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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中学生击剑运动发展现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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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访谈与问卷调查法对陕西省中学生击剑运动的发展现状进行调查。研究表明 ,击剑运动在陕西省中学

生中发展较为快速 ,竞技水平有较大提高。同时存在着训练比赛经费的缺乏 ,师资力量和场地器材等方面的不足 ,

影响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人们对开展击剑运动的认知程度和学校的重视程度。

关键词 :中学生 ;击剑运动 ;发展现状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iddle School Fencing in Sha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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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using data collection , interview and questionnaire , this paper researche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iddle school fenc2
ing ,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encing in Shaannxi province is fast. The level of sports has been improving. But

two main factors influence middle school fencing. One is the short of the teaching staff and the training equipments. The other is the

short of outlays in training and comp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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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击剑运动竞技水平不断提高 ,击剑运

动的竞技性、健身性和娱乐性逐步为广大群众所认

识。目前 ,陕西省部分学校的中学生开始对击剑运

动产生浓厚的兴趣 ,这给中学生击剑运动发展带来

了极其难得的有利机遇。对陕西省中学生击剑运动

的发展过程和现状进行调查 ,了解其发展状况 ,分析

影响发展的因素。以便扩大击剑运动的群众基础 ,

对促进击剑运动的发展。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调查对象为陕西省 19 所中学击剑队共计 200

人 (西安高级中学 23 人 ,西安市第十中学 14 人 ,西

安市铁一中 30 人 ,西安市第三中学 4 人 ,西安市三

十中学 3 人 ,西安市育才中学 36 人 ,西安市九十八

中学 2 人 ,西安远东一中 18 人 ,西安辅伦中学 14

人 ,西工大附中 4 人 ,西大附中 3 人 ,西安铁一中国

际中学 10 人 ,陕西省秦机子校 3 人 ,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附中 6 人 ,铜川市一中 4 人 ,渭南市瑞泉中学 7

人 ,宝鸡金台中学 8 人 ,宝鸡金陵中学 5 人 ,宝鸡姜

城中学 6 人) 。

1. 2 　研究方法

1. 2. 1 　访谈法

对参加陕西省第 1 届、第 2 届中学生击剑锦标

赛各参赛队击剑教练员或项目负责人进行访谈。

1. 2. 2 　问卷调查法

发放教练员问卷 21 份 ,回收 21 份 ,有效问卷 21

份 ,回收率 100 % ,有效率 100 %。发放运动员问卷

200 份 ,回收 190 份 ,有效问卷 185 份 ,回收率 95 % ,

有效率 92. 5 %。

2 　结果与分析

2. 1 　陕西省中学生击剑运动发展过程与现状

2. 1. 1 　陕西省开展击剑运动中学的数量和地区分

布呈快速增长趋势

我省中学开展击剑运动的数量呈线性增长趋势

(见图 1) 。1974 年仅西安市 25 中一所学校开展击

剑运动 ,到 20 世纪 80 年代 ,发展到 2 所学校 ,20 世

纪 90 年代共有 3 所中学开展击剑运动 ,截止到 2008

年底共有 19 所学校开展击剑运动。研究发现击剑

运动在我省中学开展还不够普及 ,开展击剑运动的

中学只有 19 所 ,仅仅为全省的 0. 7 %(全省共有中学

2 688 所) ,全省中学共有 2 206 万在校生 ,其中进行

击剑运动训练的学生却只有 600 人左右 ,和其它项

目相比 ,开展击剑运动的学校无论在学校的数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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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从事该运动的学生数量上都非常少。其次 ,

击剑运动在已开展的学校中普及程度也不高 ,虽然

大部分常设击剑队 ,进行业余训练 ,但击剑课、击剑

社团开设的较少 ,校内击剑比赛开展也很少 ,这说明

即使在开展击剑运动的中学 ,击剑这个项目还是推

广得不够 ,普及程度也不高。从我省开展击剑运动

的中学从地区分布上来看 ,在初期 ,开展击剑运动的

中学只集中在西安地区 ,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 ,截止

2008 年底全省已有 4 个市、地区的共 19 所中学开展

了击剑运动 ,主要集中在西安地区 ,宝鸡地区和渭南

地区 ,陕北、陕南地区中学生击剑运动的开展程度相

对滞后。

图 1 　陕西省中学从事击剑训练数量增长图

表 1 　陕西省中学从事击剑运动地区分布图

年份 西安地区 宝鸡地区 渭南地区 铜川地区 汉中地区 延安地区 榆林地区

1974 1 0 0 0 0 0 0

1981 2 0 0 0 0 0 0

1992 2 1 0 0 0 0 0

2006 4 1 0 0 0 0 0

2007 10 2 1 0 0 0 0

2008 15 2 1 1 0 0 0

表 2 　19 所中学击剑运动开展情况调查表 (n = 19)

业余训练

　无 　　　　开展 　

击剑课

　未开设 　　　开设 　

学生击剑社团

　未开设 　　　开设 　

校内击剑比赛

　无 　　　　　有 　

n 0 19 16 3 17 2 14 5

% 0 10010 8412 1518 8915 1015 7317 2613

2. 1. 2 　陕西省中学生击剑比赛快速发展 ,竞技水平

有所提高

2007 年 ,西安高级中学成功举办了首届陕西省

中学生击剑锦标赛 ,在这次比赛中 ,有 13 所学校 104

名运动员参赛 ,2008 年 ,西安市育才中学承办了“迎

奥运阳光体育运动育才杯陕西省第二届击剑锦标

赛”,有 19 所学校 200 名运动员参赛。2007 年 7 月

30 日 ,由西安高级中学承办了全国第二届中学生击

剑锦标赛 ,陕西省运动员在比赛中共取得了 7 金 10

银 14 铜的辉煌成绩。其中 ,高中组男女佩剑团体女

子重剑团体 ,包揽了该项比赛的前 3 名 ,这对陕西省

中学生击剑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鼓舞和积极的

促进作用。近几年来 ,陕西省中学生击剑运动发展

较快 ,开展击剑运动的学校数量和学生参加业余训

练和参赛人数增长幅度较大 ,2007 年陕西省教育厅

批准在西安高级中学成立了陕西省中学生击剑运动

训练中心。2008 年在西安市育才中学成立了陕西

省中学生击剑运动训练基地 ,这对陕西省中学生击

剑运动的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空间和平台。

2. 1. 3 　从事中学生击剑运动的人数快速增长 ,但师

资力量、训练经费和场地器材仍然不足

调查结果显示 ,70 年代参加击剑业余训练人数

为 23 人 (仅西安市 25 中一所) ,80 年代参加击剑业

余训练人数为 67 人 (西安市体育运动学校) ,90 年

代参加击剑业余训练人数为 99 人 ,经过多年的发展

在 2006 年开始击剑运动在中学进入了迅速发展阶

段。无论是业余训练人数还是参赛人数都有了大幅

度的提高 ,2006 年参加击剑业余训练人数为 212 人 ;

2007 年 ,参加击剑业余训练人数为 354 余人 ; 2008

年参加击剑业余训练人数为 606 人。这说明更多的

中学生加入到击剑运动中来 ,但师资力量和场地器

材的发展并未跟上人数快速增长的要求。表 3 显

示 ,所有开展击剑项目的中学都没有击剑专职教师 ,

只有外聘教师或者兼职教师。在训练方面 ,中学击

剑教师对本校击剑场地、器材基本满足或满足的占

30. 0 %和 10. 0 %。在训练、群体活动方面 ,只有 6.

7 %和 23. 3 %的教师认为满足或者基本满足 ,大部

分中学的击剑场地、器材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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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9 所中学击剑运动教师、场地、器材情况调查表

是否有击剑专职教师 (n = 19)

　无 　　　　有 　

场地、器材情况 (n = 30)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教师对训练、群体活动的满意度 (n = 30)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19 0 3 9 18 2 7 21

% 10010 0 1010 3010 6010 617 2313 7010

图 2 　陕西省中学生从事击剑训练数量增长图

访问调查还表明 :在开展击剑运动的 19 所中学

对击剑训练比赛的经费投入很少 ,绝大部分的学校

训练器材基本上都是由学生自行解决 ,很难保证训

练的正常进行。然而在这 19 所学校中兼职教师和

外聘教师数量总共才 21 人 ,兼职教师基本上都是刚

开始从事击剑训练 ,在外聘教师的指导下边学边进

行训练 ,因此竞技水平较差。外聘教师全都是 20 世

纪 70 年代原陕西省击剑队队员 ,他们的专业理论知

识与竞技水平都比较老化 ,随着现代击剑运动竞技

水平的发展 ,在训练过程中难以适应 ,还存在着专业

理论知识和竞技水平的更新问题。这些现状极大的

影响了陕西省击剑运动的发展和竞技水平的提高。

2. 2 　影响陕西省中学生击剑运动发展的主要因素

2. 2. 1 　学校领导对开展击剑运动不够重视

目前 ,大部分学校领导对击剑的认识不足 ,认为

击剑是冷门项目 ,普及程度较差 ,并不为大众所了

解 ,我国的击剑运动仅限于竞技运动 ,学校开展击剑

运动经费投入大 ,学校没有必要开展击剑项目。这

种认识的形成主要是对击剑运动缺乏了解造成的。

其次 ,体育教研组作为学校开展体育活动的执行和

管理部门 ,由于缺乏对击剑运动在学校开展的正确

认识 ,导致了大部分学校对击剑项目重视程度不高、

经费投入力度不大 ,成为制约中学生击剑运动发展

的主要因素之一。

2. 2. 2 　学生对击剑运动的认知程度不够 ,从事击剑

训练的人数过少

调查结果显示 ,目前 ,我省从事击剑训练的中学

生仅有 606 人 ,与其他项目如篮球、足球、田径的相

比 ,相差很大。调查显示 ,对击剑运动很了解和较为

了解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4. 0 % ,不太了解和不了解

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96. 0 % ,学生对击剑运动的认知

程度较低也是制约中学生击剑运动发展的重要因素

之一。

2. 2. 3 　击剑师资力量不足 ,不能达到训练的要求

调查表明 ,在 19 所学校中 ,所有击剑兼职教师

和外聘教练只有 21 名。目前 ,由于我国体育院校中

绝大部分学校都没有开设击剑专业选修课 ,中学的

击剑师资得不到必要的补充。所以大部分中学的击

剑教师是由兼职教师和外聘教师组成的。这些教师

通过自学后从事击剑教学、训练的 ,在专业理论技术

水平上与专职教师比有较大的差距。由于击剑项目

训练的特殊性 ,一名教练很难兼顾到所有剑种的训

练 ,师资力量的严重不足 ,直接影响了中学生击剑运

动的开展。解决击剑师资力量问题是陕西省中学击

剑运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

2. 2. 4 　经费缺乏 ,场地、器材不足 ,不能满足学生训

练的需求

经费缺乏 ,场地、器材不足 ,直接影响着中学生

击剑运动的开展。调查表明 ,在开展击剑运动的 19

学校中 ,有训练馆、剑道、电动裁判器的学校只有 5

所 ,现有场地、器材已不能满足学校学生的需求 ,许

多学校的场地和器材还停留在很多年前的状况。这

种状况直接影响到许多爱好击剑运动的学生没有条

件进行击剑运动训练 ,也是制约陕西省中学生击剑

运动开展的重要因素。

3 　结 　论

(1)陕西省中学生从事击剑运动训练人数快速

增长 ,但与其他项目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2)陕西省开展击剑运动的中学数量和地区分

布程较为快速增长趋势 ,但是还主要集中在关中地

区。陕北、陕南地区中学击剑运动的开展程度相对

滞后。

(3)人们对击剑运动的认知程度和学校对开展

击剑运动的重视程度 ,是影响陕西省中学生击剑运

动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4)训练比赛经费缺乏、师资力量和场地器材不

足 ,严重的阻碍了陕西省中学生击 (下转第 5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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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后又考入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哲学系。正是李

小龙的这种独特经历 ,为他日后排除了精神上和认

识上的障碍 ,得以进入一片自由自在的身性天地。

其二 ,日复一日、坚持不懈的苦练。只要看看李小龙

的训练日记 ,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取得这样大的

成就。李小龙每天的超负荷运动量就是对一个职业

运动员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而李小龙却常年

坚持 ,苦练不辍。即使在李小龙的武术事业如日中

天之时 ,他依旧苦练 ,保持最佳的身体反应状态和技

术水平。

成千上万次地锤炼技术 ,把技术动作最细微的

变化了然于心 ,待用时便不假思索 ,信手拈来 ,随机

而发。实际上 ,在实战中 ,你不会有什么思考的时

间 ,一切就在转瞬之间 ,如电光石火 ,输赢立判。

其实任何技术要想达到非凡的境界都无一例外

地要经过身与心的砺练。篮球天王乔丹出神入化的

球技让每个观看过他表演的人叹为观止。打篮球对

于乔丹而言已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技术展示 ,而是一

种令人心旷神怡的艺术表演。但乔丹自己说 ,他年

轻的时候每天都要投进五百个空心球才肯睡觉 ,最

后投球得心应手。

由此看来 ,由技入道的法门在于“熟”,在于“熟

之又熟”。然而 ,怎样才能达到熟之又熟的非凡境界

呢 ? 答案是 :千锤百炼。

5 　结 　语

庄子由技入道、技道合一的观念 ,尽管其本身不

能直接解决武术方面的具体问题 ,但他的思想却向

每一位武者展现了一条探索武术修炼境界的道路 ,

学习和领会庄子技道观的思想 ,便有了一把开启心

灵之门的金钥匙 ,这对武术修炼者除浮躁 ,静心气 ,

脚踏实地研修武道既而有所创新和发展 ,仍具有很

强的指导意义。王充《论衡》云 :“涉浅水者得鱼虾 ,

涉深水者得蛟龙。”研习武术没有捷径可走 ,只有不

畏艰辛 ,锲而不舍 ,脚踏实地地苦练 ,经过一番脱胎

换骨 ,才能达到心手相应 ,“技进乎道”的心性自由之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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