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世锦赛是除奥运会比赛以外最具影响力

的国际赛事，是各国必争之地，普遍得到各个国家

的重视。田径是所有运动项目的基础，具有运动之

母的称号，因为它比的是速度、高度、远度，要求运

动员在最短时间内发挥出最大力量[1]。田径运动的

发展直接体现出一个国家的体育发展水平、科技发

展水平和经济的发展情况。在奥运会和世锦赛比

赛中我们可以直接看出，世界田径强国必然是体育

强国。通过对本届世锦赛的研究，知晓当今世界田

径的发展格局，以便对我国田径实力及努力的方向

做一个客观分析，对我国田径的发展和制定科学有

效的训练方法提供参考。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7 年伦敦世锦赛田径奖牌分布特征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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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1.2 文献资料法

通过查阅国际田径联合会官方网站、中国田联

官方网站等收集关于 2017伦敦世锦赛的比赛成绩

的相关资料以及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本校图书

馆等查阅与本研究相关的文献资料40余篇，为本文

的撰写提供理论依据。

1.3 数理统计法

运用 Micorsoft Excel 2013 对相关数据资料进

行统计分析，为研究提供可靠的数据。

1.4 归纳比较法

对上一届北京世锦赛的奖牌数量及五大洲的

分布情况进行归纳比较。

1.5 逻辑分析法

根据调查数据的统计结果，运用归纳、类比等

方法进行逻辑分析，结合具体实际情况，通过演绎、

推理，最终得出结论。

2 结果与分析

2.1 伦敦世锦赛金、银、铜整体分布情况特征

2017年 8月 4日田径世锦赛在英国伦敦开幕，

这是在2012年奥运会后，英国伦敦举行的又一世界

重要体育赛事。共有来自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 3 000多名运动员参加本届世锦赛的48个项目的

奖牌争夺。表1数据可看出，通过10 d的激烈角逐，

美国以10金11银9铜的绝对实力强势回归，位列奖

牌榜的榜首，肯尼亚及南非分别位列 2、3位。以巩

立姣、苏炳添为代表的中国队取得了2金3银2铜的

好成绩，位列奖牌榜第5位。从奖牌榜上来看，这次

是除了里约奥运会以外，中国队取得的历届世锦赛

最好成绩，说明中国田径的发展有长足的进步，这

和学习西方科学训练模式是分不开的。值得一提

的是奖牌榜中提到的“中立运动员”，这是继里约奥

运会被兴奋剂事件禁赛之后俄罗斯运动员重新回

到赛场上的另一身份[2]，虽然俄罗斯只派出了 19名

运动员，但是却取 1金 5银的不俗成绩，可见，俄罗

斯田径的地位较高。本届世锦赛不得不提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国家就是牙买加。牙买加上一届取得

了7金6银3铜排在奖牌第2名，而伦敦世锦赛取得

1金3铜，排在奖牌榜的16名，相比之下一落千丈。

相信在这次世锦赛的失利过后，牙买加一定会总结

经验教训，在下一届卡塔尔世锦赛，将会强力反弹，

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

2.1.1伦敦世锦赛金牌分布特征分析

金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体育发展情

况的一个标准，也是一个国家竞技实力的集中体

现。由表2可以看出，欧洲、美洲的金牌数占金牌总

数的2/3以上，表现出雄厚的竞技实力；也展现了欧

洲、美洲在竞技领域的优势地位。非洲的金牌总数

总是处在中间的位置，非洲运动员始终以中长跑为

主项目来巩固自己的田径位置。而亚洲和大洋洲

的金牌不足金牌总数的1/3，说明亚洲与大洋洲田径

运动发展相对薄弱。

2.1.2 伦敦世锦赛银、铜牌分布特征分析

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需要后备人才的培养，

而银牌、铜牌的产生就是对一个国家和地区后备

人才培养的体现。表 3 数据可以看出，欧洲银、铜

总数最多、其次是美洲，体现了欧、美洲对于人才

培养的重视程度，这也是欧洲、美洲长期称霸田

坛主要原因之一。非洲、亚洲以及大洋洲的银

牌、铜牌总数还不及欧洲，体现了体育后备人才

相对较少，应多向欧、美洲借鉴培养经验，以提高

竞技实力。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2

12

12

16

16

18

18

18

18

18

18

24

24

24

24

国家/地区

美国

肯尼亚

南非

法国

中国

英国

埃塞俄比亚

波兰

中立运动员

德国

捷克

澳大利亚

土耳其

哥伦比亚

巴林

牙买加

荷兰

卡塔尔

委内瑞拉

挪威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美洲）

克罗地亚

葡萄牙

立陶宛

比利时

希腊

新西兰

金牌

10

5

3

3

2

2

2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银牌

11

2

1

0

3

3

3

2

5

2

1

1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铜牌

9

4

2

2

2

1

0

4

0

2

1

0

0

0

0

3

3

1

1

1

1

1

1

0

0

0

0

总计

30

11

6

5

7

6

5

8

6

5

3

2

2

2

2

4

4

2

2

2

2

2

2

1

1

1

1

表1 伦敦世锦赛金、银、铜整体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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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伦敦世锦赛洲际分布特征分析

田径之所以在各大洲普及，是素有“得田径者

得天下”的美称。由于地域不同，优势项目也就有

所不同，所以各大洲的奖牌分布和获奖项目有着显

著的差异。

表 4的数据显示，欧洲、美洲分别获得了 17、14

枚金牌，占到金牌总数的 35%和 29%，处于领先地

位，而欧、美两大洲的奖牌总数加起来更是占到

68%；充分证明了欧、美的霸主地位；非洲地位虽然

没有像欧美那样无法撼动，但是在金牌总数和美洲

差距较小；特别是非洲中长跑的优势项目，在国际

中也是无法撼动，而且一直保持着对后备人才的培

养，这使非洲与欧美洲之间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亚

洲与大洋洲，无论是金牌总数，还是奖牌总数，都无

法与其它三大洲相提并论，两大洲奖牌总和才占到

了 14%，充分说明了亚洲、大洋洲的竞技实力与其

他三大洲还有一定的距离，还需一段很长的路要

走。

2.3 伦敦世锦赛项群分布特征分析

我国现代训练理论创始人之一，著名的学者田

麦久教授，根据运动项目所需的运动能力和特点进

行划分，分为体能主导类项目和体能综合类项目。

体能主导类项目根据运动的表现形式，将其划分为

速度性、快速力量性、耐力性3个项目类别。速度性

项目包括短距离跑和跨栏跑；而快速力量性项目包

括投掷、跳跃；耐力性项目包括中长距离跑、超长距

离跑以及竞走[4]。男子的十项全能以及女子的七项

全能项目里包含跑、跳、投，所以归为“体能综合类”

项目。

2.3.1 速度性项目奖牌归属情况分析

速度性项目中，美洲男子在上一届田径世锦赛

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取得了总金牌7枚中的4枚、

奖牌21枚中的14枚。通过表5的数据可以看出，在

本届田径世锦赛中，美洲男子只拿到了 7枚金牌中

的3枚、奖牌27枚中的10枚；虽然取得了领先，但是

与上届相比，还是相差甚远[5]。在过去的近几届奥

运会和世锦赛中，“美牙争霸”一直都是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特别是在男子100 m和200 m项目上，更可

以把“美牙争霸”这 4个字展现得淋漓尽致，本届世

锦赛让我们看到了博尔特与加特林在100 m中的针

锋相对，但让人意想不到是，两人都放弃了200 m的

争夺。由于只在短跨项目中取得了一枚金牌，使牙

买加田径颓势出现；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美洲在

男子速度性项目上，未取得绝对的领先优势。在女

子短跨方面，可以看出美洲整体实力处于一个稳定

状态，依然是绝对优势领先，并取得了7枚金牌中的

5枚、奖牌 21枚中的 10枚，美国依然处于绝对优势

地位，是任何国家无法与之抗衡的。

从整体上可以看出，美洲在速度性项目，无论

男、女都处于领先地位，欧洲和非洲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特别是非洲选手范尼凯克，在男子400 m项目中

成功卫冕，亚洲的男子200 m和以佩尔森为代表的澳

表2 伦敦世锦赛金牌分布情况

美洲

美国

哥伦比亚

牙买加

委内瑞拉

总计

10

1

1

1

13

欧洲

法国

英国

波兰

中立运动员

捷克

荷兰

挪威

葡萄牙

立陶宛

比利时

希腊

克罗地亚

3

2

2

1

1

1

1

1

1

1

1

1

16

非洲

肯尼亚

南非

埃塞俄比亚

5

3

2

10

亚洲

中国

土耳其

巴林

卡塔尔

2

1

1

1

5

大洋洲

澳大利亚

大洋洲

1

1

2

表3 伦敦世锦赛银牌与铜牌分布情况

美洲

美国

牙买加

委内瑞拉

特立尼达多巴哥

巴哈马

墨西哥

巴西

哥伦比亚

总计

银（铜）

11（9）

0（3）

0（1）

0（1）

0（1）

0（1）

0（1）

1（0）

29

欧洲

法国

英国

波兰

中立运动员

德国

捷克

荷兰

挪威

克罗地亚

葡萄牙

比利时

乌克兰

瑞典

银（铜）

1（2）

3（1）

2（4）

5（0）

2（2）

1（1）

0（3）

0（1）

0（1）

0（1）

1（1）

1（0）

1（1）

34

非洲

肯尼亚

南非

埃塞俄比亚

科特迪瓦

布隆迪

摩洛哥

银（铜）

2（4）

1（2）

3（0）

2（0）

1（0）

0（1）

16

亚洲

中国

土耳其

巴林

卡塔尔

日本

银（铜）

3（2）

1（0）

1（0）

0（1）

1（2）

11

大洋洲

澳大利亚

银（铜）

1（0）

1

国家/地区

美洲

欧洲

非洲

亚洲

大洋洲

总计

金牌数（%）

14（29）

17（35）

10（21）

5（10）

2（5）

48

银牌数（%）

12（27）

17（38）

9（20）

6（13）

1（2）

45

铜牌数（%）

17（37）

17（37）

7（15）

5（11）

0（）

46

总计（%）

43（31）

51（37）

26（19）

16（12）

3（2）

139

表4 五大洲奖牌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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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m

200 m

110 m/100 m栏

400 m

400 m栏

4×100 m接力

4×400 m接力

金牌

美国（美洲）

土耳其（亚洲）

牙买加（美洲）

南非（非洲）

挪威（欧洲）

英国（欧洲）

特立尼达多巴哥（美洲）

银牌

男

美国（美洲）

南非（非洲）

中立运动员

巴哈马（美洲）

美国（美洲）

美国（美洲）

美国（美洲）

铜牌

牙买加（美洲）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美洲）

匈牙利（欧洲）

卡塔尔（亚洲）

土耳其（亚洲）

日本（亚洲）

葡萄牙（欧洲）

金牌

美国（美洲）

荷兰（欧洲）

澳大利亚（大洋洲）

美国（美洲）

美国（美洲）

美国（美洲）

美国（美洲）

银牌

女

科特迪瓦（非洲）

科特迪瓦（非洲）

美国（美洲）

巴林（亚洲）

英国（欧洲）

英国（欧洲）

英国（欧洲）

铜牌

荷兰（欧洲）

巴哈马（美洲）

德国（欧洲）

美国（美洲）

牙买加（美洲）

牙买加（美洲）

波兰（欧洲）

项目

表5 速度性项目金牌、奖牌分布情况

大利亚女子100 m栏，都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带动

了亚洲与大洋洲田径竞技实力的整体发展。

2.3.2 快速力量性项目奖牌分布情况分析

表 6显示，在投掷项目上欧洲表现出了较强的

竞技实力。男子、女子共设有 8枚金牌、24枚奖牌，

欧洲取得了 7枚金牌和 16枚奖牌[6]，几乎包揽了所

有金牌，展现欧洲在投掷项目中的传统优势，次之

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取得了1金2银1铜的好

成绩；特别是铅球的领军人巩立姣，在参加了多年

大赛后终于如愿以偿地拿到了金牌，为中国投掷项

目奠定了优势基础。

在跳跃项目上，欧洲并没有展现出超强竞技实

力，反倒是美洲在跳跃项目上取得了优异成绩[7]；男

子、女子取得了4枚金牌9枚奖牌，占到了全部奖牌

的一半，成为美洲的优势项目；欧洲在男子跳跃项

目中，没有获得 1 枚金牌，女子也只获得了 2 枚金

牌，显示欧洲的整体竞技实力处在下降趋势。非

洲在跳跃上取得了飞跃，拿到了 2 枚金牌，说明了

非洲不仅在耐力项目取得优势，在跳跃上也可以

取得好成绩。亚洲、大洋洲在跳跃项目上，还需要

总结经验、学习新的技术以及训练方法来提高训

练水平。

表6 快速力量性项目金牌、奖牌分布情况

标枪

铁饼

铅球

链球

跳远

三级跳远

跳高

撑竿跳高

金牌

德国（欧洲）

立陶宛（欧洲）

新西兰（欧洲）

波兰（欧洲）

南非（非洲）

美国（美洲）

卡塔尔（非洲）

美国（美洲）

银牌

男

捷克（欧洲）

瑞典（欧洲）

美国（美洲）

中立运动员（欧洲）

美国（美洲）

美国（美洲）

中立运动员（欧洲）

波兰（欧洲）

铜牌

捷克（欧洲）

美国（美洲）

克罗地亚（欧洲）

波兰（欧洲）

南非（非洲）

葡萄牙（欧洲）

叙利亚（亚洲）

法国（欧洲）

金牌

捷克（欧洲）

克罗地亚（欧洲）

中国（亚洲）

波兰（欧洲）

美国（美洲）

委内瑞拉（美洲）

中立运动员（欧洲）

希腊（欧洲）

银牌

女

中国（亚洲）

澳大利亚（大洋洲）

匈牙利（欧洲）

中国（亚洲）

中立运动员（欧洲）

哥伦比亚（美洲）

乌克兰（欧洲）

美国（美洲）

铜牌

中国（亚洲）

法国（欧洲）

美国（美洲）

波兰（欧洲）

塞尔维亚（欧洲）

哈萨克斯坦（亚洲）

波兰（欧洲）

委内瑞拉（美洲）

2.3.3 耐力性项目分布情况分析

非洲的地理优势造成了运动员耐久跑这样特

殊的身体机能，决定非洲在耐力项目的称霸地位。

由表 7可知，非洲在本届世锦赛耐力性项目中取得

16金中的9金、48枚奖牌中的24枚；特别是在男子、

女子1 500 m、5 000 m都把金牌收入囊中，彰显了非

洲运动员较强的竞技实力，在女子800 m中，著名运

动员塞梅亚蝉联了这个项目的金牌，由此可见，非

洲在耐力项目上的霸主地位是无法撼动的。其次

是欧洲，欧洲的 4枚金牌中有 3枚是在超长距离上

获得的，比如在50 km竞走中男女全部获得金牌；值

得一提的是在男子10 000 m的比赛中，英国选手法

拉赫，在被肯尼亚以及埃塞俄比亚运动员重重包围

下，经过激烈角逐，最后靠着超强的冲刺能力，蝉联

了该项目的金牌。从以上结果来看，非洲、欧洲几

乎垄断了中长跑项目。至于美洲与亚洲，还不能与

之抗衡，还处在进步阶段，但是中国代表队表现出

了不俗的成绩，成功蝉联了女子20 km竞走，在更长

女子50 km竞走上也取得了突破。

2.3.4 体能综合类项目分布情况分析

体能综合类项目是对身体要求特别高的竞技

项目，一直被欧美国家占据。表8显示，在本届世锦

项目

项目

十项全能

七项全能

金牌

法国（欧洲）

比利时（欧洲）

银牌

德国（欧洲）

德国（欧洲）

铜牌

德国（欧洲）

荷兰（欧洲）

表8 体能综合类项目奖牌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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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上，体能综合类项目所有的奖牌都被欧洲所占

据，无论男女都表现出强劲统治地位，法国称霸了

男子十项全能、比利时称霸了女子七项全能，而美

洲、非洲、亚洲以及大洋洲没能获得一枚奖牌。

3 伦敦田径世锦赛对中国田径的启示

中国队派出以苏炳添、巩立姣、张国伟、董斌为

代表的 46 人，征战本次伦敦田径世锦赛。参加 17

个项目的争夺，取得了2金3银2铜的历史第二好成

绩，2 枚金牌分别由女子铅球和女子 20 km 竞走获

得，在女子投掷项目上，在里约奥运会参加 12人只

有7人通过了预赛，一人登上领奖台，而伦敦世锦赛

同样12人参赛，取得了1金2银1铜的好成绩，很大

程度说明了中国女子投掷项目有了新的突破。但

是中国只在竞走和女子投掷项目上取得突破是远

远不够的，希望中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补充新鲜血

液，加强“走出去，请进来”的发展策略，使中国田径

在下一届世锦赛中，充分发挥优势项目，挖掘新的

夺金点，取得历史性突破。

4 结论

（1）从2017年伦敦田径世锦赛奖牌分布特征来

看，地理优势和项目性特征致使世界田径格局在短

时间内不会有太大波动，但世界田径的竞争朝着多

极化方向发展，部分项目归属集中化，洲际间都有

自己的优势项目。俄罗斯逐渐以中立运动员的身

份回归赛场重新加入竞争当中。

（2）通过整体的金牌、奖牌得出：欧、美、非的区

域实力和项目性特征明显，亚洲的田径竞技实力处

于上升阶段，还有上升空间。

（3）通过对金牌分析看出，欧、美洲具有雄厚的

竞技实力，非洲处于中间位置，与欧、美洲逐渐形成

三足鼎立之势，亚洲与大洋洲与其他洲还有一定的

距离，但是有了长足的进步。对银牌、铜牌的分析，

欧、美洲之所以长期称霸世界田坛是因为对后备人

才着重培养，而非洲也是一样。亚洲、大洋洲人才

储备不足，人才培养重视程度不够，无法在今后重

大比赛中取得好的成绩。

（4）世界田径的发展向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由

部分区域和优势项群产生，美洲依然在速度性项目

称霸一方，牙买加田径的颓势和美国的强势回归改

变了竞争格局，欧洲无论在快速力量性项目、还是其

它项目中都达到了遍地开花的效果使之竞技实力大

大增强，特别是在投掷项目中竞技实力独霸一方。

非洲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先天的身体条件，在耐

力项目上，肯尼亚与埃塞俄比亚国家为代表让其他

洲无法超越，非洲不仅在耐力项目上称霸还可以在

短距离和跳跃项目上有所突破。亚洲在竞走、女子

投掷以及跳跃项目具有争金夺牌的实力，近两届世

锦赛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和一定的突破。

5 建议

（1）地理特征与项目性特征来看，国与国之间

更应该加强交流，互相借鉴、学习科学的训练手段，

以及对优势项目的延续和对潜在优势项目的挖掘

进行相互学习。

（2）亚洲竞技实力还有一定上升空间。亚洲应

多学习欧洲、美洲的科学化训练手段，正确认识亚

洲的优势项目，从而保证一定的国际竞技地位。

（3）中国应继续发挥和传承现有的优势项目，

如投掷以及竞走类项目，经常参加欧洲举行的赛

事，特别是投掷项目，以赛代练提高运动员的竞技

能力和运动成绩。

（4）中国更应该注重运动员的科学选才，科学

训练手段，在科学化训练进程中保证运动员的营养

以及身体恢复来提高训练水平，在比赛中取得更好

的成绩。

表7 耐力性项目分布情况

项目

800 m

1 500 m

3 000 m障碍

5 000 m

10 000 m

马拉松

20 km竞走

50 km竞走

金牌

法国（欧洲）

肯尼亚（非洲）

肯尼亚（非洲）

埃塞俄比亚（非洲）

英国（欧洲）

肯尼亚（非洲）

哥伦比亚（美洲）

法国（欧洲）

银牌

男

波兰（欧洲）

肯尼亚（非洲）

摩洛哥（非洲）

英国（欧洲）

乌干达（非洲）

埃塞俄比亚（非洲）

中立运动员（欧洲）

日本（亚洲）

铜牌

肯尼亚（非洲）

挪威（欧洲）

美国（美洲）

美国（美洲）

肯尼亚（非洲）

坦桑尼亚（非洲）

巴西（美洲）

日本（亚洲）

金牌

南非（非洲）

肯尼亚（非洲）

美国（美洲）

肯尼亚（非洲）

埃塞俄比亚（非洲）

巴林（亚洲）

中国（亚洲）

葡萄牙（欧洲）

银牌

女

布隆迪（非洲）

美国（美洲）

美国（美洲）

埃塞俄比亚（非洲）

埃塞俄比亚（非洲）

肯尼亚（非洲）

墨西哥（美洲）

中国（亚洲）

铜牌

美国（美洲）

南非（非洲）

肯尼亚（非洲）

荷兰（欧洲）

肯尼亚（非洲）

美国（美洲）

意大利（欧洲）

中国（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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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互动。

5.3 课前自学

根据学情，教师可以设计制作学习任务单或

者学习指导书，在上面要包括教学目标、学习时

间、学习任务、学习要求和学习方法，特别要注意

其资源内容和教材内容的衔接。对学习的检验，

可以用课堂测试或讨论答疑或小组汇报等形式来

实现。ERP 实训课程项目四的采购管理的学习任

务单（见图3）。

5.4 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是整个翻转课堂教学的关键。通过

蓝墨云班课进行教学，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经验值的

排名及变动，了解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过程及知

识的掌握情况，关注优秀学生，并将之设为助教，起

引领带头作用。在重难点讲解时，可以适时地采用

随机抽人或抢答、举手、小组评价的方式进行，以提

高学生的参与度和积极主动性；同时要特别注意理

论和实践的结合。比如ERP实训课程，本身就是一

门实操性很强的课程，以学生操作为主，教师主要

讲解操作要点及注意事项。在操作过程中，教师主

要是引导、鼓励，对学生出现的问题，鼓励小组内讨

论、小组间取经、网络上找答案。定期或不定期地

采用小组汇报的方式进行阶段总结，将上机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向全班同学及老师进行汇

报。

5.5课后反馈

课后的及时反馈，是对上阶段学习的总结和整

理。在这个阶段，教师引导督促各小组及时完成相

关活动，完善课前布置的学生任务单。并布置下次

课前资源的学习。通过蓝墨云班课APP，学生将参

与各种活动的操作过程和作业、成果以图片、文字

等形式上交，采用教师点评、小组互评、助教评价的

方式，教师可以随时了解学生的练习情况，实现跨

时间、跨空间的指导，也可关注优秀学生动态。期

末以总经验值的形式，反映学生在班课中查阅资

源、参与活动、签到、被老师点赞等过程，综合反映

学生在整个学期的学习情况。

总之，基于蓝墨云班课的翻转课堂教学，可以

发挥互联网优势，实现教学资源推送，学生在智能

手机（iPad）随时随地的自主学习，实现教师与学生

的实时互动，实现对学生学习的过程性考核，也有

助教师拓展教学思路，使教师的角色由知识传授者

变为“教学引导师”，学生“以学为中心”，学生的积

极性得到有效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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