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运动技术与训练
文章编号 :10012747 Ⅹ(2006) 0120085203 　　　中图分类号 : G83213 　　　文献标识码 :A

我国男子体操教练员现状分析
Ξ

刘玉金
(西安体育学院 体操教研室 , 西安 710068)

摘 　要 : 采用问卷调查法、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专家访谈法 , 对十运会期间参加男子体操比赛的教练员队

伍进行调研 , 对目前我国教练员的现状进行分析与总结 , 为进一步提高我国教练员的执教水平 , 从而提高我国体

操运动员的运动成绩 , 更好地备战 2008 年奥运会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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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Situation of Our Country’s Male Gymnastics Trainer
LIU Yu2jin

(Xi′an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 Xi′an 710068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uses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 literature , statictics , expert - interviewing , investigates the troop of our

country’s male gymnastics trainer during the Tenth National Games1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our country’s male

gymnastics trainer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teaching level further of the gymnastics trainer and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ports2
man , and to better prepares for the 2008 Olympic Games1
Key words :gymnastics ;male ;trainer ;the Tenth National Games

　　代表我国竞技体育最高水平的第 10 届全国运

动会 (以下简称十运会) 的帷幕已经落下 ,体操项目

的奖牌也各有其主。体操是一个成才周期比较长的

项目 ,体操教练员的自身素质和执教水平会直接影

响到运动员的比赛成绩。因此 ,通过十运会对我国

高水平体操教练员的现状进行分析 ,提出解决所存

在问题的方法及对策 ,为我国体操运动员创造更好

的运动成绩 ,提供依据。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1 　研究对象

参加十运会男子体操比赛的 23 个省、市、直辖

市、自治区的男子体操教练员 75 名。

112 　研究方法

11211 　问卷调查法

发放设计的教练员基本情况调查表 23 份 ,回收

23 份 ,回收率为 100 %。并与十运会期间带队参加

比赛的体操界元老进行座谈。

11212 　文献资料法

查阅有关教练员方面的书籍及相关研究论文等。

11213 　数理统计法

2 　结果与分析

211 　男子体操教练员基本情况统计结果

21111 　男子体操教练员等级
表 1 　男子体操教练员等级统计表

教练员

等 　级
国家级 高级 中级 初级 一级 无级别

人数 8 18 27 14 2 6
% 1016 24 36 1817 217 8

21112 　男子体操教练员基本状况

目前我国男子体操教练员的平均年龄为 3913

岁 ,最大年龄 63 岁 ,最小年龄 25 岁。平均执教年限

1416 年 ,最长执教 32 年 ,最短 2 年。从教年龄平均

为 2418 岁 ,最大 41 岁 ,最小 20 岁。

表 2 　男子体操教练员年龄情况统计表

年龄段 (岁) 20 - 25 26 - 30 31 - 35 36 - 40 41 - 45 46 - 50 51 - 55 56 - 60 60 以上
人数 1 11 15 20 14 6 3 4 1

% 113 1417 20 2617 1817 8 4 513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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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3 　男子体操教练员执教队伍等级情况
表 3 　男子体操教练员执教队伍等级统计表

执教队伍等级 国家级 省级 地区、直辖市等

人数 7 60 8

% 913 80 1017

表 4 　教练员曾带队参赛的最高级别统计表

参赛级别 奥运会 全运会
国内其

他比赛
亚运会

世界其

他比赛

人数 4 43 22 1 5

% 513 5714 2913 113 617

21114 　各项目比赛情况及相对应的教练员情况

表 5 　各项比赛情况及教练员情况

项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成绩 2271340 2271023 2251691

团体决赛 代表队 广东队 江苏队 解放军
教练员情况 国家级 2 人、中级 1 人 国家级 1 人、中级 1 人、高级 2 人 中级 2 人、初级 2 人

成绩 571585 571019 561818

全能决赛 代表队 江苏队 湖北队 广东队
教练员情况 国家级 1 人、高级 2 人、中级 1 人 国家级 1、高级 1 人 国家级 2 人、中级 1 人

成绩 91850 91488 91475

自由体操 代表队 广东队 四川队 湖北队
教练员情况 国家级 2 人、中级 1 人 中级 2 人、无级别 1 人 国家级 1 人、高级 1 人

成绩 91913 91813 91813

鞍马 代表队 解放军 北京队 陕西队
教练员情况 中级 2 人、初级 2 人 高级 1 人、中级 2 人、初级 3 人 一级 1 人

成绩 91863 91825 91788

吊环 代表队 江苏队 天津队 上海队
教练员情况 国家级 1 人、高级 2 人、初级 3 人 高级 1 人、中级 1 人、中级 2 人 高级 2 人、中级 1 人

成绩 91813 91794 91581

跳马 代表队 湖南队 江西队 贵州队

教练员情况
国家级 1 人、高级 1 人、中级 1 人、

无级别 2 人
高级 1 人、中级 1 人、初级 1 人 中级教练 1 人

成绩 91800 91750 91725

双杠 代表队 湖南队 四川队 解放军

教练员情况
国家级 1 人、高级 1 人、中级 1 人、

无级别 2 人
中级 2 人 中级 2 人、初级 2 人

成绩 91838 91763 91663

单杠 代表队 北京队 山东队 上海队
教练员情况 高级 1 人、中级 2 人、初级 3 人 高级 1 人、一级 1 人 中级 2 人、高级 2 人

　　在十运会体操比赛中 ,广东队、江苏队、湖南队

分列金牌榜的前三位 ,其中广东队获得了 4 金 1 银 2

铜的好成绩。在这三个队中 ,分别拥有国家级教练

员 2 名、1 名、1 名 ,教练员的平均年龄分别为 3613

岁、4615 岁、4114 岁 ,平均执教年限 1614 年 ,有 3 人

在国家队执教。由此可见 ,教练员年龄、级别和执教

年限对运动员取得良好的运动成绩有着重要的作

用。

要想获得好的比赛成绩 ,高起评分也是非常重

要的。在各项目比赛的前八名运动员中 ,10100 分以

上起评的占了 70 %以上 ,这就说明除了运动员的高

水平运动技艺外 ,成套动作的编排也是极其重要的。

212 　我国男子体操教练员现状

21211 　各省市男子体操教练员分布情况
表 6 　各省市男子体操教练员分布情况统计表

代表队 浙江队 澳门队 上海队 广东队 香港队 湖北队 山东队 福建队 四川队 河南队 安徽队 八一队

人 　数 9 1 4 3 1 2 2 1 3 5 4 4

% 12 113 513 4 113 217 217 113 4 617 513 513

代表队 广西队 山西队 湖南队 北京队 江西队 江苏队 贵州队 天津队 陕西队 云南队 河北队

人 　数 3 1 5 6 3 4 1 5 1 3 4

% 4 113 617 8 4 513 113 617 113 4 513

　　我国男子体操教练员各省市之间分布不均衡 ,

多至浙江队占到 12 % ,少至澳门队、福建队等 6 支队

伍只占 113 %。此外 ,长江以南各代表队男子体操教

练员人数占总数的 6217 % ,长江以北占到 37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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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 ,我国男子体操教练员南北分布也不均衡 ,

且差距甚远。笔者认为 ,这与我国南北两地的经济

实力、群众体育的开展程度以及领导部门对体育的

重视程度有关。

21212 　教练员的年龄结构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男子体操教练员主要以中青年为主 ,年龄

集中于 26 岁 - 45 岁 ,占总数的 80 % ,其中 26 岁 - 30

岁 11 人 ,31 岁 - 35 岁 15 人 ,36 岁 - 40 岁 20 人 ,41

岁 - 45 岁 14 人 (见表 2) 。有关资料表明 ,35 岁 - 45

岁是教练员的最佳执教年龄段 ,可见目前我国男子

体操教练员的年龄结构是比较合理的。但是 ,从教

练员的从教年龄来看 ,我国男子体操教练员的平均

从教年龄还不到 25 岁 ,平均执教年限接近 15 岁。

其中大部分是以退役运动员的身份开始从教的 ,有

着精湛的运动技术 ,但是缺乏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

学习和教学训练方面的经验。

21213 　教练员的等级结构及存在的问题

由表 1 和表 3 可知 ,我国男子体操教练员中级

以上职称的占了 7016 % ,但是国家级以上教练员只

有 8 人 ,仅占 1016 % ,反映出我国高水平教练员还比

较匮乏。同时 ,无级别教练员仍占 8 % ,而这些教练

员 80 %以上都在省级以上的运动队执教 ,这势必会

影响所带队的运动员的成绩。

由各项目比赛情况及相对应的教练员情况 ,可

以得出以下结论 : (1)国家级教练员能带出好的运动

成绩 ,高级和其他级别教练员未必带不出好成绩。

例如 :广东队、江苏队、湖南队分别获得了团体和自

由体操、全能和吊环、跳马和双杠的冠军 ,他们分别

拥有 2 名、1 名、1 名国家级教练员 ;而解放军队和北

京队分别获得了鞍马和双杠项目的冠军 ,他们的教

练员最高级别仅为中级和高级。(2) 高级别的教练

员对体操规则的把握准确 ,对动作难度的编排比较

巧妙 ,对运动员的情感沟通深入、细致。

21214 　执教队伍的等级结构及存在的问题

由表 3 和表 4 可知 ,我国男子体操教练员 80 %

是在省一级训练队执教 ,与外界交流甚少 ,自我封

闭 ,很难有新的突破和提高。此外 ,除国内几个大赛

之外 ,参加国际大赛的机会也很少 ,因此 ,不可避免

地具有大赛经验不足的弱势。

213 　解决体操教练员问题的主要措施

21311 　优化男子体操教练员年龄结构

针对体操运动的训练特点 ,对教练员的年龄结

构进行优化 ,形成以中青年教练员为主的教练员队

伍 ,建立教练员高效团队 ,使整个教练员团队既具有

高超技艺 ,又具有丰富的教学训练经验。对经验不

足的年轻教练员 ,应有目的、有计划的进行培养。

21312 　加强教练员的自身执教能力

通过自我培养或引进本省或外省高层次、高学

历的体操人才的方法 ,采用“走出去”和“请进来”的

办法 ,使我国各省市体操训练队的教练员队伍结构

进一步合理 ,整体素质进一步提高。同时 ,加强对教

练员美感、心理及编排艺术的教育 ,使教练员具有较

高的编排能力 ,同时具有较高的临场指挥能力。

21313 　注重教练员科研能力培养 ,提高教练员级别

竞技体育是一个不断探索 ,不断创新的过程。

作为一名教练员 ,只有通过研究 ,才能把项目的特点

搞透 ,把比赛规律吃透 ,把教学训练方法摸透。因

此 ,务必要加强对教练员科研能力的培养。同时 ,既

然高级别的体操教练员具有良好的组织管理能力、

创新与超前意识、心理调控能力、动作艺术编排能

力 ,尽力提高我国男子体操教练员的级别就显得尤

为重要。

3 　结论与建议

(1)我国男子体操教练员各省市之间分布不均

衡 ,教练员的年龄结构基本符合体操项目的训练要

求。(2)高级别教练员数量较少。我国男子体操教

练员参加国际大赛和出国学习的机会较少。(3) 继

续优化教练员年龄结构 ,采用“走出去”和“请进来”

的办法 ,加强高水平教练员之间的交流。(4) 拓宽渠

道 ,培养高级别高水平教练员 ,提高我国男子体操的

竞技实力。(5)创造更多的参赛机会 ,使教练员在实

践中积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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