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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竞技武术套路运动发展现状的调查研究
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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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陕西省各地、市竞技武术套路运动状况进行了调查。分析显示 ,陕西省武术套路竞技水平正在迅速提高 ,

但教练员学历、职称较低 ,后备力量培养渠道比较狭窄 ,后备人才资源匮乏是制约陕西武术套路运动发展的主要瓶

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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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s investigated and analyse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ompetitive martial arts routine in shaanxi province. The

competitive martial arts routine in shaanxi is improved quickly ,bu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coach members′low academic creden2
tials ,little channel of reserve personnel training ,and shortage of reserre persons. So the article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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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竞技武术历史悠久 ,曾经涌现出一大批著

名的武术套路运动员 ,创造了陕西省竞技武术的辉

煌。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的转型 ,现有

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制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 ,

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在新形势下必须

进行制度创新 ,才能获得新的可持续发展。笔者试

图通过对陕西省竞技武术套路运动发展现状的调

查 ,为促进陕西武术套路竞技水平的发展 ,为制定竞

技体育人才培养战略决策的相关部门提供参考依

据。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陕西省武术专业队、业余队、武校的教练员、运

动员。

1. 2 研究方法

1. 2. 1 问卷调查法

根据研究目的 ,设计了《武术套路教练员调查问

卷》,问卷设计咨询了 5 位体育学教授 ,并进行了 2

轮问卷内容效度的评判 ,对评判结果进行相关检验 ,

结果表明问卷内容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符合调

查研究的要求。在陕西省第 13 届运动会期间 ,向陕

西省各地、市的教练员发放问卷 30 份 ,回收 26 份 ,

回收率 86. 6 % ;向专家和管理人员发放问卷 20 份 ,

收回 18 份 ,回收率为 90 %。

1. 2. 2 访问调查法

走访了陕西省部分体校竞技武术套路队、武术

馆校 ,和部分地、市体育局的管理干部。

2 结果与分析

2. 1 陕西省武术套路竞技水平概述

自陕西省武术套路运动队成立以来 ,培养出了

一批在国内武坛上成绩斐然的优秀运动员 ,如赵长

军 5 次蝉联全国冠军 ,在经过较长一段时期的低迷

后 ,近年来 ,整体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在第 10 届

全运会、多哈亚运会和 2006、2007 年的锦标赛、冠军

赛及精英赛等国际和全国重大的比赛中 ,都与金牌、

银牌、铜牌结缘。逐年相比 ,无论在成绩、还是进入

全国前 8 名人数上都有明显的提高 ,呈现出良好的

态势。

特别是男、女太极等项目 ,有了显著的进步。在

取得成绩的同时 ,应清醒地认识到随着竞赛规则的

日趋完善 ,竞技水平的迅速提高 ,如何使得武术套路

的后备人才源源不断 ,从中挖掘出具有潜力的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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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套路苗子 ,使陕西竞技武术套路能取得更令人

瞩目的成绩 ,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2. 2 教练员队伍“力单势薄”

目前陕西省一线队伍共有竞技武术专职教练员

13 名 ,其中男教练 7 名 ,女教练 6 名。省竞技武术套

路队教练 2 名 ,男、女教练各 1 名 ;省武术院女教练 2

名 ,其它各地市业余体校共有专职教练 9 名。其中

榆林、汉中、宝鸡、延安队、铜川队 5 个地、市目前没

有专职教练员 ,渭南、安康、商洛等地市没有女教练

员。

表 1 　各地、市的教练员队伍一览表

队 　名 省第 10 届运动会教练员队伍 省第 13 届运动会的教练员队伍 备注

榆林队 配有专职的教练员 没有专职教练员

汉中队 配有专职的教练员 没有专职教练员

渭南队 配有专职的教练员 配有专职教练员、但只进行基础训练

宝鸡队 配有专职的教练员 没有专职教练员

咸阳队 配有专职的教练员 配有专职教练员 ,但在自办武校

商洛队 配有专职的教练员 配有专职教练员 ,尝试办校训练失败

延安队 配有专职的教练员 没有专职教练员

安康队 配有专职的教练员 配有专职的教练员

西安队 配有专职的教练员 配有专职的教练员

省第 13 届运

动会配有专

职教练队伍

的地、市只占

省 10 运会教

练 队 伍 的

50 %。

　　经调查发现 :省第 13 届运动会配有专职教练队

伍的地、市只占省 10 运会教练队伍的 50 % ,且有的

地、市没有把竞技武术运动训练作为训练工作的重

点 ,因此 ,目前武术套路的状况不容乐观。首先 ,一

线运动员的人数太少 ,无法形成优势项目的基础 ;其

次 ,高水平教练匮乏 ;再次 ,较多地、市没有配备教练

员 ,仅在比赛时临时聘用。而大多数的武术馆、校由

于经费不足、训练层次等原因 ,接触现行规则的机会

较少 ,无法完全理解规则 ,很难指导好队员 ,只是凭

借经验式的训练 ,无法完全胜任竞赛、训练工作。

在调查的 26 位教练员中最高学历为本科 ,有

23 %仅有中专学历。其中 , 所调查教练员队伍中有

高级职称的 2 人 ,中级职称的 2 人 ,初级职称的 9

人。相比之下 ,陕西省竞技武术套路教练员学历、职

称较低。

2. 3 后备人才数量萎缩

陕西竞技武术曾具有相当深厚的基础 ,仅从陕

西省第 10 届运动会来讲 ,全省 9 地、市均派出竞技

武术代表队参赛。参赛人数齐全 ,代表各地、市的运

动员都是经过层层严格选拔才得以出现。当时各地

训练人数规模宏大 ,人才济济 ,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

的武术后备人才 ,出现了蓬勃向上的大好局面。而

从 2006 年陕西省第 13 届运动会的调查结果和近年

各地、市的参赛情况 (见表 2) 来看 ,目前的情况不容

乐观。各地、市的训练规模同陕西省第 10 届运动会

规模相比较明显减小。全省 9 个地、市基层体校武

术套路办学规模没有得到有效的发展 ,由于基层体

校这一级难以达到一定的数量和人数规模 ,从而造

成省体工队教练员面临经常“无材可选”的局面 ,最

终使一线队伍难以做到高水平运动员的规模化及后

备力量的可持续培养。由于后备力量培养渠道比较

狭窄 ,后备人才资源匮乏是制约陕西武术套路运动

发展的主要瓶颈。
表 2 　陕西省 13 运会各地、市参赛情况表

参 　赛 　情 　况

榆林队 没有参赛

汉中队 没有参赛

渭南队 大荔武校为代表 ,16 名队员中 8 名队员为省武术

院队员 (原籍为渭南)

宝鸡队 武校为代表 ,16 名队员中 6 名队员为省武术院队

员 ( 原籍为宝鸡)

咸阳队 武校为代表 ,16 名队员中 4 名队员为省上三线队

员 (原籍为咸阳)

商洛队 2 名队员参赛 , 1 名为省体工队二线队员 (原籍为

商洛)

延安队 2 名队员参赛 ,省武院队员 (原籍为延安)

安康队 较省 10 运会参赛的规模要大 ,16 名队员全部输

送在省武术院训练

西安队 训练正常 ,参赛 16 名队员 ,1 名为省体工队二线

队员 (原籍为西安) ,训练规模减小

2. 4 训练的科技含量较少

由于目前我省竞技武术套路人才基础薄弱 ,尖

子队员少 ,因此 ,要把我省竞技武术套路水平提升到

一个新的高度 ,就必须加强训练的科技含量。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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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教练员以经验训练为主的老路子。要重视教练员

的知识的更新 ,这有利形成创新意识 ,掌握新的训练

方法 ,提高训练的科技含量。在武术套路运动训练

中 ,运动员体能的消耗和恢复、运动技术的分析与诊

断、运动负荷的监测、训练方法和手段的选择与创

新、全面发展和早期专门化训练等 ,都需要科研工作

有力的帮助和支持。而各地、市体校由于条件限制 ,

在科研和医务监督方面根本得不到保证。因此 ,要

在训练、管理、选材等方面建立起一套先进的科学管

理体系 ,加强科研与训练实践的结合 ,提高运动训练

的科学化水平 ,才能使竞技武术套路得到快速、有效

的发展。

2. 5 经费不足

经费在竞技武术的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各

地、市体校其经费主要来自于政府主管部门。随着

我省经济的发展 ,原有的单一依靠财政来源的经费

无法满足体校竞技武术的发展。部分地、市体校武

术班通过招收自费生、开办培训班、进行各种演出等

方式进行创收 ,但所占份额不大。通过调查、访问得

知 :各地、市体校武术项目的经费来源方式已经出现

多元化的趋势。财政拨款的比例逐渐减小 ,但仍然

是主要方式 ,而学费逐渐成为经费来源的重要组成

部分。另外 ,陕西省竞技武术教练员在月收入、训练

经费、营养、医疗恢复条件和科研设备、人员方面的

关注较高 ,大部分教练员还是非常关心训练条件 ,关

心运动员的成长和健康 ,关心训练质量 ,这是陕西省

竞技武术可持续发展的一大动力。

2. 6 管理体制和竞赛制度不尽合理

目前 ,陕西省竞技武术套路队的专业教练员以

及专业运动员实行全封闭管理 ,只有星期六、日休

息。这有助于教练员及运动员全身心地投入到训练

之中 ,有利于提高训练的质量。各地市的业余运动

员 ,多数为松散管理。全省的竞技武术运动员都实

行注册管理 ,只有注册的运动员才能参加比赛。比

赛是按照现行最新的规则进行。设置的竞赛项目、

制定的竞赛规程 ,是按照陕西省的具体情况来设置

和制定的。

所调查 26 位教练员中有 16 人认为现行竞赛制

度存在一定的问题。他们普遍认为 :与其自己进行

训练 ,还不如送到省体工队、省武术院、进行试训或

进二线、参加全国比赛 ,直至自己轻松地达到当地所

给定的比赛任务。较多的教练员现在采取的捷径就

是输送到省体工队培训一两个尖子队员 ,不需要将

参加比赛的人数报满 ,既节约经费 ,又能取到特别好

的成绩。

由于教练员有以上的观念 ,因此形成个别地、市

有省武术院的试训运动员、省二线的运动员、特别是

经过了全国各种级别比赛历练的运动员同一些地、

市的本土运动员同场竞技 ,失去了比赛的公平性 ,导

致在不同比赛中取得成绩的运动员几乎是同样的面

孔。以上比赛的局面 ,严重挫伤业余教练员的积极

性 ,造成后备力量的梯队脱节。但教练员为了完成

当地所定的比赛任务 ,在训练经费有限的情况下 ,选

材和训练都以竞赛拿名次为前提 ,拿名次放在第一

位 ,而未将培养运动员的基础技术和技能放到突出

位置 ,对后备人才的选材与训练产生误导 ,只对已有

相当声誉的优秀竞技武术套路人才给予更多的培养

和荣誉 ,而忽视对潜在人才的培养、管理和给予积极

的鼓励 ,使得后备人才的基础越来越小 ,武术训练的

氛围越来越淡。因此只有进行合理的竞赛制度改

革 ,激发教练员的训练热情 ,不断扩大后备人才的规

模 ,使选拔人才的基础扩大 ,众多的人才中 ,选择的

尖子才会更优秀。

2. 7 各地市体育局的重视不够

大多数教练员认为 , 领导对本项目的重视程度

仅为一般 ;目前在我省参赛的 9 个地市中 ,只有西

安、渭南、咸阳、商洛队、安康 5 个地市体校开展竞技

武术运动训练 ,且训练的场地、器材短缺 ,多数地市

场地设施简陋 ,不能为训练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对

教练员、运动员的激励机制以及运动员出路问题上

缺乏良好的对策。造成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两

点 : (1) 管理体制出现多头管理现象 , 造成分工不

清 , 权责不明 , 缺乏宏观调控 ; (2)用人机制不合理。

由于现在的培养模式 ,各地市的领导经过一定的尝

试之后 ,特别是经过训练的投入没有看到当地的成

效 ,于是纷纷将目标投向了更能体现成绩的项目。

使得竞技武术项目越来越退化 ,受重视程度越来越

小。

2. 8 新形势下的“学、训”矛盾问题

当前很多家长在为子女的未来发展考虑时 ,不

得不选择放弃从事竞技武术的机会。这就造成了很

多有发展潜力的武术苗子不愿从事专业训练 ,而宁

愿呆在普通学校学习文化知识。现在要家长放弃学

习 ,去走武术就业这一条路 ,显然是不现实的。前几

年 ,因为有二级武士的吸引力 (考试可以加分) ,家长

还呈半支持状态 ,现在二级运动员不再加分 ,只能作

为一门专长 ,特别是甲组的训练 ,队员都已到了高中

阶段 ,学习任务繁重 ,压力较大 ,坚持训练的人就更

少了。

3 结论与建议

(1) 陕西省武术套路竞技水平正在迅速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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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教练员学历、职称较低 ,后备力量培养渠道比较狭

窄 ,后备人才资源匮乏将是制约陕西武术套路运动

发展的主要瓶颈。

(2) 制约陕西省武术套路竞技发展的因素还

有 :经费不足、科研和医务监督跟不上、训练条件差

使 ,使训练的科学化水平较低 ;管理体制和竞赛制度

忽视对潜在人才的培养、管理和积极的鼓励 ;各地市

体育局领导和运动员家长不够重视。

(3) 建议改革完善竞技武术套路管理制度、促

进陕西省竞技武术套路水平的提高 :应支持和鼓励

各级竞技武术队向社会企业、团体、个人挂靠 ,借助

社会力量加大训练经费的投入 ,改善教练员的待遇

和训练环境 ,完善竞赛规程、竞赛办法、参赛资格、奖

励办法 ,强化竞赛质量和效益。

(4)建议从竞赛制度及政策上对各地、市予以倾

斜 ,鼓励各地、市的体育局、教练员对后备人才的培

养。例如 :输送到省体工队的运动员 ,比赛时根据不

同的梯队给以计分 ,在比赛时给予各地、市最高的计

分。

(5) 建议将教练员队伍的建设和培养纳入计划

之中 ,加强高水平教练员素质培养 ,提高科学化训练

水平。鼓励教练员结合训练工作进行科学研究 ,成

为学者型的教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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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2 页)参加过体育旅游活动 ,但是对体育旅

游的概念和作用不甚了解 ,说明人们对于体育旅游

的消费尚处于一种潜意识状态[3 ] 。当对“您知道已

经开发的体育旅游项目有哪些 ?”的问题调查时发

现 ,人们了解的体育旅游项目依次有“滑雪”、“登

山”、“游泳”、“漂流”、“垂钓”、“野营”、“攀岩”、“远

足”、“滑冰”、“潜水”等。说明我国开展较好的价位

适中的一些常见项目和特色项目基本已获得人们的

认知。但对于地域性较强的民族传统项目如那达

慕、新奇项目如蹦极和产品价位较高的项目如高尔

夫球等 ,且又具有较大开发潜力的体育旅游项目人

们的认知度却较低[4 ] 。

3 结论与建议

体育旅游是旅游者较长时间离开生活地以旅游

和体育为主要目的 ,以休闲、娱乐、健身、探险等为主

要动机 ,以欣赏、观看或参与体育活动为主要形式的

旅行游览活动。它不但具有健身性、刺激性、娱乐

性 ,而且具有专业性和教育性等特点。我国不同群

体对体育旅游概念和作用的认知情况 ,普遍存在认

知度不高的现象 ,但不同群体之间又有一定的差别。

男性对体育旅游的认知度略高于女性 ;年龄越大对

体育旅游概念和作用的认知度越低 ,而青少年群体

的认知度相对较高。认知度最低的是 70 岁以上老

人。对体育旅游的认知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受文化程

度的影响 ,文化程度越高对体育旅游概念和作用的

认知度越高。人们的职业不同对体育旅游的认知情

况也有一定的差别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

单位人员的认知度较高 ,待业人员和农、林、牧、渔、

水利业生产人员和离退休人员对体育旅游的认知度

相对较低。从对城乡居民的认知度调查中发现 ,居

住在市区的居民对体育旅游的认知度略高于城镇居

民 ,城镇居民明显高于农村居民。另外 ,随着家庭收

入的逐渐提高 ,人们对体育旅游概念和作用的认知

逐渐提高。由此可见 ,要想提高人们对体育旅游概

念和作用的认知 ,一方面要扩大宣传 ,尤其要充分利

用网络系统 ,为人们提供认知活动场所 ;另一方面应

通过积极有效的措施转变人们的体育旅游观念 ,并

通过一定的旅游体验活动增加人们对体育旅游的认

识和了解[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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