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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问卷调查、实地调研、数理统计和逻辑分析等方法对学校竞
技体育人才培养竞赛管理体系进行研究。认为:学校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制与“举国体制”中
的专业队三级训练网培养体制的双轨运行模式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呈现为体育行政部
门和教育行政部门分置管理、单线运作的格局，以致各竞赛管理组织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呈条
块分割状态。为此，建议设立专职体育竞赛管理机构，建立联席会议制，明晰各部门职能职责，
强化管办分离，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主要做好以下工作:改革运动竞赛形式，提高竞赛分级与
竞赛内容的科学性;注重法规建设，完善检查评估制度;制定优惠政策，保障竞赛市场机制的有
效运转;教育部门抓人才培养，体育部门管运动竞赛，两部门分工明确，相互配合，齐抓共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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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chool sports training competition system wa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hrough methods
of literature，expert interviews，questionnaire survey，on － the － spot investigation，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logical analysis． It showed that the school sports training system and the three training
network of the professional team under the“whole nation system”were dual modes of operation
which has not changed yet． The sports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and the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implemented single － track operation pattern，each organization arange the competition
managements acts in its own way，resulting in barriers between them． Therefore，it was recommen-
ded to establish a professional sports competition administration and a joint meeting system，so that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various departments can be clarified． Separated supervision department and
service department，in order to made them to perform their own functions respectively． The forms of
sports competition should be reformed so as to make the competition classification and the competi-
tion contents more scientific． The construction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should be stressed，and the e-
valuation system should be perfected． The preferential policy should be formulated to ensure the
competition market mechanism operated effectively． Educational department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personnel training while sports department responsible for sports competitions． They cooperated

收稿日期: 2013 － 04 － 21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 DPA050172 ) 关于构建和谐的

“体教结合”体系的理论研究之专题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王义平( 1963 － ) ，男，湖北武汉人，副教授，研究方向运动

竞赛学。

作者单位: 1． 湖北经济学院体育系，湖北 武汉 430205; 2． 厦门大学体

育部，福建 厦门 361005

1． Dept． of PE，Hubei Economy College，Wuhan 430205; 2． Dept．

of PE，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68

第 29 卷第 3 期
2013 年 6 月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Journal of Shandong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

Vol． 29 No． 3
June 2013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41448723?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with clear responsibilities．
Key words: school sports; personnel training; competition management system

1 研究目的

学校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竞赛管理体系特指以培养

在校大、中、小学生为主体的竞技体育人才而建立的体

育竞赛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因为竞赛管理体制是保

障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脱颖而出、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

和谐发展的“推进器”，其机制的有效运行能为各级各

类学校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系统运动训练和

竞赛工作提供保证。
多年来，由于学校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制与“举

国体制”中的专业队三级训练网培养体制的双轨运行

模式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所以在以竞技体育人

才培养为目的的竞赛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始终呈现

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分置管理、单线运作的格局，以及

学校业余体育、专业竞技体育、社会企事业群众体育竞

赛管理组织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呈条块分割状态。致

使中运会、大运会、城运会、青运会等综合性运动会中

的参赛运动员资格难辨，以及专业、业余和一些单项锦

标赛级别不清，以大欺小的现象屡禁不止; 搅乱了竞技

体育人才培养的系统性、全面性，使各项运动赛事难于

按照竞技运动人才的成长规律，科学规划竞赛内容、形
式、频度和规模，造成儿童、少年、青年、成年运动员不

能有计划、有目的地按照细分的等级标准与同类型、同
档次、同级别的对手进行公平竞争。此类问题不但抑

制了部分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有效成才，还打击了基

层学校培养竞技体育人才的积极性，阻碍了竞技体育

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后奥运时代，随着我国体育管理

体制的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体育竞赛无

形资产的逐步开发与利用给竞赛制度的内外部结构带

来相应的变化，使我国原有的竞赛管理体制和运行机

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变。本研究以我们承担的全国

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为依托，从和谐发展的视角对学校

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为目的的竞赛管理体系进行研究，

旨在提高运动竞赛的效益与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成功

率。

2 研究方法与对象

采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问卷调查、实地调研、数
理统计和逻辑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检索了大量有关

运动竞赛的网页、书籍、论文、期刊与相关报导。在阅

读、整理资料的过程中，筛选出 8 个竞赛体制改革的难

点问题，走访了教育部体卫艺司、国家体育总局竞技司

的相关领导和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武汉体育

学院、成都体育学院、沈阳体育学院、广州体育学院，以

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大、厦门大学、华中科技

大学、东南大学等学校的专家学者，得到了对某些问题

的不同见解。
同时，我们将 900 份调查问卷发往北京、上海、湖

北、广东、江苏、辽宁、安徽、山西、福建、河南等省市体

育局和教育厅体卫处的竞赛管理责任人以及省、市、区
级体校和体育传统学校、体育试点学校的教练员，回收

有效问卷 762 份，回收率 84． 67%。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统计处理与逻辑分析，重点剖

析体育部门所属的以培养专业运动员为目的竞赛管理

体系和教育部门所属的以培养学校业余竞技体育人才

为目的竞赛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现状，通过构建

“体教结合”式的新型竞赛管理体制，对未来学校竞技

体育人才培养的运行机制进行拓展性研究。

3 结果与分析

3． 1 竞赛管理系统的相关问题分析

3． 1． 1 竞赛管理体制与特征

我国现行学校竞技体育竞赛管理体制是在政府领

导下的体育行政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各有其管理机构

的“条块分割”型体制。一条是以国家体育总局竞体

司为龙头，以 20 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为主导，以各省

市体育局和单项体育运动协会、体育总会为主干的竞

技体育竞赛链; 一块是以教育部学生体育协会联合秘

书处为主帅，大学生体协和省市教育厅体卫处为主干

的学校竞技体育竞赛网。两部门各自实行“分级比

赛，分级管理”的纵向型管理体制。其特征是体育部

门的竞赛组织具有鲜明的计划经济和“举国体制”的

优势，围绕锦标至上，鼓励各级各类各层次的运动员快

出成绩的工作目标，逐渐形成了级别分明、结构稳固、
运作高效的竞赛管理体系; 教育部门的竞赛管理组织

协会化程度较高，但组织体系发展不够均衡，基层协会

不够健全。教育部直属的学生体育协会联合秘书处作

为中国大学生体协、中学生体协的常设办事机构，承担

了所有全国及国际各级各类学生体育比赛及学生体育

相关活动的组织、策划、研究、比赛训练、市场开发等工

作，各省市教育厅体卫处和单项运动协会的功能难于

体现，相比之下，大学生单项运动协会的运动竞赛工作

开展的较为活跃，而中小学各个层面的竞赛组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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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运作却不够理想，原因在于组织竞赛的人、财、物力

都相对缺乏，没有建立基层竞赛组织网络。
3． 1． 2 竞赛运行机制与效益

竞赛管理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体育竞赛效益。效益

是指通过举办竞赛以及相关活动所取得的效果和利

益。体育竞赛的效益是竞赛目标和功能实现程度的集

中标志，是体育竞赛的活力所在，也是竞赛赖以发展的

重要因素，与竞技体育人才成长相伴的各类体育竞赛

是一个从重社会效益到重经济效益的过程。儿童少年

的比赛侧重于后备人才的发现、选拔和培养，由省市体

育局按项目布局规划赛事，拨款办赛，不同项目参赛频

率不等，一般情况下一年比赛 1 ～ 2 次，属非营利性质;

青年和成年优秀运动员的一般性比赛，则侧重于运动

员队伍的锻炼，多年来各级体育竞赛部门已形成许多

常规赛事，如一年一度的锦标赛、冠军赛、巡回赛等，运

用竞赛招标制度，在承办赛区和企业的大力协助下举

办赛事。教育部门每四年一次的全国大、中学生运动

会和某些单项年度锦标赛也逐渐形成了规律。上海市

走“体教结合”创新之路，已将学校竞技体育竞赛纳入

体育局与教育厅共同管理的议事日程，协同举办以提

高运动技术水平，培养竞技体育新型人才为目的的各

级各类比赛，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得到

了一定的经济收益。目前，具有经济效益的体育比赛

还只限于一些高级别、高水平、群众喜爱的热门项目

上，多数级别和运动水平不高的青少年比赛，其经费来

源主要依靠国家的投入，这类比赛注重的是社会效益，

而对高级别、高水平的体育竞赛而言，经济效益则是衡

量办赛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不同项目、不同对象、不
同级别、不同水平的体育竞赛把握好社会效益与经济

效益的关系尤为重要，必须在全面取得社会效益的同

时注重经济效益，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竞赛机制的有效

运转。
3． 2 竞赛管理系统中的各类问题

3． 2． 1 单项协会难于发挥作用

有 78． 8%的管理人员认为在我国竞技体育项目

管理逐渐向单项协会制过渡的前提下，大部分省市除

了足球、篮球等几个有市场的项目外，多数项目的单项

协会形同虚设，没有资金，没有专职人员，具体事务仍

由省以上体育局一手操办，管办不分的状况依旧没有

得到根本的改善，单项协会难于成为自我管理、自我发

展的独立实体。
3． 2． 2 竞赛体制导向有误，不利于业余训练

有 86． 4%的教练员反映，省运会与单项竞赛体制

没有与时俱进，跟上体育职业化、商业化的步伐; 竞赛

名次、成绩与培养单位、教练员及运动员自身利益和荣

誉挂钩，使得人们更加急功近利，后备人才在打好基础

与快出成绩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在物质利益的诱惑和

驱使下，出现了省运会、大运会、青运会、中运会参赛资

格混乱，“假引进，真租借，以大打小、以专业队打业余

队”等弄虚作假，片面追求奖牌、积分的现象，严重影

响了业余训练教练员、运动员的积极性，不利于后备人

才的选拔、培养。
3． 2． 3 运动员注册和人才交流制度不健全

有 76． 9%的管理人员和教练员对现行的运动员

注册和人才交流制度不满，认为现行制度不能很好地

解决基层训练单位与上级接受单位的利益平衡问题，

向上级单位输送了运动员既不能得到相应的奖励与补

偿，也不能让其运动员代表输送单位参加比赛。由于

人才交流制度不健全，一些交流活动演变成私下交易。
3． 2． 4 竞赛功能单一，缺乏系统规划

有 90． 3%的管理人员和教练员反映，青少年后备

人才的竞赛“量少质差”，赛事宣传不够，群众观看和

学生参与率低，没有把提高竞技水平的竞赛与社会体

育、学校体育的各个层面很好地结合起来，竞赛组织规

划不系统不全面，“以赛带练”的系列赛事偏少，竞赛

氛围营造不够，不利于后备人才的自信心培养和参赛

心理素质的锻炼。
3． 2． 5 竞赛内容不科学，不利于学生运动员成长

有 70． 8%的被调查者认为，竞赛项目与奥运项目

雷同，竞赛内容过于成人化、专业化，没有按照学生运

动员的成长规律科学设计竞赛内容。现行的比赛制度

要么为普通学生而设计，要么为体校学生而制定，对于

体育传统学校和体育试点学校，以及普通大学的优秀

体育人才而言，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竞赛体系，造成这类

学生高不成、低不就，很少有比赛机会。
3． 2． 6 竞赛影响力不够，难于进行市场运作

有 86． 3%的管理人员反映，企业赞助商投资青少

年体育竞赛的意识不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其

一是政府部门对企业赞助商的期望过高、过急，缺乏与

其长期合作的政策保障体系，一定程度上将增加企业

投资风险，企业投资回报率不能得到保证; 其二是青少

年体育竞赛项目没有和社区体育、群众体育相结合，使

竞赛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影响面小，难于引起体育中介

及媒体的关注。
3． 3 竞赛管理新系统构建与实施对策

3． 3． 1 竞赛管理新体制设计

根据我国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分置的国情以及后

奥运时代体育、教育事业全面发展的趋势，整合体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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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与社企个体的竞赛资源，将教育部门已有的竞赛

组织体系，编入体育部门总的竞赛体系中，构成体育系

统与教育系统联合运作的、由上至下的、非营利性的、
新型的以竞赛为纽带捆绑学校体育、社区体育、俱乐部

体育，串联小学—中学—大学运动竞赛的组织管理结

构链，凡以培养竞技体育运动员为目的的竞赛全部纳

入体育部门的竞赛轨道，科学分级、混合竞赛，实行

“国家投入 + 市场运行的纵向分级混合赛制”。竞赛

管理组织框架见图 1。

图 1 竞赛管理组织框架

3． 3． 2 竞赛管理新体系运行

由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总体部署年度竞赛计划，各

单项体育协会负责组织实施各级各类学校、社区运动

会。举办小学分级赛( 6 ～ 11 岁) →初中分级赛( 12 ～
14) →高中与体育运动学校和初级俱乐部联赛→大学

与重点业余体校和中级俱乐部联赛→大学高年级或研

究生与专业青年队和高级俱乐部等各类等级联赛。增

加运动竞赛的分级，保证运动员参加与自身运动水平

相当的运动竞赛 5 ～ 8 次 /年，加大区域内青年、青少年

单项竞赛的密度。科学地设计运动竞赛内容，青少年

比赛以体能类游戏竞技为主，随级别增高逐步增加竞

赛难度。完善运动员区级、市级、省级、国家级注册制

度，以培养单位进行注册，需要交流时与培养单位联

系。下一级向上一级输送运动员，应该得到相应的补

偿和奖励。建立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信息网，每年至少

输入 5 次主要比赛的成绩在网上公布，随时掌握运动

员竞赛信息，既避免运动员冒名顶替，又及时为高一级

学校或俱乐部选拔竞技体育人才提供选材数据。竞赛

系统运行结构见图 2。

图 2 竞赛系统运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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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3 竞赛管理新系统实施对策

1) 设立专职体育竞赛管理机构，建立联席会议

制。有关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竞赛工作涉及体育、教
育两部门中多个单位，管理的跨度大，需要相互配合，

协同运作。在体育协会组织中设立由省市至社区、乡
镇的专职体育竞赛管理机构，履行相应的体育竞赛管

理职能，负责日常赛事监管工作，统筹学校体育、社区

体育，俱乐部体育竞赛事宜，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由政

府负责文教的官员牵头，体育、教育管理部门领导和赛

事运作机构负责人参加，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会议，协

调各部门工作，解决竞赛中出现的问题。
2) 明晰各部门职能，强化管办分离。为避免相关

职能部门的“交叉”、“错位”或“越位”，必须强化单项

协会功能，由单项协会负责赛事的组织运作、裁判培

训、竞赛招标等工作，做到权责明晰，对竞赛的主办者

和承办者各自所承担的责任、义务和权利作出明确规

定。在政府体育管理部门的宏观调控下，按市场规律

实施竞赛的计划。
3) 加强信息采集交流，建立竞技体育人才档案。

各级单项协会竞赛管理组织中，必须配备竞赛信息处

理员，专门负责区域内竞技体育人才竞赛成绩的采集、
整理、归档、上报、公布等工作。

4) 研究竞赛功能，提高竞赛分级与竞赛内容的科

学性。组织相关专家对不同项目竞技体育人才的成长

规律和训练竞赛规律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科学地进

行竞赛分层和竞赛内容设计，增加比赛频率，扩大竞技

体育后备人才参与竞赛的热情，提高各级学生运动员

适应比赛的能力。
5) 注重法规建设，完善检查评估制度。随着体育

竞赛产业的兴起，依法治赛的观念日益增强，针对使用

禁用药物和裁判员不公正执法这两大顽疾，体育行政

部门不但要在建章立制上下功夫，还要加强竞赛举办

过程的监督、管理和服务，提高执法人员素质，明确执

法程序，建立有针对性的竞赛评价体系，做好各级赛事

的检查评估工作，把竞赛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提高办

赛效益和社会影响力。
6) 改革青少年体育竞赛形式，扩大竞赛影响面。

打破现行青少年体育竞赛专业化、成人化格局，以挑战

赛、对抗赛、大奖赛、等级赛等形式将运动会办进学校、
社区，增加竞赛的娱乐性、观赏性、群众性，利用节假日

办赛，扩大赛事的参与面、影响力。
7) 制定优惠政策，保障竞赛市场机制的有效运

转。虽然投资后备力量体育的公益性程度很大，但只

要青少年体育赛事宣传力度大、人气旺，商家们就一定

会抓住青少年“爱酷，爱运动”的特点，利用这一广告

市场宣传自己的产品。所以协会组织中要有专门负责

青少年赛事宣传和资金筹措的部门，研究制定优惠政

策，协调与投资者的关系，保证企业赞助商、个人、单位

组织投资方能够在赛事中得到相应的回报。

4 结论与建议

4． 1 结论

4． 1． 1 学校竞技体育人才培养需要良性循环的竞赛

管理系统作保障，而当前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各自运

作的竞赛管理体系不但没有使更多的竞技体育人才脱

颖而出、健康成长，反而因竞赛导向、制度、资格等问

题，影响了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为此，改

革现行竞赛系统势在必行。
4． 1． 2 现行体育部门的竞赛体制是为培养专业运动

员而设计的，而教育部门还没有一套完整的为培养竞

技体育人才而设置的竞赛管理系统，为普通学生制定

的竞赛制度显然不适应学生运动员成长的需要。为

此，构建以体育部门为主干的“体教结合”型竞赛管理

新体系，设立各级体育协会专职竞赛管理机构，建立联

席会议制，实行“国家投入 + 市场运行的纵向分级混

合赛制”是本研究的理论创新。
4． 1． 3 新体系的实施对策需要抓住 6 个环节，即: 设

立专职体育竞赛管理机构，建立联席会议制; 明晰各部

门职能，强化管办分离; 建立竞技体育人才档案; 深入

研究，提高竞赛分级与竞赛内容的科学性; 注重法规建

设，完善检查评估制度; 改革竞赛形式，扩大竞赛影响

面; 制定优惠政策，保障竞赛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
4． 2 建议

4． 2． 1 完善学校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竞赛管理体制，充

分发挥竞赛杠杆的调节作用。现行培养专业运动员的

竞赛体制应转变为学校培养竞技体育人才的竞赛体

制，教育部门抓人才培养，体育部门管运动竞赛，两部

门分工明确，相互配合，齐抓共管。
4． 2． 2 完善运动员的注册制度和比赛身份的核实制

度。积极组织专家研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建立起适

合我国国情的注册制度和核实制度; 加强现行竞赛体

制的宏观管理，各项竞赛计划的制定既要考虑到同类

竞赛体系内的衔接，又要考虑到不同竞赛体系间的连

接，使各项竞赛协调发展，共同促进我国学校竞技体育

后备人才的健康成长。
4． 2． 3 充分调动政府、地方以及社会各方面的积极

性，拓宽学校竞赛资金的来源渠道，将学校体育竞赛与

社区体育、乡镇体育竞赛结合起来，共同运作，为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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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人才创造更多的比赛机会，提供更多的展示自我

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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