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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高校在当代体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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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体育教学部,福建厦门 361005)

摘 要:高校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重要基地。体育不但在高校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我国当

代体育发展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高校是优秀青少年最为集中的地方,高

校贯彻实施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 ,对提高我国国民素质作出极为重要的贡献。高校还是我国竞技体

育重要的战略基地,高校通过办高水平运动队, 发挥高校的教育优势和科技优势,对进一步提高我国

竞技运动技术水平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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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的目标是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合格人才。高校作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重要

基地,是优秀青少年最为集中的地方,也是我国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重要基础。一方面, 高校

学生是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高校贯彻实施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 ,切实增强学生的
体质, 培养学生树立终生体育的思想, 对于提高我国国民素质作出极其重要的贡献; 另一方面,

高校顺应世界竞技体育发展的趋势,通过试办高水平运动队,充分发挥高校的教育优势和科技优

势,在为社会培养各种专门人才的同时,也培养一大批体育人才, 对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建设和攀登世界竞技运动技术水平高峰,作出很大的贡献。体育在高校不但占有十分重要的

地位,在我国当代体育发展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

一、贯彻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培养全面发展的全能人才

全民健身是当代体育发展中的主题。为了更广泛地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全面提高中华民

族素质和健康水平, 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国务

院于 1995年 6月颁发了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 (下简称 纲要 )。 纲要 提出了全民健身计划到

2010年的奋斗目标: 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协调发展, 全面提高中华民族的体质

和健康水平,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健身体系。全民健身计划是我国一项具有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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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策,对于提高我国的国民素质,提高我国在国际上各个领域的竞争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

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纲要 特别强调:全民健身计划是以全国人民为实施对象, 以青少年和儿童为重点。!!各
级各类学校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努力做好学校体育工作。我国是个人口大国,各类学校在

校生就有 2亿多,占总人口 1/ 5以上。青少年儿童的体质状况如何,直接影响到整个国民身体素

质的水平。从我国几次体质调查的状况来看,学生体质健康水平较为明显提高,国民素质也有了

明显提高。青少年体质状况是关系中华民族素质的大事,也是衡量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之

一,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密切相关, 提高全体青少年的身体素质是摆在我们面前刻不容

缓的重任。学校体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民体育的重要基础。根据 义务教育法 规

定,每一个中国人都要上小学、中学,至少接受九年的义务教育。因此, ∀抓住了学校体育,从人的

发展历程看,就等于抓住了全体中国人的体育。#[ 1]

高校体育是学校体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高校体育在增强学生体质、提高全民族素质中发

挥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是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

是国家的栋梁, 民族的希望。提高他们的身体素质,不仅关系到整个国民素质,而且将关系到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今世界,经济飞速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

进,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竞争,实质上是科技的竞争和民族素质的竞争,说到底就是人

才的竞争。我们要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就必须培养一大批高质量的专业人才。

这些人才不但要政治思想品质合格,科学理论知识扎实,还必须具备强健的体魄。∀体者,载知识

之车而寓道德之舍者也。# [ 2]可以说,身体素质是思想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基础,没有身体就没

有一切。只有打好身体素质这个基础, 才能在未来社会的激烈竞争中发挥最大的聪明才智,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最大力量。高校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基地,高校体育在培养德、智、体

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的过程中,承担十分重要的使命。高校体育通过体育课、课外体育活动等各

种途径,通过积极推行 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 实行 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 等有力措施,有效地增

强学生体质,提高学生对体育的认识,使他们自觉积极地参加体育锻炼,不但为今天的学习需要,

还要为明天的工作需要打下良好的身体基础。

纲要 还明确指出: 学校体育要对学生进行终身的教育, 培养学生体育意识、技能和习惯。

开展终身体育教育, 使学生树立终身体育思想,教会学生掌握锻炼身体的方法、手段,养成自觉坚

持锻炼身体的习惯, 是高校体育的一项重要任务, 意义尤为重大。

首先,大学阶段,学生正处于生长发育和个性形成的重要时期,在这个阶段积极进行体育锻

炼,不但效果好,还易于形成良好的锻炼习惯。而这个习惯一旦形成, 往往会影响终生。1994年

亚洲体育研讨会上, 韩国京西大学校长张九浩博士对 27个国家的与会体育领导人进行问卷调

查, 79%认为应将大众体育的重点放在青年群体上,而不是其他年龄。因为青年时期是学习健康

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关键时期,在青年时期养成锻炼身体的习惯, 其影响会使人终生受益。

高校体育在这个关键时期加强对学生的终身体育教育,必将产生有益的影响,收到明显的效果。

其次,高校体育是学校体育的最后阶段, 也是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的接合点。高校体育开展

终身体育教育, 明显地突破以往的时空局限。即: 不但要重视学生在校期间的身体状况,还要着

眼于学生将来走上社会几十年间的身体状况;不但要增强学生的体质,还要使他们掌握锻炼身体

的方法、手段,养成锻炼身体的习惯,能够在无人督管的情况下, 因时、因地制宜, 坚持锻炼, 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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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不但要抓好学校体育的各项工作任务, 还要注意与社会体育的相互衔接。总之,通过开展

终身体育教育, 使高校培养的人才素质更高、更好,更加适应未来社会的要求。

高校是培养专门人才的基地, 是优秀青年最为集中的地方。高校体育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过程中,在贯彻实施 纲要 , 努力提高国民素质特别是大学生

这个特殊群体的身体素质的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

二、开展竞技体育,构建体育人才战略高地

竞技体育(竞技运动)是一种具有规则性、竞争性、挑战性、娱乐性和不确定性的身体(身体

性)活动, 因而深受广大学生的喜爱。高校开展竞技体育,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

体质,增进健康,丰富课余文化生活,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 另一方面可以发现和培养体育人

才,提高学校的运动技术水平。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 都将高校作为高水平竞技体育的重要

组成部分和基础,并已取得成功的经验。据有关资料介绍,参加 21届奥运会的美国国家队运动

员当中,大学生就占 60% 之多; 而前苏联参加 21届奥运会获得前 3 名的运动员, 有 78%来自体

育学院的学生。高校是培养人才的基地,高校在为社会培养各种各样的专业人才的同时,有能力

培养体育人才, 构建我国体育人才的战略高地。根据社会的需要,高校培养的体育人才可以分为

两种类型:一种是一般体育人才,另一种是优秀体育人才。

一般体育人才。是经过一定的运动训练,提高运动素质, 熟练掌握运动技术技能,具有运动

特长的普通大学生。他们往往具有思想活跃、思维敏捷、敢于拼搏、敢于创新的竞争精神以及组

织能力强、易于合作、善于交往等诸多优点,无论在学校或是在社会上都有出色表现,受到普遍的

好评。日本松下电器公司之所以能够从一个小作坊发展成为日本最大的电器公司, 善于用人是

他们的一个成功之道。松下把人才分为文人型、武士型和运动员型 3种类型。文人型善于思考,

武士型善于开拓、敢打敢冲,而运动员型则善于创新和竞争。要 3种类型都集于一身不太可能,

但把这 3种人搭配起来,对公司发展是个重要经验。[ 3]高校培养的体育人才,很大部分就是具有

运动员型的专业人才。

优秀体育人才。是指具有运动天赋,经过长期运动训练, 运动技术精湛、竞技水平高的运动

员大学生。高校培养高水平运动员是当今世界竞技体育发展的一个趋势。自古以来,竞技体育

与教育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竞技体育一直是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手段,在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把业余竞技体育纳入教育体系,使竞技体育与教育相结合,可以

促使运动员提高思想境界、文化水准和专项理论水平, 为创造优异运动成绩奠定基础。美国的成

功经验充分证实这一点, 而我国在相当一段时期竞技与教育相互脱节所产生弊病,又从相反的角

度给予人们深刻的启示。高校开展竞技体育,可以充分发挥高校的教育优势和科技优势,为国家

培养顶尖优秀体育人才。反过来, 高校通过这些优秀体育人才, 可以扩大影响, 提高知名度,进一

步提高办学水平和办学质量。竞技体育与教育相互结合相得益彰。

1987年原国家教委发布了 关于普通高校试行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工作的通知 , 首次确立了

51所招收高水平运动员的试点学校。经过 10多年来的努力, 我国高校竞技体育运动水平迅速

提高,许多项目的运动技术水平已达到或接近我国最高水平。不仅如此,在最近几届世界大学生

运动会上由中国大学生组队参加的乒乓球、羽毛球和围棋比赛,先后取得优异成绩, 实现了冲出

亚洲、走向世界的目标。这些成功事例有力地说明,我国高校开展竞技体育,构建体育人才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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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地,不但顺应世界潮流,同时也符合我国现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三、发挥优势,推动我国竞技运动水平的进步提高

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是个新生事物。由于历史的原因,高校在运动训练场馆、器材设备、教

练队伍、后备人才梯队建设等方面,难以与体委系统相比。但是, 随着现代社会对高级专门人才

需求的增加,高校已成为高速发展的地方,成为渴望和追求学习、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青年(包括

众多运动员)向往的地方。特别是高校拥有教育的优势和科技的优势,正是体委系统最为薄弱的

地方。运动员文化程度普遍较低, 运动训练科学化程度较低,是影响我国竞技运动水平进一步提

高的重要因素。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 可以发挥优势, 推动我国竞技运动水平进一步提高。

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竞技体育运动也取得飞速发展。许多项目的成绩已接

近人体极限,充分调动各种综合因素,以最大限度地挖掘人体的潜力,是当今世界运动训练的一

个特点。前苏联运动训练专家马特维耶夫指出:现代训练已进入运动成绩的进一步提高,很大程

度上依赖于运动员的智力、知识因素的新阶段。
[ 4]
现代运动训练内容体系已由过去的身体、技术、

战术 3大训练内容,扩大为包括智力训练、心理训练和作风训练在内的 6大训练内容。对运动员

的要求已由∀体力为主型#转为∀体力与智力结合型#,其受教育程度与运动成绩之间的关系显得

至关重要。而从我国运动员的实际状况来看,一个时期以来,由于重运动训练、轻文化教育,竞技

与体育相脱离, 运动员文化程度普遍较低。而文化素质又是影响我国运动员提高运动成绩,冲击

世界体育巅峰的因素之一。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可以充分发挥高校的教育优势,通过完善的教

育系统、严格的学籍管理和行之有效的措施, 加强科学文化教育,尽快提高运动员的文化素质,使

之加深对动作要领的理解,提高对训练规律内在联系的认识, 加强与教育的配合交流,并以此作

为突破口,提高运动训练水平, 创造优异的运动成绩,冲击世界体育巅峰。

高校除了拥有∀教育#优势外, 还拥有强大的∀科技#优势,可以提高运动训练科学化程度。现

代运动训练在经历了∀自然发展阶段#、∀新技术开发阶段#、∀挖掘人体潜能大运动量阶段#, 已进

入∀多学科综合利用阶段#。涉及的学科包括:形态学、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力学、生物化学、运动

心理学等 20多门学科。综合利用的学科内容之广,是任何一门学科所不能比拟的。多学科的综

合利用为现代运动训练开拓新的途径, 并使运动训练水平产生新的飞跃,有力地推动竞技运动水

平不断挑战、超越极限,创造更加辉煌的运动成绩。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 可以发挥学科门类比

较齐全、科研力量比较雄厚、科学仪器设备比较先进的优势。加强各学科之间的相互协作, 开展

多学科综合研究与应用, 切实提高运动训练科学化程度, 培养世界级优秀体育人才, 为推动我国

竞技运动水平进一步提高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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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e movement of body- building.

Key words: lifelong sports;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guiding principle

On the Importance and Function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ports

( by HUANG Jing- dong, LIN Jian- hua)

Abstract: Universities are an important base for training high- grade specialized talents. Physical education plays and

important role not only in universities but also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zed sports in China. Universities have collected the

greatest number of excellent young peopl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utline of the Whole- peop le Body Building Project in u

niversities has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improving of the physical quality of our citizens. Universities are also an im

portant strateg ic base for athletics in China. By organizing high- grade sports teams, making full use of their educational and

technical advantages, Chinese universities will make further contribution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athletic skills.

Key words: university; modern sports; place; function

Social Changes in Modern China and the Progress of Wushu ( by TAN Hua)

Abstract: Since the mid- Qing Dynasty, both the Chinese society and Wushu have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With the

damage to the rural economy and rural communities, city life style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main stream. As a result, Wushu

which has its roots in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life has gradually transformed into a new sport that fits modernized city life.

Key words: modern China; lifestyle; Wushu

On the Individu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 Soccer Players& Sport Anxiety ( by QIU Le- wei)

Abstract: The performance of a soccer player was influenced negatively by their anxious emotion. In the research of influ

ential factors on sport anx iety , emphasis on external stress is not enough,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factors of individual differ

ences as well. Individual factors include: trait anxiety, self- efficacy,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responses to social appraisal.

Therefore, aforementioned factors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esting, evaluating and regulating.

Key words: soccer player; sport anxiety; influence; individual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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