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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体育院校优秀运动员教学管理的探究
Ξ

宫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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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就体育院校优秀运动员教学管理定位和教学管理体系的建立 ,抓好优秀运动员学习过程管理 ,提高优秀运

动员的文化素质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提出了对体育院校高水平运动员的教学管理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以学生为

主体”,优秀运动员的教学管理是体育院校管理的重要环节。对于突出体育院校的办学特色和提升优秀运动员的文

化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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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eaching management of elite athletes in sport colleges , the author studied and dis2
cussed the position of teaching management of elite athletes ,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management system , management of study

process of elite athletes and education - level improvement of elite athletes. The paper gave the opinion of“putting people first”and

“taking student - oriented approach”, which highlighted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of elite athletes in sport colleges , and it is mean2
ingful for special education in sport colleges and education - level improvement of elite athl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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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 ,社会的发

展为 21 世纪中国的竞技体育和高等体育教育提供

了新的契机与挑战。如何提高运动员的文化素质、

探索一条竞技体育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之路 ,以提

高优秀运动员的综合素质 ,特别是体育院校对优秀

运动员的教学与管理 ,一直是体育院校所关注的问

题。

1 体育院校优秀运动员的特点

体育院校的优秀运动员不同于普通高校的高水

平运动员 ,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每年必须承受大量的

训练和频繁的赛事 ,这就决定了对优秀运动员的教

学管理不可能与体育院校的普通学生完全等同。只

有竞技体育人才的训练与其特殊教育有机的结合 ,

才能形成对竞技体育人才高额投入到高质量产出的

转换。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是一项艰苦的系统工程 ,

也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发展过程。运动训练的实质

是利用最优的条件与环境 ,通过各种科学合理的手

段与方法 ,培养开发运动员最大限度的潜力 ,去创造

优异的运动成绩 ,在各项大赛中获得理想的名次。

运动训练的本身 ,是一项具有向人体生理极限挑战

的过程 ,运动竞赛本身含有展现自身价值 ,为国家争

得荣誉和展现民族精神的意义。运动员一旦选择了

这一职业 ,便将其一生的黄金时代完全用于艰苦的

训练与比赛中 ,文化的学习与提高几乎无暇顾及 ,这

一缺憾成为退役后寻找职业的最大障碍。因此 ,重

视竞技体育人才的文化教育 ,成为提高和促进竞技

体育战略发展的重要举措。建立一种优秀运动员文

化教育的全新模式 ,既遵循竞技训练规律 ,保证系统

的运动训练 ,又遵循教育规律 ,保证系统的文化学

习 ,是高等体育院校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进行竞技

体育人才特殊训练的同时 ,开展特殊的文化教育 ,以

提高优秀运动员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 ,开

发优秀运动员的智力与潜力 ,努力培养全面发展的

高素质体育人才 ,实现竞技体育人才高额投入到高

质量产出的转换。

2 对体育院校优秀运动员教学管理的建议措

施

211 建立以人为本、适应学生的动态学籍管理体系

以人为本的学籍管理理念就是在管理学籍中除

发挥组织、计划、规章制度等理性管理作用外 ,突出

学生的主体性 ,通过学籍管理充分体现对人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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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激励 ,使学籍管理成为发挥学生潜能、促进学

生成长的动力。以人为本的学籍管理能最大限度地

发挥高水平运动员的学习和训练潜能 ;为学生的多

方面发展提供条件 ;它充分地体现了学生主体性。

对学生主体性的尊重、关心将会提升学生的责任感

和义务感 ,提升学生的主体意识 ,使其成为自然的主

人、社会的主人和学习的主人 ,而不是运动训练的产

品。建立适应学生的动态的学籍管理体制是以人为

本、以生为本思想的具体化表现。首先 ,要有一个适

应学生的动态的学籍管理体系。这种体系要因校因

地因生而有所不同 ,运动员学籍管理可设集中管理 ,

或分散管理。这主要与学校专业设置直接相关。无

论哪种管理 ,一个根本的宗旨是方便学生 ,服务学

生 ,即以学生为主体。其次 ,要有一套适应学生动态

的学籍管理制度 ,这是建设以人为本学籍管理体系

的重点。

212 高水平运动员学习过程管理

目前在各高校高水平运动员管理有两种形式 ,

一种是集中编班 ,即入校后采用按指定专业集中组

班学习 ,分运动专项训练 ,这便于组织教学和训练。

另一种是分散插班 ,即入校后根据学生的志愿和文

化成绩分散到各个院系中 ,这既尊重学生的个性发

展 ,又为学生毕业后就业创造条件。两种形式各有

利弊 ,但从学生主体考虑 ,分散插班较为有利。

213 制定符合高水平运动员实际的教学计划和大

纲 ,采用灵活的授课方式

加强高水平运动员学籍管理 ,必须从制定教学

训练和教学大纲入手 ,建立适应高水平运动员学习

和训练实际的管理模式。不管是集中编班 ,还是分

散插班 ,必须制定一个科学、合理的教学计划。高水

平运动员的教学计划必须适应队员的文化基础水平

和大运动训练强度的特点。集中编班的计划在制定

时可考虑以下问题 : 在制定专用教学计划后 ,文化

课还应制定出适应高水平运动员使用的专用教学大

纲 ,并按大纲要求进行单独试卷考试。由于训练与

比赛影响到文化学习 ,可根据比赛成绩给予文化考

试适当的加权分或者奖励一定的学分予以弥补。同

时 ,运动员的专项技术类课程可根据其运动成绩或

技术等级折合为一定的学分。运动员外出比赛较少

时 ,可采取半脱产形式统一集中接受教育 ;外出较多

的运动员可采用插班或单独补课形式进行。经常在

外训练、比赛时间较长的运动员 ,则可采用“自学”考

试的办法或在外借读或利用电化教育 (多媒体) 、网

上教育、远程教育等方式来进行。

2. 4 学分制或延长学业

对高水平运动队的学生 ,在学制标准上应依照

普通学生的学制来安排。为了保证运动员文化学习

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同时兼顾运动训练 ,必先确定课

程学分的选修内容、方法。比较适合高水平运动员

的模式为标准学分制 ,非学分制学校为了确保高水

平运动员的文化水平 ,也可以适当延长学业。结合

运动员所从事运动项目的特点 ,有限期地延长其学

习年限 ,使其既能充分发展自己的运动专长 ,为国家

和社会做出贡献 ;又能保留学籍 ,分层次、分阶段、积

累式地接受各类文化或专业教育 ,并最终完成学业。

215 考核与成绩管理

本着规范体育院校教学管理的思想 ,体现教学

管理的严肃性 ,教学与考核应归属于学校教务部门

统一管理安排。文化课程在遇到比赛期间考试 ,可

根据学籍管理的有关规定 ,申请缓考 ,但不能免考。

运动员更不得无故向教务处申请缓考或免考。对于

运动成绩优秀且获得较好名次的学生可给予文化成

绩乘适当系数即加权分 ,以弥补因训练和比赛而造

成对文化学习的影响 ,同时鼓励学生参加训练和比

赛的积极性。另外 ,对文化课不及格的学生应给予

重修、补考机会。

3 结 　论

解决好文化学习与训练竞赛的矛盾是高等体育

院校教学管理的核心任务。建立与运动训练竞赛相

适应的优秀运动员文化教育管理模式 ,要改革教育

教学的内容 ,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 ,构建符合运动

员实际的教材体系 ,为实现竞技体育教育体制的战

略转移创造条件 ,以培养高质量的竞技体育人才为

目标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对优秀运动员学生实行

专门的教学计划、灵活的授课方式和特殊的管理办

法 ,构建一种全新的优秀运动员文化教育模式 ,既遵

循竞技训练规律保证系统的运动训练 ,又遵循教育

规律保证系统的文化学习 ,以提高运动员的思想道

德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 ,科学地挖掘运动员的潜力 ,

创造优异的运动成绩 , 最终实现竞技体育与高等教

育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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