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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前言
国务院 2000 年颁布的 2001－2010 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指出要加

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加快训练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业余训练是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基

础，必须高度重视业余训练工作，改善业余训练条件，坚持走体教结合

的道路。 [1]篮球项目的改革发展十分迅猛，职业联赛的推出，使我国篮

球结构划分更加明确，分为职业与业余阶段，业余阶段的培养就是后

备人才的培养，当前体、教两个系统积极的结合与合作，已形成多元化

的篮球后备人才培养模式， 特别是学校篮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的建

立，为篮球后备人才的培养带来了勃勃生机。 学校化“体教结合”培养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是学校体育改革的重要举措，篮球运动是学校开展

竞技体育的重要内容，已形成了 CUBA、CUBS 为龙头的学校系统的联

赛和人才培养体制，但目前还存在许多问题与困惑，所以有必要对篮

球学校化“体教结合”培养篮球后备人才的内涵进行剖析，以便更好地

指导篮球学校化“体教结合”培养篮球后备人才今后的工作开展。
1．概念界定
本文所指的学校是教育系统的各级各类学校。 “化”可以作词的后

缀，附着在名词或形容词性的语素或语素组之后构成动词，表示转变

成某种状态或性质。如现代化。 [2]学校化是指向教育系统的学校方向转

化，表示一种趋势。
俞继英等认为“体教结合”的模式就是体育系统和教育系统相结

合,以培养竞技体育人才和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全面发展的人才为目

标,既遵循运动训练规律又遵循教育规律的一种新型的竞技体育人才

培养体制。 [3]

本研究认为学校化“体教结合”培养模式是指：体育系统和教育系

统相结合, 在教育系统内， 以培养竞技体育人才和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全面发展的人才为目标,既遵循运动训练规律又遵循教育规律的一种

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制。
2．篮球学校化“体教结合”的内涵
对篮球学校化“体教结合”内涵的理解，首先是要理解学校化的涵

义即篮球“体教结合”培养篮球后备人才应当放在学校来实施，这是学

校的教育功能和篮球后备人才分布与成长过程中受学校教育的客观

要求所决定的，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篮球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根本

保证。 篮球学校化“体教结合”内涵也应当从三个层面来理解，第一层

面是宏观层面即篮球管理中心与教育部大中学体协相结合，对篮球竞

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制进行创新，在整体布局，资源调配，责任与义

务，政策的制定与颁布进行高效、系统、紧密的设计与协调，实现两家

合力的最大化。 “体教结合”是体制改革具体措施的体现，必须要结合

我国的国情和了解竞技体育发展的历史，由于体教两家长期分离各自

为政，就如两根平行的轨道没有交点。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

之后，竞技体育的发展离不开学校教育，学校教育也需要竞技体育和

为竞技体育发展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体教结合”就是在充分考虑

我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让两条平行的轨道逐步的交接，首先应当是

在宏观层面的体教结合，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才能使“体教结合”顺利

实施。 第二层面是中观层面即篮球竞技运动与学校教育的结合，即篮

球竞技运动要成为学校教育过程中的一种教育手段，学校教育要成为

篮球竞技运动发展最为有力的后备保障基地。 我国篮球竞技运动的发

展特别是在业余阶段篮球后备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学校这个支撑点，篮

球运动在学校是最受喜爱的运动项目之一，为篮球竞技运动提供最广

阔的后备人才库，篮球竞技运动后备人才的成长过程也离不开学校教

育的大环境。 于此同时学校教育也需要篮球竞技运动，正因为篮球竞

技运动在学校开展的广泛性，学校教育更应当把篮球竞技运动作为一

种教育手段对学生进行健康素质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学生团结

协作精神和公平竞争意识等，并积极推动学校体育工作的开展。 第三

层面是微观层面即既要遵循篮球科学运动训练规律又要遵循教育规

律上进行合理结合来培养全面发展篮球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在这个层

面上主要是针对篮球后备人才个体培养的具体实施手段和过程，在目

前阶段微观层面的落实离不开体教两家的结合与通力合作。
3．篮球学校化“体教结合”的意义

3.1 促进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人才的全面发展

社会的进步， 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认识有很大的改变，竞

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过程中首先是考虑培养全面发展符合社会需要

的基本素质人才，其次是高水平竞技体育专业素质人才，这种教育过

程只有在学校才能完整地实施。 学校教育有明确的教育目标,保证了

学生的全面发展;学校教育具有系统和丰富的课程体系,为学生的全面

发展提供学科知识支持;学校里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教师,他们以教师职

业操守和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引导学生全面发展;学校教育具有严密

的组织性和计划性,其教学评价指标具有全面性和发展性。 这些都使

得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成为学校教育的本质属性。 [4]“体教结合”不仅

是体制上的改革，从个体需要的角度来看是一项以人为本重视竞技体

育后备人才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
3.2 促进学校体育工作的发展

1986 年国家教委与原国家体委在山东掖县召开的会议明确指出

学校业余体育训练是学校体育的组成部分， 也是学校体育的一项内

容，必须在全面贯彻教育方针的前提下，遵循教育规律，按照体育运动

训练原则，系统地、科学地开展体育运动训练，为国家培养德智体全面

发展的优秀体育人才。 学校体育应把篮球运动作为一种手段来丰富和

完善学校教育，学校通过篮球运动的开展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如健康

素质教育、平等竞争的意识，弘扬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教育等，同时通

过学校篮球运动的开展， 提升了学校体育在德智体配比中的比重，并

带动了学校体育的发展，一方面确立学校竞技体育的特色项目建立了

体育品牌，另一方面培养了更多的学生对体育的兴趣，吸引他们积极

参与体育活动，养成终身体育的好习惯。
3.3 丰富了篮球竞技人才输送渠道

长期以来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是封闭在体育系统内并形成三

级培养体制，至今还为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发挥着主要作用，并取得

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但不能否认的是这种训练体制产生了一些问题

而系统内很难解决或消化。 特别改革开发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确立，使得问题越发的凸显，譬如后备人才的教育问题、退役或淘汰人

员的出口问题等， 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将影响我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

展。 据统计, 1980—1995 年全国各类体校人数减少 40%, 教练员减少

28%, 全国各类体校还以每年 2.7%的速度递减。 全国（下转第 5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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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育的发展不能离开教育 ，特别是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尤为重要。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对学校化“体教结合”培养

篮球后备人才内涵及意义展开分析与探讨，认为学校化“体教结合”培养篮球后备人才是我国篮球后备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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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ports cannot be developed without education and this education and this combination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for teenagers who are
growing up.With the help of literature researching and logic analysis,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tension and sense of train athletics talent of basketball
form the combin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for school. This paper pointed out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for school was the way to
sense of train athletics talent of basket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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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良好的人格力量所产生的效果和所发挥的作用在某种程度

上是权力影响力所不能比的，人格形象更具有经常性、外在性和直观

性的特点，人格的力量不是说出来的、吹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 良好

的人格力量能产生以下“六个效应”。
1.良好的人格人力量能产生“首因效应”。 战士对待连队工作的态

度、情绪与干部的人格有着直接的关系，干部的人格往往对战士的行

为倾向起着定势作用。 干部高尚的品德激发人们的热情，形成同心协

力工作局面；相反，干部言行不一致，“语言上的高大，行动上的矮子”，
有理想的人讲理想，有道德的人讲道德，令人信服；无知识的讲知识，
无道德的人讲道德，只能引起台上他讲，台下讲他的有害局面。这就是

为什么言行一致的高尚人格增加了领导者的威信，而言行脱节的双重

人格抵销了领导者的影响力。
2.良好的人格人力量能产生“权威效应”。 “权威效应”是指管理者

具有良好的专业知识和人格声望而产生的具有令人信服的力量，人格

越好，权威性就越大。但是，管理者的威信，不是天生的，而是靠学习和

实践得来的，古人曰：“非学无以广才”、“人杲不好学，方寸如废田”。勤

奋学习是对管理素质的基本要求，要博学多才，这样自然会使他人产

生羡慕、崇敬感，从而使工作具有感染力，使受管理者 发 自 内 心 的 折

服，产生自觉的归属感，这样才能形成一定意义上的火车头，把人们带

入理想的境地。
3.良好的人格人力量能产生“模仿效应”。 “模仿效应”是指受管理

者仿照管理者的行动产生的结果。 管理者不仅要对受管理者晓之以

理，而且要导之以行。 不断强化自我临督，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思想境

界，“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常修为官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常排非分

之想，常省自身之过，自觉做到“慎初、慎微、慎独、慎友”，用言传和身

教相统一的影响力，给人以导向、以激励、以启迪。 管理者崇高的品格

经过人们的内心体验，能使人们产生仰慕的情感，从而转化为效仿的

自觉行动，使理的说服力在行动上找到落脚点和归宿。

4.良好的人格力量能产生“碰化效应”。 “碰化效应”是指在工作中

通过人格的力量，使管理者与受管理者的思想、观点、立场达到认同、
同化的效果。 管理工作主要靠说服疏导，但这个“理”必须建立在人们

对他信任的基础上，管理者对上级不媚、对同级不损、对下级不伪、对

自己不私，做到了这“四不”，才能像夏天的电风扇、冬天的炭火盆，群

众才会自觉自愿地拢在你的周围，就会产生一种内在的说服力，才会

乐于接受你的领导，也才能不辱使命，产生撼动人心的功效，取得最佳

领导效益。
5.良好的人格力能产生“互动效应”。 “互动效应”是指管理者与被

管理者在传播信息当中相互得到激励和促动，并无限循环。 管理者工

作的主要手段是通过管理者的传播来影响人们的思想行动而起作用

的。如果管理者没有良好的人格，言行不一，要求大家遵守的自己首先

违反，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却直接搞特殊，那就会丧失了被管理者的

信任，因而也就丧失说服力和吸引力，从而导致台上振振有词，台下一

片嘘声，甚拿还会出现你讲东他想西的现象。 造成这种逆反心理的主

要原因之一就是管理者以身作则差，行动没有说服力。 “其身正，不令

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这就是我们管理者应记住的至理名言。
6.良好的人格力量能产生“情感效应”。 “情感效应”是指人通过独

有的心理现象，对客观事物好恶倾向的内在反映或别人所持的态度的

体验，往往以鲜明热烈的情绪表现出来。 人的情感又直接制约着人的

动机，支配着人的行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如果缺乏这种“情感”，
缺乏信任和理解，就没有共同语言，即使近在咫尺，也如同相隔千里，
这是绝对搞不好关系的。 管理者是否具有良好的人格，对被受管理者

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这种吸引力和感召力的不断升华，对方

就会建立良好的情感，情感越好，信任感就会增大，吸引力、影响力和

凝聚力就会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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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阐述了树立良好人格的应具备的“首因效应、权威效应、模仿效应、碰化效应、互动效应、情感效应”六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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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521 页） 各类体校是我国现阶段培养篮球后备人才的主要基

地, 其衰减势将使我国篮球运动发展变为空中楼阁。 学校化 “体教结

合”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为我国竞技体育发展输送高水平竞技体育人

才，《学校体育工作条例》规定：“学校应当开展多种形式的课外体育活

动，开展课外体育训练和体育竞赛，培养优秀体育后备人才” 。 这就决

定了学校教育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人才的同时担负着培养优秀的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任务，这也是实施学校化“体 教 结 合”的 重 要 依

据。 2004 年大超联赛举办标志着我国篮球“体教结合”的启动，它是在

普及的基础上更高层面上的一项赛事，更有意义的是它搭起了“体教

结合”的平台，使大体协与篮管中心为了共同的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
使原竞技篮球训练体制中的青年阶段能与高校竞技篮球结合起来，篮

管中心竞赛部主任王渡在 2004 年大超联赛成立是表示， 目前青年联

赛的训练条件差、生存环境十分艰难，而近年来高校的场馆设施提高

很快，有些地方甚至不逊于一些职业队，把青年队挪到高校中来，既解

决了青年队的训练问题，也能带动高校篮球发展，这一构想堪称一举

两得。
4．结束语

4.1 篮球学校化“体教结合“培养篮球后备人才是我国竞技体育改

革与学校体育改革发展中的必然产物，是我国篮球竞技后备人才培养

的必由之路。

4.2 篮球学校化“体教结合“培养篮球后备人才内涵应从三个层面

去认识，即第一层宏观层面体、教两家主管部门对篮球竞技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体制进行创新，在整体布局，资源调配，责任与义务，政策的

制定与颁布进行高效、系统、紧密的设计与协调，实现两家合力的最大

化。 第二中观层面篮球竞技运动与学校教育的结合，即篮球竞技运动

要成为学校教育过程中的一种教育手段，学校教育要成为篮球竞技运

动发展最为有力的后备保障基地。 第三微观层面既要遵循篮球科学运

动训练规律又要遵循教育规律上进行合理结合来培养全面发展篮球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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