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我国对于大众体育发展的不断重视，竞技

体育成为了一项重要的体育发展形式，一方面它是

国家对外彰显文化并进行交流的重要载体，另一方

面则重点反映了大众对于健康体魄的追求[1]。积极

发展竞技体育意义重大：首先，各国之间能够通过

竞技体育交流加强联系；其次，竞技体育有助于重

塑民族精神品格、增强民族凝聚力；然后，竞技体育

类项目能够为国家带来资金引流，提高经济效益，

从而不断扩大国家的影响力。当前我国竞技体育

事业不断蓬勃发展。自2000年始的近5届奥运会，

中国一直稳居金牌榜的前 3 名,同时近 2 届的青奥

会，我国也获得了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一名的优异成

绩。这在世界都属于前列地位，领先于其他体育优

势强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作为我国竞技体

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对于提升我国竞技体

育综合实力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必须要充分重视竞

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问题[2]。

1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现状

为了进一步了解当下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培养情况，文章数据来源为体育事业统计年鉴，参

考资料有《中国青少年体育发展报告》、中国体育产

业协会网站信息、我国文化产业报告等，并结合知

网、维普等数据库进行前人研究成果的收集和提

炼，总结了目前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过程中较为

突出的几点问题。

1.1 人才培养地区差异大、项目布局不合理

截至2018年，我国招收高水平运动员的高校达

到了346 所，不但涵盖了田径、足球、篮球、排球等广

泛开展的运动项目，还包含了我国一些竞技优势项

目如兵兵球、羽毛球、游泳及网球等项目，还有一些

开展较少的项目如棒球、垒球、击剑、冰雪、射击、棋

牌、橄榄球、手球等，另外还包括了攀岩、定向越野

等近年新兴的一些运动项目。总体而言，高校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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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运动队开展项目布局差异大，传统项目如田径、足

篮排等项目开展的高校数量多。截至2018年5月，我

国普通高校统计有3 874 所，其中本科院校1 328 所、

专科院校2 088 所。目前教育部批准具有高水平运动

队资格的高校有346 所，占全国普通高校的8.93%。

截至目前，我国除西藏自治区外共有30个省、市、自治

区的高校有高水平运动队，且各省、市、自治区内高校

高水平运动队的数量各不相等、相差较大，其中北京

分布最多，有31 所，最少的是青海、贵州、宁夏，仅为4

所。总体来说，我国高校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存在

地区差异大、项目布局不合理的情况。

1.2 人才训练体系相对粗糙、落后

人才训练体系是支撑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培养的重要支撑力，该体系是否完善、有效，主要体

现在人才选拔、训练内容等方面[3-4]。

首先，从人才选拔上看，目前我国竞技体育后

备人才的选拔方式主要包括经验选拔、指标测试、

成绩选拔以及综合评价几种（图1）。从图1中可知，

体校运动员为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主要

群体，在选拔过程中仍以经验选拔为主，指标测试、

成绩选拔、综合评价所占比例相对较低。可见，以

相关选拔单位、机构及其教练的经验为主要依据的

选拔方式仍然是我国目前竞技体育人才纳入的关

键。目前相关机构及教练开始认识到人才选拔方

式的片面性和不合理性，并尝试通过对于竞技体育

后备人才进行综合评价的方法来进行人才选拔，这

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综合素

质，实现了人才选拔效果的提升，但是在指标测试

和成绩选拔这两项人才选拔指标的评判上，由于缺

乏科学化的评判体系，因而依然存在较多的不足，

无法为后备人才选拔提供参考。总体来说，当下的

运动员选拔模式科学性、全面性水平不足，不利于

人才训练体系的完善。

其次，从训练内容上来看，主要分为训练项目

和竞技能力训练两大方面。

①从训练项目分布上看，目前，包括射击、网

球、摔跤、跳水、田径、篮球、跆拳道等在内的竞技体

育项目均纳入了我国竞技体育训练以及后备人才

培养的内容，国家各级体校也根据具体项目进行了

人才梯队建设，部分经济体育项目的梯队建设情况

（表1）。我国部分竞技体育项目中各类项目均有所

涉及，包括较为少见的艺术体操、水球、跆拳道等，

但田径类项目总体人才选拔规模较大，不同竞技项

目间存在人才选拔规模不平衡的现象[5-6]。

②从竞技能力的培养来看，竞技能力主要包括

运动员的体能特征、技能和战术能力、心理和智能

训练三大方面。不同的运动项目因为其特点不同，

因而往往对运动员的竞技能力要求侧重点有所不

同，加上竞技运动员自身的天赋和体能素质不同，

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训练效果的差异化。综

上所述，无论是训练项目还是竞技能力训练，都体

现了我国目前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选拔训练内容结

构失衡的情况。

1.3 竞赛体系早期专业化趋势显著，发展后劲较弱

运动员的竞技水平决定了体育项目的可持续

发展[7]。通过近两届的青奥会研究发现，无论是金

牌数量抑或奖牌数量，我国均名列前茅，这体现出

中国青少年运动员出色的心理素质及竞技能力[8]。

但是与此同时，我国在青少年人才培训上存在着极

大的弊端，一方面部分体育项目在人才培养的早期

已经开始专门化，呈现揠苗助长的趋势，降低了青

少年在运动生涯及未来发展上的多重可能性，同时

也令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空间收到限制。另一方面

较多重视体育技能的训练，忽略相关的素质教育及

防护教育，不利于优秀竞技体育人才的储备[9]。

1.4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组织单一化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机制主要是通过

图 1 我国体校运动员选拔方式概况

表 1 我国部分竞技体育项目梯队建设情况

竞技项目

射击

射箭

网球

摔跤

柔道

田径

跳水

水球

篮球

跆拳道

艺术体操

一线

329

64

314

939

964

11 480

133

45

672

340

204

二线

4 280

1 598

416

2731

1 133

18 506

855

166

1 551

310

169

三线

4 202

1 747

367

268

2 012

31 668

880

45

323

145

337

总计

8 811

3 409

1 097

3 938

4 109

61 654

1 868

256

2 546

795

710

人

62%

3%

1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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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层选拔，从初级体校选材与启蒙（体育传统项目

学校、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等）到中级体校进行专

业培养（重点青少年业余体校、竞技体校等）再到省

队或国家队进行高水平训练（省市区优秀运动队、

国家队等）（表 2）。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竞

技体育人才的培养，但该体制由于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依据我国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

平而提出的，所以已经无法满足当下市场经济体制

发展的需要，难以迅速集中人力、财力、物力，进而

有效配置全国的竞技体育资源，不利于形成业余体

校、体育运动学校、优秀运动队为基础的三级训练

网，这对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十分不利，无

法有效促进我国“举国体制”的有效建立，不利于实

现体育行业活力的迸发。

1.5 相关培养机构难以挖掘合适生源

尽管我国体育制度不断完善，但是我国对于体

育竞技人才的培训投入却日益下降，传统的体育培

养模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体校学生在新的教育环

境下仍然被迫接受重复、艰难的竞技训练，难以达

到文化学科与体能教育的均衡，导致综合发展受

阻，这对于体校学生的个人发展而言造成了巨大的

风险。在如此环境下，许多青少年家长出于对孩子

前途的考虑，逐渐放弃以体育专长代替更长远的职

业发展的观念，不再接受相关培训机构的招生宣

传，针对当下体校招生现状的调查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 3数据中，可以看出目前体校招生的情况

较为严峻，许多机构难以招到合适、优秀的生源。

具体来看，在267 所体校中，认为不困难的体校仅有

14 所，占 5%，而认为困难及困难以上的有 154 所，

比例超55%，即表明招生困难为普遍现状。由此可

见，我国当下相关培训机构难以挖掘合适的生源，

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其传统、落后的人才培养

模式，“重武轻文”、忽略素质教育的培训核心在新

时期必然面临着被人才市场放弃的局面[10]。

2 人才培养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对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现状的调查

与分析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探索人才培养的影响因

素，本文以近5 届我国奥运会金牌总数为因变量，以

人才选拔模式、青少年运动员数量以及青少年体育

竞赛数量等为自变量，探索影响我国竞技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成效的主要因素，具体内容如下。

2.1 数据与变量

本研究的实证以我国近5 届（2000年、2004年、

2008年、2012年、2016年）的奥运会金牌总数作为评

价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成效的主要指标，并根据

上文的分析内容选取人才选拔模式、青少年运动员

数量、青少年体育竞赛数量作为核心的自变量探索

指标，具体如表 4所示。所有指标数据资料均来源

于国家体育局官方网站、官方披露的资料报告以及

互联网其他权威网站。

2.2 模型构建

本研究主要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变量间

的关系进行测算，其一般形式为式（1）。

表 2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制

数据来源：《中国青少年体育发展报告》（2015）。

培养单位

体育传统项目学校

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

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重点青少年业余体校

竞技体校

体育运动学校

国家队

省市区优秀运动队

解放军运动队

职业俱乐部运动队

行业体协

人才级别

选材与启蒙

体育项目的中级人才类别

省市级水平人才、国家级

水平人才、世界级水平人才

训练级别

初级训练体制

中级训练体制

高水平训练体制

表3 我国体校招生情况

困难等级

体校/所

百分比/%

困难

98

37

非常困难

56

21

一般

57

22

不太困难

42

15

不困难

14

5

表 4 变量与说明

变量

奥运会金牌总数

人才选拔模式

——经验选拔

人才选拔模式

——指标测试

人才选拔模式

——成绩选拔

人 才 选 拔 模 式

——综合评价

青少年运动员数

量

青少年体育竞赛

数量

招生简易度

符号

GN

XB_JY

XB_ZB

XB_CJ

XB_ZH

TN

TCN

ZS

释义

近5 届我国奥运会金牌总数

以教练以及选拔人员经验参考

以及历史数据资料为依据的选

拔模式占比

以实时指标测试结果为主要依

据的选拔模式占比

以运动员在国家级考核中取得

的成绩为依据的选拔模式占比

综合考虑运动员各方面素质以

达到科学选材的选拔模式占比

我国青少年中包括一线、二线、

三线运动员的数量

我国国家级青少年体育竞赛的

举办数量

招生困难度调查中表示不困难、

不太困难的人数占比

（1）yi=a0+a1x1+a2x2+a3x3+…+aixi+ε (i=1,2,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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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本研究设计的指标以及相关分析，将探索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成效影响因素的模型

构建如式（2）。

GNi=a0+a1XB_JY1+a2XB_ZB2+a3XB_CJ3+

a3XB_ZH3+a4TN4+a5TCN5+a6ZS6+ε

式中，GNi为第 i届我国奥运会金牌数量，a0为常数

项，a1、a2、a3、…、a6分别为人才选拔模式——经验选

拔、人才选拔模式——指标测试、人才选拔模式

——成绩选拔、人才选拔模式——综合评价、青少

年运动员数量、青少年体育竞赛数量以及招生简易

度指标的相关系数，为残差项。本研究主要使用

eviews6.0进行模型的回归统计测算。

2.3 实证结果

2.3.1 描述性统计

通过对数据进行整理，得到的各个变量描述性

统计结果（表 5）。从表 5 可知，包括人才选拔模式

——经验选拔、人才选拔模式——指标测试、人才

选拔模式——成绩选拔、人才选拔模式——综合评

价、青少年运动员数量、青少年体育竞赛数量以及

招生简易度指标的变量均具有较高水平的标准差，

分别为0.93、0.98、0.93、0.90、0.93、0.90、0.89，表明该

类量表的统计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说明在调查的

自变量均具有显著性，因此对其与竞技体育后备人

才培养成效的关系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2.3.2 相关性分析

在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研究进一步对样本数

据得出的各类影响因素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成效的关系进行探讨，其中，各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结果如表6所示。

从表6可知，与我国奥运会金牌获得数量，即我

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成效呈显著相关性的分

别为人才选拔模式——经验选拔、人才选拔模式

——指标测试、人才选拔模式——成绩选拔、人才

选拔模式——综合评价、青少年运动员数量、青少

年体育竞赛数量以及招生简易度；其中，人才选拔

模式——经验选拔变量与奥运会金牌数于一定的

水平上显著相关，具有一定的统计学意义，但与其

他变量相比，该项变量所呈现的相关性较弱，而包

括人才选拔模式——指标测试、人才选拔模式——

成绩选拔、人才选拔模式——综合评价、青少年运

动员数量、青少年体育竞赛数量以及招生简易度在

内的指标与奥运会金牌获得数量在 0.01 的水平上

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2.108、1.665、3.003、

2.245、3.013、2.143。可以得出，在人才选拔模式上，

经验选拔的优势已经不凸显，综合评价的选拔模式

相关性最强，应作为后期选拔的重点考虑方向。

2.3.3 回归分析

在相关性分析基础上，本研究将根据模型进行

最小二乘估计(OLS)回归分析，由此来明确各个变

量之间存在的数量关系，具体结果如表7、表8所示。

通过对文章构建的回归方程统计分析发现，所

构建的模型符合F检验对显著性的要求（F=108.33，

p<0.001），其中，模型中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数，表

明其具有正向的显著相关性，与此同时，t检验的具

体结果表现为显著（t=11.26，p<0.001），表明以上因

素均对后备相关人才培养成果有一定作用。具体

可总结为以下三方面：

（1）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选拔方式

的选择对其培养成效将产生显著影响，综合评价模

式将更有益于确保人才质量。

（2）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培养规模、竞

技赛举办频率对培养成效将产生显著影响，表明青

表 5 描述性统计结果

极小值

12.899 2

0.000 3

14.914 6

0.002 1

0.358 7

变量

XB_JY

XB_ZB

XB_CJ

XB_ZH

TN

TCN

ZS

极大值

21.865 5

2.335 5

22.148 3

0.978 3

1.000 0

均值

5.692 599

4.082 368

4.633 446

3.362 980

4.917 372

标准差

0.093 194 6

0.981 624 5

0.925 995 7

0.897 523 9

0.930 776 3

0.903 251 2

0.890 762 3

TN

1

0.416

0.223

0.209

0.180

TCN

1

0.046

0.091

ZS

1

GN

XB_JY

XB_ZB

XB_CJ

XB_ZH

TN

TCN

ZS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GN

1

1.158*

0.031

2.108**

0.000

1.665**

0.000

3.003**

0.000

2.245**

0.000

3.013**

0.000

2.143**

0.000

XB_JY

1

-0.157

0.050

-0.241

0.040

-0.024

0.163

-0.241

0.070

-0.024

0.163

-0.024

0.163

XB_ZB

1

0.247

0.000

-0.396

0.000

0.247

0.000

-0.396

0.066

-0.396**

0.080

XB_CJ

1

0.101

0.000

0.071

0.077

0.101

0.051

0.101**

0.062

XB_ZH

1

0.101

0.000

0.341

0.098

0.217

0.109

表6 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

注：** 在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 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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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竞技培养对总体人才培养成效具有较大的促

进作用；

（3）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招生简易

度对培养成效将产生显著影响，优化招生模式、完

善培养体系应成为重中之重。

3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完善策略

3.1 合理选拔，对人才选拔模式进行革新升级

人才选举是竞技体育训练的第一步。建立科

学的人才选拔模式，对于训练成功具有重要的作

用。首先，注重人才选拔标准的革新。竞技体育的

管理人员应加强专业化的研究，立足于青少年时期

的年龄特点，制定符合青少年特征和个人特性的体

育人才选拔标准，保证体系的科学性以及选拔的可

操作性，因此有关部门必须加大对该方面的投入，

从而确保选拔模式范围惠及更广，进而取得更为长

远的效益。其次，优化选拔人才的评选过程。对于

人才的选拔要以《全国青少年奥运项目教学训练大

纲》为指导，避免出现因为教练的个人喜好而忽略

能力的选拔情况，同时为了方便对人才进行管理，

可借助互联网手段对所有选拔人员的数据进行基

础录入，建立专业化的人才数据库。

3.2 立足根本,保障青少年运动员培养的有效性

研究结果表明，青少年运动员的培养规模以及

竞赛频率对于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成效

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所以确保青少年运动员培

养的有效性，是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根本

任务。

首先，注重青少年运动员体育兴趣培养。在入

门阶段避免前期强度过大、专业要求过强，而是要

渐进性地引导其发展，在渐进式的科学训练原则中

激发青少年对于专项体育的兴趣，并立足于自身的

兴趣优势，来对青少年的所长进行挖掘和提升。在

后期阶段，则要立足于素质和水平的要求，培育体

育人才。为了促进青少年体育活动的开展，必须从

体育项目以及竞赛内容入手。一方面，活动以及竞

赛的内容应该不仅仅拘泥于基础体育，而是要拓展

体育内容，创新竞技方式，触发青少年的好奇心，激

发兴趣，另一方面，应促进竞技项目的多元化发展，

以更深层次地挖掘青少年的多方面体育才能。

其次，注重青少年运动赛事的规模和频率。学

校以及社会各界、相关机构应多组织专业性更强、

竞技性的省际、国际体育项目联赛，或者针对单项

的具体体育项目来进行专业化评比，同时借鉴国外

的体育发展形式，采用体育俱乐部的方式组织联

赛，并将比赛的范围逐渐扩大，确保具有体育兴趣

以及天赋的青少年能获得更多、更专业广阔的体育

竞技发展机会。

3.3 修整制度,建构完整的后备人才培养体系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中，招生简易度对培养成效将产生显著影响，优化

招生模式、完善培养体系应成为重中之重。因此，

要提高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成效，必须对现

有制度进行修正，并逐渐完善后备人才培养体系。

（1）立足我国体育现状，优化管理。目前我国

比较大型的，广为人知的比赛赛事主要是奥运会，

可以以 4 a为一个阶段,实行梯队训练，从地域角度

出发，从地方到国家进行训练梯队的建设。应该从

管理和布局方面进行筹措，具体来看，坚持“两导”

原则，一方面在体育训练方面要进行专业的指导，

另一方面在政策落实和制度完善方面，要履行检查

督导的职能,要针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工作

开展定期检查,建立适宜的奖励制度，以维持体育培

训的有序性和专业性。

（2）实现三级训练体制，输送人才。为保证生

源的来源合理，必须立足于三级训练的体制，从县

到市再到省，从业余体校再到专业体系，完成对于

人才的输送。三级训练体制和人才输送体制对于

我国体育人才培育成效的持久性具有重要意义。

（3）发挥政府协调作用，提供支撑。政府要在体

育竞赛和体育培育方面充分发挥组织以及协调的作

用，促进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朝着更为合理规范有效

的方式发展，为青少年的体育之路以及我国体育竞技

后备人才的培养提供最坚强可靠的壁垒。

表 7 个人特质对创业倾向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GN

自变量

各类影响因素

标准误差

0.52

Beta

0.28

调整R方

0.365

T

11.26**

F

108.33**

表 8 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XB_JY

XB_ZB

XB_CJ

XB_ZH

TN

TCN

ZS

因变量

GN

GN

GN

GN

GN

GN

GN

调整R方

0.24

0.24

0.24

0.24

0.24

0.24

0.24

Beta

0.093

0.196

0.231

0.138

0.142

0.133

0.180

t

2.441**

5.486**

5.218**

3.902**

F

33.103**

33.103**

33.103**

33.103**

注：**表示在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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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藏族工科生综合实践能力、科学素养的培养，

对于完成项目的学生给予配套激励措施，激发学生

学习的积极主动性。藏族工科生均来自西藏，学成

后大多都要回到西藏工作，所以工程类课程的设置

和教学计划的实施应以满足当地的需要为主。目

前学校正以此为契机，大力推进教学改革，修订人

才培养方案，在生物模块中增加了中草药的甄别及

精加工技术，在物理模块中增加了电子工艺生产实

训技术，在教师教育模块中增加了微课堂实践课等

等。这些实践环节的增设，让学生在校期间就有机

会接触实际工作环境，在实践中锤炼发现和解决问

题的本领，全面提升藏族工科生的工程实践能力。

4 结语

藏族工科生自我学习能力的提高，不仅关系到

学生个人的健康成长，也关系到学校办学水平的整

体提升，它是一项系统工程。本文由于研究样本数

量和地方院校选取的局限性，仅从藏族工科生校园

适应能力、创新创造能力及工程实践能力方面进行

了研究，不能全面揭示内地高校藏族工科生的学情

规律，但可为内地高校培养藏族工科生提供一些实

务性路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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