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port Science Research

摘 要院 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尧实地调查尧专家访谈等方法袁了解上海市尧区两级青少

年业余训练体育科技服务的组织资源尧人力资源尧技术资源尧信息资源尧财力资源的

现状袁分析目前业余训练体育科技服务体系中各类资源存在的主要问题袁并结合问

题提出整合创新发展对策建议袁 为全面提升上海市青少年业余训练水平和完善业

余训练体育科技服务体系提供参考借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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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 ways of literature study,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expert interview,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status quo of the organizational resources, human resources, technical resources,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of the spor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ervice of the junior ama-

teur training at the municipal and district levels in Shanghai.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of the different resources in the present sport technical service system of the amateur training. It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the integrat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up-

grading all-sidedly Shanghai junior amateur training level and optimizing the sport technical service

system of amateur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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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创新上海市青少年业余训练体育科技服务资源

的探索
裴新贞

青少年作为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主力军袁 是体

育运动发展的基石遥近年来袁随着国家高水平体育后

备人才基地等平台建设的不断推进袁 青少年业余体

育训练日益受到各方关注袁 体育科技服务也逐渐渗

透其中袁特别是以二尧三线为主体的上海市青少年业

余训练袁 依托区属体校逐渐形成业余训练体育科技

服务体系遥 但随着业余训练对体育科技服务要求的

不断提升袁体育科技服务资源也暴露出一些不平衡尧
不充分的矛盾和问题袁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业余训练

体育科技服务体系的完善遥因此袁了解和掌握目前上

海市青少年业余训练体育科技服务资源现状袁 排摸

影响体育科技服务体系完善的主要原因袁 进一步提

出整合创新发展对策建议袁 对全面提升上海市青少

年业余训练水平和科学培养优秀青少年体育后备人

才具有重要的积极推动作用遥

以上海市尧 区两级各类青少年业余训练体育科

技服务资源为主要研究对象袁 围绕青少年三线业余

训练的体育科技服务开展调查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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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国内外有关青少年业余训练尧 体育科技服

务保障等方面的核心期刊尧学术专著等文献资料袁了
解国内外青少年业余训练体育科技服务进展现状遥

通过走访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尧 黄浦区体育科

学研究站等市尧 区级各类科研服务机构袁 以会议交

流尧座谈等形式袁对上海市尧区两级现有青少年业余

训练体育科技服务资源进行调研袁 沟通了解其现状

及存在的困难及问题遥

通过会议尧电话等形式听取市尧区相关体育科技

服务专家尧 学者就上海市青少年业余训练体育科技

服务现状尧 存在困难问题和资源整合等方面的意见

和建议遥

青少年业余体育训练简称业余训练袁 是指青少

年利用业余时间开展的系统性尧 针对性专项运动技

术的训练袁是培养优秀体育后备人才的重要形式遥业
余训练作为奥运争光计划的重要基础性工作袁 既可

为竞技体育提供优秀后备人才袁 亦可通过提供公共

体育服务促进青少年体质改善袁推动全民健身发展袁
因此关于青少年业余体育训练方面的研究也较多遥
从以往的研究结果看袁 有关青少年业余体育训练和

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研究主要以单项研究和

全国整体范围的研究为主 [1]袁其成果主要体现在院对
业余训练发展历程和现状进行了明确袁 提出了存在

的问题和解决的对策和建议 [2]袁特别是在体制改革

上提出要进一步深化管理体制改革袁 大力提倡社会

办业余训练曰业余训练的目标设置方面袁指出要重新

认识业余训练中竞赛与训练的关系袁明确提出野淡化

金牌意识袁多出优秀人才冶的观点曰提高业余训练运

动员文化素质和解决运动员的出路问题袁以及野体教

结合冶思路的提出与实践探索也是研究的重要方面曰
开办业余训练试点中学尧 高校开办高水平运动队等

方面也有研究和探讨遥另外袁还有一些研究对具体问

题进行了分析袁 如对不同单个项目的态度及认识对

后备人才规模及培养方式的影响袁 职业化和非职业

化项目在后备人才培养上的差异袁 不同地区在体育

后备人才培养方面的现状等遥 但单独围绕青少年业

余体育训练中体育科技服务的研究较少袁 甚至几乎

难以查到相关文献资料袁 说明这个领域还有待进一

步探索遥

体育科技是体育科学和体育技术的总称遥 体育

科学研究主要包括对体育哲学原理尧 体育社会科学

原理及体育自然科学原理的探讨遥 体育技术是指人

们改变或控制运动训练尧竞赛及体育科研尧管理等环

境渊自然环境尧社会环境尧身体精神环境冤的手段或活

动袁 体育技术发明与创新是体育科技的另一个重要

内容遥 王焕福曾指出体育技术有狭义尧广义之分 [3]遥
狭义的体育技术主要包括运动技术尧战术等内容遥广
义的体育技术除了狭义的体育技术外袁 还包括运动

训练技术尧运动辅助技术尧管理技术等内容遥 近年来

围绕体育科技服务方面的研究资料显示袁 从最初体

育科技内涵 [3]尧重要性 [4]以及服务途径 [5]尧模式 [6]尧组
织形式 [7]尧存在问题 [8]等研究逐渐转到我国体育科技

创新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9]和体育科研协同创新体

系[10]的研究上来遥 体育科技服务也急需进一步细化

与深化袁不断整合与协同创新遥

上海市直接负责和间接影响区级青少年业余训

练体育科技服务的组织机构框架袁主要包括市尧区两

级政府组织机构遥如图 1 所示袁市级层面主要由 3 级

组织机构组成袁一层为上海市体育局统管袁二层主要

以市体育局科教处和青少处两个处室为主袁 三层为

各处室分管的直属事业单位或者部门曰 而区级层面

则因区属不同袁 具有二层或者三层组织结构的差异

性袁其中多数区属于三层组织管理结构袁一层为各区

体育局袁二层为各区属少体校袁三层为业余训练体育

科技服务组尧室或中心袁但也有部分区属于两层组织

管理结构袁如徐汇区和黄浦区袁其体育科技部门不在

服务的业余体校管理范围内袁 而由区体育局或直属

其他事业单位管理袁从而形成两级组织管理架构遥
从组织资源管理路线看袁 单独科技管理一条线

或训练管理一条线比较清晰渊如图 1 实线冤袁但在科

技业务指导和服务方面却存在较多交叉情况渊如图 1

虚线冤遥 特别是在科技管理和训练管理条线外单独成

立一个体育科技服务机构袁 即上海市青少年体育选

材育才中心袁几乎对上对下都呈现联系状态袁但又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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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别角度看袁 区属体育科研人员女性比例高

于男性比例近一倍遥 其中 6 个区还出现仅有女性体

育科研人员的情况袁 这可能与所服务区属单位性质

有关遥 性别比例的显著差异一定程度上也会限制业

余训练体育科技服务的广度遥
从学历水平看袁47 名服务于上海市各区的体育

图 1 上海市青少年业余体育训练体育科技服务组

织框架图

不属于直接隶属关系袁更似资源整合的雏形袁整体呈

现市区两级层面在业余训练体育科技方面的多元管

理和服务态势遥据调研显示袁虽然目前在业余训练体

育科技组织资源方面已有多元组织机构袁 但在具体

服务职能定位方面还未出台较完善的内部管理协作

政策遥 因此袁从整体看袁上海市青少年业余训练体育

科技服务组织资源架构较为清晰袁层级明显袁但市级

层面在出现多元组织资源后还缺乏细化的协作管理

制度袁 而区级层面体育科技服务组织资源管理层次

和形式的差异袁 也是影响业余训练体育科技服务质

量的重要因素之一遥

体育科技服务人力资源一般有狭义和广义之

分遥从狭义上讲主要指服务体育系统的科研人员袁但
从广义上讲袁 它应是所有为体育科研和体育科技服

务的人才的总称袁 包括所有科研人员但却又不仅限

于科研人员遥 但由于本研究主要针对上海市各区的

青少年业余体育训练袁 考虑到科技服务体系完善程

度不一袁 因此仅从狭义视角对各区服务青少年业余

训练的体育科研人员现状作调研分析遥
从来自上海市选材测试人员名单库的调研结果

看渊表 1冤袁2017 年上海市 16 个区共有 14 个区 47 名

在编尧在职的体育科研人员入选名单库袁还有松江和

奉贤 2 个区未有体育科研人员入库遥 从各区服务青

少年业余体育训练的体育科研人员数量看袁 最多的

黄浦和徐汇区体育科研人员可达 6～ 7 人袁而人数最

少的区则仅有 1 人甚至完全没有体育科研人员袁区
域间呈现出较大差异遥

表 1 上海市青少年业余训练体育科技服务人员统计表

 科技服务人员 

性  别 学   历 职    称 专兼职 

专业技术 
区名 

总数 
男 女 

硕士 

及以上 
本科 

专科 

及以下 科研 教练 教师 医务 
行政 专职 兼职 

黄浦区 7 5 2 2 5 0 6 1 0 0 0 6 1 

徐汇区 6 3 3 3 3 0 4 0 0 0 2 4 2 

静安区 5 0 5 1 4 0 3 1 0 0 1 3 2 

浦东新区 5 3 2 0 5 0 0 3 1 0 1 0 5 

普陀区 4 1 3 2 2 0 1 0 0 0 3 1 3 

杨浦区 4 1 3 2 2 0 2 2 0 0 0 2 2 

宝山区 4 0 4 1 3 0 1 1 0 0 2 2 2 

虹口区 3 0 3 0 3 0 2 0 0 0 1 2 1 

金山区 3 2 1 0 3 0 0 3 0 0 0 0 3 

闵行区 2 1 1 1 1 0 1 0 0 1 0 2 0 

长宁区 1 0 1 0 1 0 0 0 0 0 1 0 1 

青浦区 1 0 1 1 0 0 0 1 0 0 0 0 1 

嘉定区 1 1 0 0 1 0 0 1 0 0 0 0 1 

崇明区 1 0 1 0 1 0 0 0 0 0 1 0 1 

松江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奉贤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总  计 47 17 30 13 34 0 20 13 1 1 12 22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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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全部为本科以上学历袁其中 13 人为硕士研

究生以上学历袁 占比 27.7%袁 还有 1 名为博士研究

生袁 可见服务业余训练的体育科研人员队伍具有较

高的文化层次袁 其服务质量理论上应还有较大提升

空间遥
从职称情况看袁 理论上体育科研人员应都是科

研专业技术人员袁走科研专业技术职称之路遥但上海

市各区业余训练的体育科研人员却呈现出多态职称

并存现象遥 47 人共涉及科研尧教练尧教师尧医务和行

政 5 种不同职称袁其中主要以科研渊42.6%冤尧教练

渊27.7%冤和行政渊25.5%冤3 种职称比例为主遥 从进一

步深入走访调研中发现袁20 名走科研专业技术职称

的科研人员中袁初尧中尧高级人数分别为 12 人尧8 人

和 0 人袁目前只有黄浦尧宝山尧徐汇 3 个区设置了副

高级科研专业技术岗位袁 其他区均未给体育科研人

员设置高级科研专业技术职称晋升途径曰 而且目前

各区对于中级体育科研技术人员的晋升要求不统

一袁途径不清晰袁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业余训练体育科

研人员的服务热情和服务质量遥这点在专尧兼职比例

不足 1:1 的情况上也有所反映遥

技术资源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遥 狭义的技术资

源主要指服务体育科研的技术手段尧仪器设备等袁而
广义的技术资源除了狭义的体育科研技术资源外还

有运动训练技术设备尧运动辅助技术设备尧管理技术

设备等遥 本文亦只从狭义角度对服务业余训练体育

科技的技术资源作调研分析遥从走访调研结果看袁绝
大多数区服务体育科研的仪器设备尧 技术手段主要

以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的要求为标准进行

配置渊表 2冤袁但各区之间仪器设备的数量和质量则

参差不齐遥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各类统一测试尧跟踪测

试服务的不断增加袁仪器设备使用率大幅提高袁加快

了仪器设备的老化和损坏遥 但在更新过程中却发现

有些科研仪器设备无处可购袁比如测量尺尧反应时测

试仪尧注意力集中仪等遥 特别是反应时测试仪袁由于

原老式反应时测试仪受限于过去 32 位的电脑硬件

设施袁目前市场上新的 64 位电脑都无法安装老式反

应时测试仪袁 以致目前全上海只有 5 个区共计 6 台

老式反应时测试仪可用遥 虽然近两年已经有企业在

准备研发一系列青少年体育科研仪器设备袁 但较长

时间的研发与试用过程和较昂贵的仪器价格仍然是

目前限制青少年业余体育训练技术资源储备的主要

因素遥

表 2 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体育科研服务仪

器设备标准

信息资源是指在体育科技服务过程中涉及的一

切文件尧资料尧数据尧图表等信息的总称遥从对各区的

调研结果看袁信息资源获取的主要途径基本一致袁一
般以培训尧书籍尧期刊尧网络为平台遥 从培训角度看袁
上海市针对业余训练体育科技服务人员的培训主要

以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组织的测试服务尧 骨龄评价

培训等实用操作为主袁而 2017 年底又出现以上海市

青少年选材育才中心组织的以体能为主借力英国体

能师的长期系统培训袁培训内容有所增加袁培训方式

也在不断改善袁但在理论培训以及长期尧系统的继续

教育培训方面则极度缺乏袁包括书籍尧期刊尧网络等

途径袁虽然近几年确实在不断完善这片空白袁包括由

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组织业余训练体育科技人员编

辑撰写 叶上海市运动员科学选材工作指导手册曳叶奥
运项目教学训练大纲院 青少年选材育才研究曳叶运动

员选材模型与评价标准曳叶青少年选材十大敏感窗口

期研究曳叶上海市青少年运动员选材测试标准化工作

指南曳等书籍袁上海青少年训练管理中心的野第一资

讯冶网络平台等袁但在整合应用尧实践创新方面还较

为薄弱袁 这可能还是与目前业余训练体育科技服务

体系不够系统和完善有关遥
虽然各区之间获取信息资源的途径基本一致袁

但拥有信息资源的内容和模式则大相径庭袁 调研分

析后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类院一类是积极获取型袁表现

为以国家尧市尧区体育科技信息为主导袁通过课题研

究尧会议研讨尧走访座谈等多种途径获取前沿信息袁
再将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相结合袁以跟踪服务尧培训

类型 仪器设备名称 

全套形态测量仪器 

身体成分分析仪 

形态与素质 

学生体适能（或国民体质）综合测试仪 

心率表 

血红蛋白生化监测仪 

血乳酸测试仪 

生理生化 

尿液分析仪 

心理心智 运动员心理能力和状态诊断软件 

神灯（TDP）诊疗仪 

微波治疗仪 

理疗康复 

超短波治疗仪 

桑拿浴房 疲劳恢复 

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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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尧设备更新等方式反哺本区体育训练袁形成较好

的良性信息吸收反馈机制曰另一类为被动接受型袁其
主要的直观表现是信息相对比较闭塞袁 较少积极主

动获取相关前沿体育科技信息袁 也极少参与任何级

别课题研究或学术研讨袁只是被动接受市尧区所要求

的必须接收的信息袁 实际有效实用的体育科技信息

资源缺失较多曰 而介于两类中间的还有一类为全能

导向型袁所谓全能即指除了体育科技领域外袁运动训

练领域尧行政管理领域统统涉足袁态度表现上趋向于

积极获取袁但信息资源内容方面则广度尧深度大多不

及积极获取型袁 这可能与各区体育科技人员的职称

岗位设置有关遥

财力投入是任何科技进步的前提保障袁 无论是

科学研究还是技术创新都需要大量经费的支持和保

障遥 上海市业余训练体育科技服务的经费投入近几

年有逐步递增的趋势遥在科学研究领域袁无论国家层

面还是市级层面都提高了围绕青少年业余训练方面

的课题经费支持力度袁如上海市体育局科教处的野体
育科技腾飞计划冶野体育科技雏鹰计划冶等袁均是倾向

于青少年业余训练方面体育科学研究曰 而在科学技

术领域袁 主要依托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和

市级各类精英基地建设袁 业余训练的体育科技服务

经费也日益增多遥 反观各区业余训练的体育科技服

务经费状况袁 发现各区的投入力度无论在科学研究

还是在科学技术设备方面都大大不同袁 除与对体育

科技服务的重视程度的差异有关外袁 更与前述所列

的组织尧人力尧技术和信息资源的不同密切相关遥 组

织管理框架的多重交叉容易造成经费支出单位的不

明确曰 科研专业技术职称上升途径的限制影响科学

研究的开展曰 信息资源的被动接受与缺乏影响经费

的使用方向等遥几类资源环环相扣袁任何一类资源的

短板都会影响和限制另一类资源的有效发挥袁 可见

整合资源尧 创新完善业余训练体育科技服务体系已

迫在眉睫遥

一是市级层面存在多元组织机构袁 且各自职能

定位不够明确遥虽然市级 3 层结构清晰袁但在科研和

训练两条管理链中存在多元业余训练体育科技服务

组织机构袁且从目前的调研结果看袁处于 3 层的 3 所

单位袁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尧上海市体育选材育才中

心尧上海市青少年训练管理中心袁都对本市二线尧三
线的业余训练有体育科技业务指导和服务功能袁在
职能定位和职责分工上并未明确界定袁 缺乏责权利

明确的协作管理机制袁 以致服务各区业余训练的体

育科技需应对市级多层指导与服务袁数据多线上报袁
监管多方管理袁过度占用区级体育科技服务的人力尧
时间等资源袁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业余体育训练体育

科技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遥
二是区级层面业余训练体育科技服务组织机

构设置与市级不同袁 且各区之间在层级和职能方

面存在显著差异遥 多数区的业余训练体育科技服

务组织机构为三层机构袁 科研和训练统一由区体

育局下属的业余训练运动学校管理袁 主要服务业

余训练遥 但也有部分区的科研与训练形似市级构

架袁分属两条管理链袁且其职能多元袁除服务竞技

业余训练外袁 还兼顾全民健身或其他行政管理职

能袁 这虽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区级体育科技服务

范围袁 但由于职能分化也影响了业余体育训练体

育科技服务的聚焦遥

上海市业余训练的体育科技服务人才队伍整体

呈现出总人数越来越多尧学历水平越来越高尧专业科

研技术人员越来越多等良好态势袁 说明上海市在业

余训练方面已越来越重视体育科技服务工作袁 但在

逐步重视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一些限制人才发展的

问题袁归纳主要有以下 3 个方面遥
一是科研专业技术职称岗位设置不平衡尧 不充

分遥 调研结果显示袁上海市目前 16 个区只有 8 个区

设置了专职科研技术人员岗位袁 仍有 8 个区缺乏专

职科研技术人员或科研专业技术职称岗位设置袁各
区之间对业余训练体育科技服务的重视程度不同袁
各区之间业余训练体育科技服务人力资源不均衡曰
另一方面在已设专职技术职称的各区中袁 只有 3 个

区完善了初尧中尧高级科研专业技术职称岗位系列袁
而更多的区只有初尧中两级科研专业晋升岗位袁随着

业余训练科技人才队伍学历以及能力水平的不断提

升袁 岗位设置的不充分越来越成为限制业余训练科

技人才发展的突出问题遥
二是科研专业技术职称晋升制度不完善遥 从走

访调研的反馈结果看袁 虽然有一半的区已设置专职

科研技术岗位与职称袁 但在评聘方面却呈现出不同

的标准袁如在初级升中级过程中袁有的区依托上海体

育科学研究所的科研专业机构评定袁 有的区实行自

评之后聘用袁而有的区则完全实行只聘不评曰又如在

整合创新上海市青少年业余训练体育科技服务资源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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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级内部的职级晋升也无完善统一的标准袁 多数区

在参照教练专业技术职称晋升标准来规范科研专业

技术职称袁市尧区两级均缺乏规范统一的体育科技服

务人才的科研专业技术职称晋升制度遥
三是业余训练体育科技人才队伍分布不均遥 首

先在数量上各区之间差异较大袁 一定程度上也反映

出各区对业余训练体育科技服务的重视程度曰 其次

在性别方面袁男女体育科技服务人员比例失衡袁一方

面可能与事业单位具有的高稳定型与招聘考试难等

更适于女性录用的特征有关袁 另一方面也可能与目

前业余训练的体育科技服务内容较单一有关曰 再次

是在岗位和专兼职方面也呈现出区县分布的不均衡

性袁特别是在岗位设置方面呈现出如前文所述的野五
态并存冶 现象袁 专职科研人员比例低于 50%袁 专业

性尧规范性程度偏低袁一定程度也是限制全市整体业

余训练体育科技服务质量提升的因素之一遥

一是现有仪器设备较为陈旧袁老化损坏较多遥各
区之间仪器设备种类差异不大袁但数量差异较显著袁
这可能同样与各区对业余训练体育科技服务的重视

程度有关遥
二是新型尧 高精尖且适用于业余训练的仪器设

备的研发与应用推广较少遥过去在人们传统认知中袁
一般认为新型尧 高精尖仪器设备都是应用于专业运

动员袁而业余训练运动员则不需要遥随着科学化训练

水平的不断提升袁 针对业余训练的科学选材育才也

逐渐受到重视遥 但目前针对业余训练的高精尖科研

仪器设备还相对较少袁 一方面可能因为专门针对业

余训练的研发企业或人员缺乏袁或在市尧区层面鼓励

研发和推广的政策稀缺或力度不足曰 另一方面也可

能与业余训练体育科技人员引进先进仪器设备的意

识和使用能力偏弱有关遥

一是信息资源意识不足袁 特别是在获取信息的

态度上袁各区呈现出较大差异袁即使是相对较重视业

余训练体育科技服务的部分区袁 信息资源意识仍然

较为淡薄袁 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整个业余训练体育科

技服务信息资源的滞后遥
二是信息内容缺乏系统性袁 特别是通过培训获

取信息的途径方面遥 无论上海市还是各区都缺少专

门针对业余训练体育科技服务人才的系统培训袁如
岗前培训尧上岗培训或者继续教育培训等袁这与缺少

完善的业余训练体育科技服务体系有关遥

近年来从上到下纷纷加大对青少年业余训练的

经费投入袁在体育科技服务方面也存在递增趋势袁但
仍存在各区经费投入不均衡尧 经费使用途径较单一

等问题袁特别是在经费使用途径方面袁主要以测试和

添置部分仪器设备为主袁 而与业余训练相关的体育

科技培训以及研究等方面的经费则投入较少袁 一定

程度上也限制了青少年业余训练的体育科学研究和

技术创新遥

一是理顺市级层面各类业余训练体育科技服务

组织机构袁明确职能定位遥由于目前市级三层组织机

构均涉及部分业余训练体育科技服务的组织管理职

能袁因此应逐步完善职能清晰尧主副结合尧各司其职

的组织机构网络遥同层级之内明确各自职责袁主次分

明曰上下层级之间畅通管理层链袁条线清晰曰而对于

介于各种组织之间的资源整合机构袁 应进一步明确

其在整个组织结构网络中的定位与服务对象尧 服务

内容袁 并与其他市级业余训练体育科技服务单位的

职能定位相协调袁做到各司其职尧优势互补袁切实起

到将全市业余训练体育选材与体育育才充分连接的

桥梁纽带作用袁统筹兼顾遥
二是规范区级层面业余训练体育科技服务组织

机构袁分类引导监管遥首先应从市级层面鼓励和引导

各区加强对业余训练体育科技服务体系构建的重

视曰 其次是引导有条件的区构建与市级三层业余训

练体育科技服务组织机构相对应的三层区级体育科

技服务组织机构袁通过逐渐形成一层区体育局尧二层

区体校尧 三层区体育科技服务和区业余训练的组织

机构网络袁促进市尧区上下对口联动曰再次是对于情

况较为特殊的区袁如黄浦区尧徐汇区尧宝山区等袁因均

同时具有二层体育科技服务组织机构和三层业余训

练组织机构袁 容易在市区上下层链对接和区内同层

选材与育才过程中造成交叉管理和对接不畅袁 因此

应结合各区实际从市级层面制定更加灵活的监管制

度和联动政策袁 确保横向和纵向的业余训练体育科

技服务网络的畅通遥

一是从市级层面统一制定上海市业余训练体

育科技服务人员职称评聘制度遥 首先要从市级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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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对业余训练体育科技服务人员职称体系的重

视度遥 因为即使在 2017 年底国家最新出台的叶关于

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指导意见曳 中袁
除了提到应提高选材育才水平尧明确体育科技服务

要求外袁并未像明确加强教练员队伍建设一样引导

重视体育科技人员队伍建设袁说明无论是上海市还

是国家层面对业余训练体育科技人员队伍建设的

重视度仍有待提高曰其次是制定出台规范统一的上

海市业余训练体育科技服务人员职称评聘制度和

政策袁 明确服务各区业余训练体育科技人员的初尧
中尧高级体育科研专业技术职称评聘标准袁出台适

用于各区体育科技服务人员职称晋升的指导意见袁
鼓励和引导各区加强业余训练体育科技人员队伍

建设遥
二是从区级层面加大业余训练体育科技服务人

员的岗位层级设置遥 首先要完善各区业余训练体育

科技服务岗位设置袁增设科研专业技术岗位袁在层级

上要尽量与各区人社部门协调袁 逐步增设科研专业

技术高级岗位袁 为业余训练体育科技服务人员提供

更大晋升空间曰 其次在招聘业余训练体育科技服务

人员时袁应从性别尧学历尧专业等多方面综合考虑袁尽
量将选材与育才体育科技服务人员相结合袁 平衡男

女体育科技服务人员比例袁明确岗位职能要求袁逐步

实现各区业余训练体育科技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的均

衡尧协调发展遥

一是从市级层面鼓励支持科研院校尧研究所尧企
业对体育科技仪器设备加大研发和创新袁 及时掌握

最新仪器设备动态袁 了解业余训练体育科技服务需

求袁结合青少年业余训练特点袁明确体育科技仪器设

备定位袁定期制定体育科技仪器设备招标计划袁利用

多种宣传平台向社会企业或科研院所开展定向或非

定向招标曰也可通过课题研究途径袁引导开展面向青

少年业余训练的体育先进科技仪器设备的自主研

发袁 从宏观政策上加强先进仪器设备研发导向意识

和宣传推广意识遥
二是从区级层面提高对先进仪器设备的应用

意识和能力遥 各区应在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

基地要求的必备体育科技服务仪器基础上袁 加大

对先进仪器设备的重视和投入袁 主动积极与市级

层面形成互动袁在反馈需求促进研发同时袁亦应结

合单位实际情况袁 按比例投入购置先进仪器设备

的经费曰 鼓励本区服务业余训练的体育科技人员

外出参加培训或交流袁 创造先进仪器设备在青少

年业余训练中的应用条件与平台袁 不断提升体育

科技服务人员应用先进仪器设备解决选材育才实

际问题的能力遥

一是从市级层面引导提升体育科技信息服务意

识袁创新信息服务平台遥 在形式上袁应借助野互联网

+冶尧大数据尧生命健康大产业等计划袁率先整合各行

各业的前沿信息资源袁开辟野互联网 + 体育冶尧数据

体育等一系列信息资源路径袁 创新多种信息推广平

台袁加大对各区的宣传推广袁引导各区加快提升体育

科技信息服务意识曰在内容上袁应开辟主要针对青少

年业余训练的信息资源袁 既要引进青少年业余训练

选材育才方面的先进前沿信息袁 又要搜集整理各区

实际选材育才中的真实信息袁 并与体育科技人员的

岗前尧上岗尧继续教育等系统培训尧职称晋升相结合袁
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研究应用袁形成信息双向传递尧
获取的良性循环遥

二是从区级层面应转变传统体育科技信息理

念袁拓宽信息获取渠道遥 在市级层面的鼓励引导下袁
应尽早意识到体育科技信息服务的重要性袁 及早转

变业余训练只需简单测试的理念袁 拓宽更多信息获

取渠道袁应用更多样的科技服务形式袁加强更深入的

业余训练选材育才研究袁形成良性循环袁更好地将体

育科技服务于青少年业余训练遥

在市级层面袁 首先应制定青少年业余训练体育

科技服务经费投入尧管理尧监督制度袁确保区级投入

有据可依曰 其次可每年投入一定经费用于全市青少

年业余训练体育科技服务体系的完善袁 鼓励做得好

的区带动做得不好的区袁形成长效监管机制袁逐渐实

现各区业余训练体育科技服务的均衡发展遥
在区级层面袁首先应重视业余训练体育科技服

务团队袁 加大对本区体育科技服务的经费投入曰其
次是要拓宽本区业余训练体育科技服务经费的使

用范畴袁除购置先进仪器设备尧开展各类选材育才

测试外袁也应与市级层面同步加大对业余训练体育

科技服务队伍培养的投入袁鼓励并支持本区体育科

技人员参加各类业务培训袁配套支持市局相关课题

项目或设置以研究本区业余训练选材育才发展为

主的专项体育科技研究经费等袁多渠道尧多途径支

持市区尧区区合作项目袁完善本区业余训练体育科

技服务体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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