本合理
,

初级教练员数量偏 少 训练场馆基本能够满足需要 康复保健设施不 够完善
,

影响运动 员

竞技能力的进一步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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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竞技体育是在
“

举国体制
”

下建立起来

的
,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
,

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

我

国现行的训练管理体制是依据
“

思想一盘棋
、

机构一

条龙
、

训练一贯制
”

的指导思想建立起来的二‘〕。

理论

上
,

它在纵向层次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高级训练形

式 国家集训队
、

省区市优秀运动队 中级训练形式

体育运动学校
、

竞技体校
、

重点业余体校
、

一般业余

体校 初级训练形式 体育传统项 目学校
、

中小学运

动队
。

其中
,

中级训练形式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和输

送优秀运动员
,

在竞技体育工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川
。

实际工作中
,

竞技体育工作者把二线和

三线的优秀运动员称为高水平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

是后备人才的主体
。

截至 仪瞬 一 ,

陕西省高水平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机构主要有 ①三线培养

机构
。

包括西安市体育运动学校等 所地市级体

校
,

以及西安市游泳中心等 所单项体校 ②二线培

养机构
。

包括陕西省有竞技体育任务的 个项 目管

理中心
。

后备人才的培养
,

主要是通过机构的训练

系统实现的
。

经过特尔斐法
,

本研究将培养机构的

项 目设置
、

教练员的基本情况
、

训练场馆的基本情

况
、

康复保健的基本情况确定为研究训练现状的主

要要素
,

进行了调查分析
。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

以陕西省 所市级体校 分布于陕西省 个

地市
、

所单项学校 西安 所
、

咸 阳 所
、

宝鸡

所
、

汉中 所
,

有竞技体育任务的 个项 目管理中

心 田径
、

射击
、

水上
、

游泳
、

重竞技
、

武术
、

足球
、

体

操 为研究对象
。

研究方法

主要根据实地调查和专家调查的结果
,

针对体

校 所市级体校和 所单项体校 设计管理类问

卷和业务类问卷各 套 针对有竟技体育任务的

个项 目管理中心设计问卷 套
。

问卷内容主要包括

项 目布局
、

教练员的基本情况
、

训练场馆的基本情况

和康复保健的基本情况等要素
。

向 所地市体校和 所单项体校的主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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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了 份管理类问卷
,

竞训科干部发放 了 份

业务类问卷 向 个项 目管理中心主任发放 份问

卷
,

发放与回收情况见下表

表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情况

发放 回收 有效 回收率 有效率

问卷数 问卷数 问卷数

体校管理类问卷

体校业务类问卷

管理中心问卷

陕西 省 的 倍多
,

二线运 动员却不 到陕西省的

倍
,

但依然保持了强大的竞技体育实力
,

由此可见
,

高水平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关键在于三线队伍

的建设
。

从运动员的实际数量来看
,

陕西省一线
、

二

线
、

三线运动员的比例基本合理
。

表 陕西省
、

江苏省运动员人数比较

陕西省

运动员人数

级工苏省

运动员人数

信度检验采取再测法
,

间隔 天
,

问卷填答人

数为 人
,

相关系数为 卯
,

尸
,

可靠性显

著
。

效度检验采取特尔斐法
,

问卷调查的指标经过

轮专家确认
,

集 中程 度为 第一 轮 第二 轮

第三轮
,

问卷设计内容有效
。

结果与分析

陕西省是西部体育强省
,

高水平竞技体育后备

人才的培养工作是陕西省竞技体育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
。

对陕西省高水平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训练现

状进行研究
,

有助于及时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

对

不断提升后备人才的培养能力
,

提高陕西省的竞技

体育水平有着重要意义

陕西省竞技体育发展概论

中共陕西省委
、

陕西省人民政府在《关于进一步

加强体育工作 努力建设西部体育强省的意见 》陕

发仁 〕号 中
,

明确提 出要
“

统一思 想
,

明确任

务
,

努力建设西部体育强省
” 。

对于竞技体育
,

要
“

坚

定不移地贯彻
‘

奥运战略
’ ,

促进竞技体育持续健康
发展

” 一

飞 ,

要面向 年北京奥运会
,

合理调整项 目

布局
,

突出发展优势项 目 继续坚持金牌战略
,

扩大

群体优势
,

积极填补我省空缺的部分大项和小项
,

培

育新的金牌增长点
。

力争在 年奥运会上
,

取得

更好的成绩
,

保持我省在全运会上金牌数位于西部

省区前列 目前
,

陕西省的竞技体育共设 个大

项
,

重点项 目有 射箭
、

田径
、

赛艇
、

射击
、

游泳
、

贻拳

道
、

举重
、

摔跤
、

武术
,

非重点项 目有 篮球
、

拳击
、

皮

划艇
、

足球
、

体操
、

柔道
、

乒乓球
。

陕西省是西北地区的体育强省
,

江苏省是我国

的体育强省
,

二者运动员数量比较如下

从理论上讲
,

一线
、

二线
、

三线运动员人数结构

应该呈现金字塔型
。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
,

由于二线

运动员的竞技能力要求基本上接近一线运动员
,

再

加上对二线运动员的训练投入也比较大
,

因此
,

许多

省的二线运动员在数量上并不大
,

和一线运动员基

本持平 江苏省一线运动员和三线运动员人数均是

一线运动员

二线运动员 印

三线运动员

数据 来源 陕西 省体育局
、

江 苏省体育局 议

陕西省高水平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训练

现状

通过问卷调查
,

所市级体校
、

所单项体校
、

个项 目管理中心对训练工作比较重视
,

有专门的职

能部门 职能式组织结构 或专人 直线式组织结构

负责训练工作
,

训练工作处于中心地位

陕西 省高水平竞技体育后 备人 才培养的项

目设置

项 目布局是竞技体育工作中重要 的一个环节
,

布局的质量直接关系到竞技体育的发展水平 陕西

省高水平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项 目布局工作是由地

方政府根据陕西省有关文件
,

自行决定的
。

根据问

卷调查
,

陕西省高水平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项 目布

局情况如表 所示
。

国内体育强省的发展经验表明
,

由于经济以及

人 口 等因素的制约
,

地市体校的重点项 目不宜过多
,

在 一 个之间比较合理
,

便于集中资源形成优势项

目
,

提高整体训练水平
。

陕西省 年的国内生产

总值在全国 个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中列第 位
,

各个地市 西安市除外 的财政能力相对比较薄弱
,

从各地市体校的重点项 目布局数量来看
,

重点项 目

偏多
。

其中
,

西安市体育运动学校的重点项 目最少
,

为 个 宝鸡市体育运动学校的重点项 目最多
,

达

个
。

重点项 目过多
,

必然导致资源被过多的分割
,

影

响整体项 目的训练水平
。

笔者在调查的过程 中发

现
,

一些体校在进行项 目布局的实际工作时
,

主观性

比较大
,

体校项 目布局
“

小而全
”

的现象还存在
。

资

源的集中度不够
,

必然难以提高整体水平
,

导致输送

率比较低
。

根据调查结果
,

年陕西省三线队伍

向上输送率仅为
,

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经过走访调查
,

所单项体校的项 目为本地 的

传统优势项 目 个项 目管理 中心是陕西省根据竟

技体育的任务
,

结合陕西省的优势项 目确立的



第 卷 姜彩楼 陕西省高水平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训练现状分析 第 期

表 项 目 设 情 况

机构名称 重点项 目 非重点项 目

西安市体育运动学校

咸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宝鸡市体育运动学校

榆林市体育运动学校

延安市体育运动学校

汉中市体育运动学校

渭南市体育运动学校

安康市体育运动学校

商洛体育运动学校

铜川市体育运动学校

西安市游泳学校

西安市射击学校

宝鸡市游泳学校

咸阳市游泳学校

咸阳市射击学校

汉中市少儿体操学校

田径运动管理中心

射击运动管理中心

水上运动管理中心

游泳运动管理中心

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

武术运动管理中心

足球运动管理中心

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柔道

举重

皮划艇

举重

田径

田径

田径

田径

田径

田径

游泳

射击

游泳

游泳

射击

体操

田径

射击

皮划艇

游泳

摔跤

武术

足球

体操

摔跤 举重

田径 柔道 摔跤

举重 田径 射击
田径 摔跤 贻拳道

游泳 摔跤 跄拳道

游泳 摔跤 贻拳道

射击 举重 贻拳道

柔道 摔跤 举重

武术 举重 贻拳道

射击 摔跤 贻拳道

贻拳道 拳击 散打

摔跤 贻拳道 拳击 体操

贻拳道 田径 足球

篮球 足球

射箭 足球 篮球

举重

举重 射击

举重 乒乓球

跄拳道 武术

散打

足球

柔道 举重 乒乓球

篮球

跳水

柔道 始拳道

教练工作比较规范
,

具备良好的职业素质
,

能够胜任

本职工作
。

表 教练员的基本情况 单位 人

项 目

名称 高级

教练员人数

—
接受过培训的人数

中级 初级 总计

了产

了‘‘

气︸飞︶飞︸,︸

,‘内‘

,,孟,翻

陕西省高水平竞技体 育后备人才的教练 员

现状

教练员是训练系统直接的机构者和管理者
,

承

担训练运动员的主要任务
,

对促进运动员的全面发

展
,

提高运动员的技术水平
,

实现运动队的 目标起着

主导作用
。

因此
,

教练员是训练工作中最主要的因

素之一
。

经过问卷调查
,

陕西省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的教练员基本情况如表
。

在陕西省的重点项 目中
,

田径教练员的数量最

多
,

达 人
。

其次是举重 人
、

摔跤 人
。

射箭
、

赛艇
、

射击
、

游泳等重点项 目的教练员数量 比较少
,

只有 一 人
。

教练员在训练中占主导地位
,

教练员

的数量是有效开展该项 目训练的基本保证
。

从数量

上来看
,

田径
、

举重
、

摔跤项 目的教练员人数比较多
,

从省内的一些 比赛看
,

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人数多
,

成

绩也相对 比较好
。

赛艇
、

射击
、

游泳等项 目的教练员

人数只有 一 个
,

省内比赛也证明这几个项 目的后

备人才数量比较少
,

成绩也不太理想
,

和一线差距比

较大
。

随着竞技体育的发展
,

教练员的职业培训 已经

成为衡量教练员实际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

表 的

数据显示
,

教练员接受过职业培训的比例较高
,

从事

田径

摔跤

举重

柔道

拳击

跄拳道

武术

射击

体操

足球

水上

皮划艇

赛艇

游泳

乒乓球

射箭

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
,

地市级体育运动学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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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员和运动员的配备应该在 一 之间 高级

教练员不超过教练员职务总数的 巧
,

中级教练员

不超过教练员职务总数的
。

本研究根据调查

的数据
,

对陕西省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重点项 目的整

体教练员职务比例
、

教练员和运动员的配备比例进

行了统计分析 见表

表 重点项目教练员职务配备情况以及教练员和运动员配备比例

射箭 田径 赛艇 射击 贻拳道 举重 摔跤 游泳

高级教练员比例

中级教练员比例

运动员 教练员

料

武术

,︸

在重点项 目教练员的职务配备中
,

田径
、

举重两

个项 目的高级教练员 比例超过 巧
,

赛艇和游泳两

个项 目的中级教练员超过
,

其余项 目的职务配

备比例都在规定以内
。

从整体上看
,

中
、

高级教练员

的比例结构基本合理
,

符合国家规定
。

从教练员和

运动员的配备比例来看
,

教练员和运动员的比例基

本全部超过国家规定的 标准的上 限
。

这说明

教练员整体数量偏少
,

教练员负担偏重
。

应该及时

补充教练队伍中初级教练员的数量
,

从而提高训练

质量
。

陕西 省高水平竞技体育后 备人 才培养的训

练场馆现状

钥练场馆是对运动员实施训练的场所
,

是进行

训练的基本保证
。

经过专家调查
,

他们认为在后备

人才培养工作中
,

训练场馆是否能够满足训练需要

对训练的影响比较大
,

而训练场馆的质量对训练的

影响则比较小
。

在问卷调查时
,

笔者针对 所地市

体校
、

所单项体校
、

个中心设计了
“

训练场馆是否

能够满足训练需要
”

这一调查题 目
。

结果显示
,

的被调查单位认为训练场馆很充

分
,

认为基本够用
,

认为不够用
。

整体上
,

训练场馆等条件基本能够满足训练需要
。

对于场馆

比较充分的单位
,

可 以通过 向社会适度开放场馆以

获得部分经济收益
,

用于场馆的维护 对于场馆不够

用的单位
,

要通过积极申请政府拨款
,

及时改善训练

条件
,

保证训练工作的进行
二

陕西 省高水平竞技体育后 备人 才培养的康

复保健情况

康复保健的作用主要是及时处理训练中出现的

各种伤病
,

最大限度减少运动员的损伤 及时缓解运

动员在训练中产生的疲劳
,

为高强度的训练提供必

要的保障
。

随着竞技体育的不断发展
,

训练手段的

不断提高
,

康复保健已经作为训练的延伸
,

成为提高

运动成绩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

康复保健工作主要取

决于两个方面 队医和康复保健设备
。

笔者在走访

调查时发现
,

由于经济因素等条件的限制
,

加上部分

单位对康复保健的认识程度不够
,

陕西省高水平竞

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中康复保健的基本情况不

太理想
。

所地市体校
、

所单项体校
、

个中心康

复保健的基本情况 见表

表 康复保健的基本情况
、

美集位 家 亡
一

比较充分 比较紧张 没有

队医

康复保健设备

表 显示
,

队医和康复保健设备比较充分的单

位占 和
,

比较紧张的单位占 左右 可

见
,

康复保健条件的整体情况不如人意 运动员在

训练中的伤病无法及时处理
,

运动员训练中的疲劳

也不能及时恢复
,

必然影响运动员竞技能力的提高
,

从而影响输送率
。

从长远发展来看
,

各个单位应该

重视康复保健工作
,

逐步提高康复保健工作水平

结论与建议

从重点项 目的布局来看
,

所地市体校的

重点项 目整体偏多
。

这种布局方式容易造成资源分

割利用
,

集中度不够
,

造成整体训练质量上不去
,

影

响输送率
。

从全省范围看
,

省体育局应该对全省重

点项 目的布局加强宏观控制
。

所地市体校 的项

目布局可以由省体育局组织专家论证
,

结合实际情

况
,

建设省内跨地区 的重点项 目群 训练基地
二

地

方结合自身特点
,

以之为主线对体校进行整体项 目

设置
。

重点项 目中
,

教练员的职务比例整体上 比较

合理
,

部分项 目高
、

中级职务的教练员 比例偏高 在

教练员和运动员的人数配 比中
,

配 比比例全部超过
。

这两点说明 教练员队伍中
,

初级教练员的数

量不足
,

比例偏小
。

应该及时补充初级教练员的数

量
。

教练员整体接受职业培训 的比例比较高
,

基本

能够胜任本职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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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巧 岁 一 岁阶段的主导身体素质的发展水平
,

进而把握在这两个阶段
,

不同运动员的专项优势及

专项素质发展水平的差异
。

表 我国 岁 一 岁优秀女子自行车

计时赛运动员身体素质单项评分表 人

指标得分 , 从 凡

伪

注 绷 计时赛成绩 骑行 圈 凡 立 定跳远

凡 卧拉

表 我国 巧 岁 一 岁优秀女子自行车

计时赛运动员身体紊质单项评分表 二 人

指标得分 从 凡

科 印

粼

注 绷 计时赛成绩 起动 时间 及 骑行 圈

凡 阅

结 论

我国女子优秀 自行车 计时赛运动员

岁 一 岁阶段 时的主导身体素质指标体系为
“

卧拉
” 、 “

立定跳远
”

和
“

骑行
” 。

其主导身体素

质为 下肢肌 肉爆发力
、

上 臂肌 肉力量发展水平和

快速踏蹬耐力
。

我国女子优秀 自行车 计时赛运动员

巧 岁 一 岁阶段时的主导身体素质指标体系为
“

骑行 巧
“ 、 ”

起动时间
“

和
”

跑
。

其主导身体

素质为 绝对踏蹬速度
、

起动加速度和综合速度水

平
。

我国 岁 一 岁优秀女子 自行车 计

时赛运动员的身体素质特征可定性为 全身的肌肉

协调性好
,

下肢肌肉的爆发力强
、

踏蹬的速度耐

力和上臂肌肉的最大力量水平高等
。

我国 巧 岁 一 岁阶段优秀女子 自行车

计时赛运动员的身体素质特征可定性为 下肢肌

肉爆发力强
、

绝对速度和综合速度的水平高
,

对短时

间速度耐力水平的要求更高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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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场馆是进行训练的基本保证
,

调查的数

据显示
,

大部分单位的训练场馆都能够满足训练需

要
。

对于场馆比较充分的单位
,

可 以通过向社会适

度开放场馆以获得部分经济收益
,

用于场馆的维护

对于场馆不够用的单位
,

要通过积极申请政府拨款
,

及时改善训练条件
,

保证训练工作的进行
。

康复保健工作的整体情况不太理想
,

必然影

响运动员竞技能力的提高
,

从而影响输送率
。

从长

远发展来看
,

各个单位应该重视康复保健工作
,

逐步

提高康复保健的工作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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