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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奥运项目竞技体育人才“院校化”培养模式理论与实践研究

张艳文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不断提升全民素质、推动全

面进步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

化素质和身体素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过程。因此，在国家政策导向下，体育系统所面临的机遇与挑

战并存，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竞技体育体制改革势在必行。特别是我国进入竞技体育强国行列后，如何

全面深化改革，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是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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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就我国来

说，由于竞技体育发展历史较短且起步较

晚，目前存在着“体教结合”模式不够完善、

“学训矛盾”难以缓解等问题，从而影响了人

才培养工作质量。因此，探索新型竞技体育

人才培养模式、提高竞技体育人才培养质量

是当前面临的重大课题。本研究以“体教结

合”模式为研究切入点，分析其特点和弊

端，以《中国体育教育发展纲要》为指导思

想和理论基础，运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

法等研究方法，分析我国非奥运项目竞技体

育人才培养模式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了

我国非奥运项目竞技体育人才“院校化”培养

模式的理论依据和可行性；提出了我国非奥

运项目竞技体育人才“院校化”培养模式。

一、前言

本研究以“体教结合”模式为切入点，通

过对其内涵的分析，结合我国“体教结合”发

展的历史和现状，总结出我国目前非奥运项

目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一是项目

发展不均衡；二是人才培养过程中出现了学

训矛盾；三是教练员水平不高；四是后备人

才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等问题。这些问题的

产生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本文提出了

“院校化”培养模式，旨在通过分析其理论依

据和可行性，提出在新形势下如何实现非奥

运项目竞技体育人才“院校化”培养模式的相

关建议：1、优化体育、教育部门之间的合

作机制；2、提高教练员自身水平；3、加强

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培养工作；4、保

证学生的文化教育和训练工作相互促进。这

些建议对于丰富我国非奥运项目竞技体育人

才培养模式理论，促进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

续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在研究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时，

我们一般从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体制和机制

两方面进行阐述。对于非奥运项目的竞技体

育人才的培养，国外有很多成熟的经验可供

借鉴，如英国是世界上唯一将“体教结合”作



2023 年 04 月 教育教学高峰论坛 Apr. 2023

第 08 期 No.08

为基本办学方针的国家，它在体育管理、培

养模式、运行机制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风格。此外，国外发达国家在学校和运动员

中广泛开展体育活动，实行“学训”并重，强

调了学校、运动员和家长三者之间的关系。

由此可见，国外关于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

的研究更注重从管理机制、运行机制上进行

探索，且突出强调了运动员“学训”之间矛盾

的解决。鉴于此，本研究在借鉴国外相关研

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性设计。

三、研究对象与方法

以我国非奥运项目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

式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

法、数理统计法、逻辑分析等方法进行研

究。 以竞技体育院校为研究主体，在我国

非奥运项目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发展历

程中，着重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并通

过网络检索，参考相关专家学者对该课题的

研究成果和观点，在此基础上，形成本课题

的研究思路。根据本课题研究的需要，本文

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非奥运项目竞技体

育人才培养模式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非奥

运项目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存在问题分

析；非奥运项目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理论

依据及可行性；非奥运项目竞技体育人才

“院校化”培养模式的设计思路及实现途径。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1、非奥运项目竞技体育人才“院校化”

培养模式的理论依据我国体育院校从培养对

象来看，具有鲜明的专业特色，非奥运项目

是其重点建设对象；从培养目标来看，以竞

技体育人才为主要目标；从培养过程来看，

注重全面素质与个性发展相结合。但是由于

非奥运项目后备人才的生源主要是来源于普

通中学，且运动员训练、学习时间难以保

证。因此，将高校作为非奥运项目运动员培

养的主阵地，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2、 “院

校化”培养模式的可行性我国高校中具有体

育类专业设置的院校较多，为非奥运项目人

才培养提供了便利条件；且各院校在专业设

置、课程体系、教学管理、师资配备等方面

有着独特的优势。因此，在非奥运项目人才

培养过程中，可通过“院校化”模式进行培

养。各院校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和优势，充分

利用学校现有的条件和资源进行针对性强、

特色鲜明的人才培养。

五、结论

1、“体教结合”是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

必然选择，同时也是我国非奥运项目竞技体

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方向。 2、“体教结

合”的实施有效缓解了运动员“学训矛盾”问

题，提高了运动员的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

实现了教练员和运动员知识、技能的互补。

3、“体教结合”的实施，促进了竞技体育后

备人才的培养，提高了运动项目整体水平，

形成了一批具有高水平竞技实力的后备人

才，为国家培养出了一批有影响力和竞争力

的运动员。 4、“体教结合”模式下非奥运项

目竞技体育人才“院校化”培养模式，有利于

促进非奥运项目后备人才培养机构与高校及

行业体协建立起良好、稳定、长期的合作关

系；有利于构建和完善“以训促学”、“以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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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的运行机制；有利于进一步规范非奥

运项目后备人才培养模式，促进我国非奥运

项目竞技体育健康持续发展。

6建议

1、进一步完善体教结合机制，加强体

教结合工作的督导与评估工作，建立激励机

制，调动学校办学的积极性；2、进一步理

顺国家、省、市三级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推动竞技体育向社会全面开放，在学校开展

运动训练的同时，要保障学生在校期间的学

习和生活；3、进一步加强学校与俱乐部、

企业之间的合作办学，拓宽竞技体育人才培

养渠道；4、在遵循青少年生长发育规律和

运动训练规律的基础上，提高培养目标的科

学性，逐步提高学校教学与训练的科学化水

平。 5、加强科学研究，进一步加强对体教

结合机制研究与实践方面的理论探索，并在

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非奥运项目竞技体育人

才培养模式。

7问题讨论与展望

“院校化”培养模式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在实践中也是可行的，但是还需要进一步研

究。目前，对“院校化”培养模式的研究多集

中于大学本科层次的体育人才培养上。虽然

针对这一问题已有学者提出了不少理论观

点，但是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存在着许多

不足之处。如：院校培养模式与训练基地培

养模式比较，二者在生源、管理体制、资金

投入、利益分配等方面存在哪些不同；目前

院校培养模式所能提供给运动员的福利待遇

与训练基地所能提供的福利待遇之间存在怎

样的差异；如何进一步完善院校培养模式；

在现阶段实施院校化培养模式过程中可能会

出现哪些问题等。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

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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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learly

points out: " Education is the cornerstone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social progress."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is a process of constantl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people

and promoting all-round progress, a process of constantl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peopl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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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 a process of constantly improving the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quality and physical quality of workers, and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strong

country in human resources. Therefore, under the guidance of national policy, the sports system is

faced with bot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it is imperative to implement the reform of the

competitive sports system with talent training as the core. Especially after China entered the ranks

of competitive sports power, how to comprehensively deepen the reform and take the road of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is a major problem facing us at present.

Key words: competitive sports; talent;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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