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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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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剖析 了由于受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约而引发的我国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发展面 

临的9项挑战，并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加速而为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提供 日益良好的条件和社会 

氛围，提 出了面向21世纪的我国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的 10项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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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reality of today’s China and elementary stage of socialism，it was found that there were 9 challenges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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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of the century．the paper puts forward for discussion 10counter—measures for COgFGIHL in 21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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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为提高 

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质量和层次提供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发 

展契机 。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我们尚处于经济体制转轨和 

过渡时期 ，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它同时将 面临艰 巨的 

挑战。正确认识这些挑战 ，A 能 找到适合我 国国情的面 向 

21世纪的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的对策。 

1 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发展面临的挑战 

1．1 受中国国情的制约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与西方发达 国家相 比，我们 

经济 、文化 、教育落后而又人 口众多。这一国情决定 了我国 

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 内会用世界上相 对最少的经 费去 

办世界上绝对规模最大的教育。在这有限的教育经费中，在 

智育方面投人 了绝大部分 ，学 校体育面临着 巨大经 费的困 

难。在不能期望从政府和学校那儿得到更多的办队经费的 

情况下，必须积极引人市场机制 ，获取 发展资金。这应是我 

们对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的共识，但目前面临种种困难：一 

是缺乏经营性的中介组织在大运 会那样的重大 比赛中积极 

为高校校际体育开拓市场；二是水平低、比赛少，宣传不力导 

致社会影响力差，不利于吸引商家介人；三是高校运动队多 

采取学校行政式的管理 ，没有把高水平运动队作为能够进行 

开发的产业对待，运作带有 明显的计划经济的烙印，这种 办 

队模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显得力不从心。 

1．2 预设目标与现实间的冲突 

高校办队的预设目标是培养高校高水平的运动员，代表 

中国大学生参与国际竞争 ，为国家争取荣誉。但 15年来的 

实践表明，我们过去招收的运动员多为退役的优秀选手或被 

传统训练体制淘汰的运动员，他们可继续挖掘的潜力小．训 

练效益低下。近年来 ，一些高校陆续招收了一些现役世界级 

优秀选手，大大提高了高校竞技比赛的竞争强度，但也带来 

了不少负面影响 ，_一些高校 由于招 收不到优秀选手 ，只好采 

取“借鸡生蛋”之策——聘请 一 专业运动员冒名参加校际 

竞争，严重破坏了高校校际体育的健康发展。 

1．3 运动竞赛次数太少，不利于调动学校的投入和运动员 

的训练积极性 

作为检阅和衡量高校办队成效的比赛太少，以全国大学 

生运动会为例 ，4年安排一届，各省 、市 、自治 区也是如此，结 

果导致大部分高水平运动员在大部分时间内处于只训练 、不 

比赛的窘境 。加之大学 本科学制 为 4年，大运会年处 于一 、 

二年级的运动员由于成绩 较差 ，一般没有机会参加大运会 ， 

而到三、四年级成绩提高后又丧失了比赛机会。这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运动员训练的积极性 。同时，对不 少大学生而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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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会周期太长，与其年年投资不见收效，毋宁大运会年加 

大投入 以收实效 ，这种短期行为是运动竞赛活动次数太少产 

生的必然结果。如果我们不加以改变，将严重制约高校高水 

平运动队的办队质量，导致高校竞技体育在低水平徘徊 。 

1．4 现行竞训体制对高校办队仍有掣肘 

高校办队的初衷 ，一方面是 与国际接轨，在世界大学竞 

技舞台上展现中国大学生的风采；另一方面是在我国竞技体 

育的中级形式上利用人学 自身优势实现竞技体育人 才的分 

流，为我国竞技体 育的发展助 一臂之 力。但必须认识 到，我 

国的高校办队不可能在短期内像美 国那样成为竞技 体育的 

龙头。因为我国的竞技训练体制是王级训练网 ，低 、中、高三 

级训练组织形式问足相互配合 、有机衔接的，以实现 我国的 

竞技体育目标。实践已证明该体制的计划性和制约性强，我 

国在第 25、26两届奥运 会连续取得 金牌榜第 4名就是有 力 

的证明。为了实现奥运金牌工程，我们构筑 丁令人惊叹的竞 

技体育金字塔基。据统计，1996年我国体委系统在初级训练 

形式上共有少JL~lk余体校 25 473所 ，拥有学 生 284 692人； 

在中级训练形式上共有体育运动学校 219所，拥有学生 

66 948人。这些学校所需经 费开 支几乎均 为政府负担 虽 

然随着国家体委在国务院组成 机构 中被撤销而下调为国务 

院直属行政机构 ，这种状况将有 昕改变 ，但任体育 体制完成 

转轨前的一定时期内我国竞技 休育 的基地仍将主要在各类 

体育学校 ，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也应 认识到，随着 市场 经济 

的逐步深入、我国高等教育条件 的逐渐改善 、竞技 体育职业 

进程的加快和人们对体育观念更新的共同促 动，高校办队必 

将逐步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 良好的发展势头。 

1．5 项目发展无序，缺乏统筹规划 

1987年国家教委开始试点创办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只有 

总体的国家期望 目标，没有根据我 国高校具体实际制订切实 

可行的远景和近期发展规划和目标：试点高校只是根据全 

国大运会的项 目设置 ，备战性地招收高水平 运动员，加之全 

国大运会参赛以省为单位 ，其实很多高校只能参加 与本省竞 

争。而真正到全 国大运 会举 行时，它似乎 已与办队高 校无 

关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了办队高校 的积极性 。另外，高校 

招收到的多数是曾经取得辉煌成就的退役选手，对这些人重 

复投资，只是为了达到在校际体育竞赛中取胜的目的，不能 

不说是一种资源浪费。还有一 高校，由于生源和实力的缘 

故，在大运会项 目内无法取得殚想成绩 ，便另辟蹊径 ，创办冷 

门项 目运动队，如橄榄球队 、女f足球队等 ，出现只练不赛现 

象。上述现象说明，由于缺乏 家统筹规划的引导，目前我 

国的高校办队明显表现出项目发展无序、重复投资(低效)和 

短期行为思想，石 宏等(1997)在 分析 10年高校办队实践后 

认为：“世纪之交 ，必须对高校办队的策略 、规模及突破 口进 

行新的选择 。”并呼吁“教体联合进行研究 、规划和引导，以使 

我国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建设免蹈无 序 、低效覆辙 ．朝 

积极 、规范和有序的方向发展。” 

1．6 高校办队缺乏专项训练人才 

实践表明 ：第～，目前世界范 冈内普遍存在理论落后于 

实践的矛盾；第二 ，要想充分挖掘运动员的竞技潜力 ，教练员 

必须具备相应的知识、专项经验和执教能力。所以，国家体 

委推行教练员培训计划以提高教练员的理论水平 ，积极鼓励 

科研人员下队以使科 研成果有更高的实践价值。但 目前 高 

校办队训练实践中存在两个突出问题：第一，高校教师大多 

来源于体育院、系，他们有相应的理论水平，但缺乏专项实践 

实验；第二，教育和竞技是两个不同的系统，我们的教师没有 

机会接触真正高水平的竞技训练实践。一些学校也意识到 

了这一问题 ，但 因目前高校办队多为学校投资的行政式办队 

模式，缺乏引进专项训练人才的机制和资金，故只好让运动 

员仍回原专业队训练，比赛时返校为学校争光。 

1．7 缺乏客观的操作性强的训练质量评价体系 

目前 ，多数高校对高水平运动队的训练 工作缺乏 客观 、 

可靠和有效的评估方法和评价制度 ，一般只在大运会年或某 

一 特定比赛后针对 比赛成绩进行终末性 的一次评价。这种 

评估存在较夫的弊端：第 一，这种评价易进入只关注 比赛结 

果 ，以胜负论英雄的误区 ，忽视运动员成绩提高的真实情 况。 

举例来说 ，有的运动员入校成绩非常好，虽然进入高校后成 

绩没有提高甚至有所下降，但在人运会上仍取得 了好名 次， 

那么该运动员的教练员仍然 可取得较高的评价结果并获奖 

励 ；而有的运动员人校成绩相对较差 ，虽然成绩提高很大 ，但 

因未取得好名次，那么该学生的教练员仍得不到相应的评价 

结果和奖励。第二 ，由于缺乏 圳练 过程的衔接性评价 ，不能 

及时获取洲练进展反馈信息，导致训练过程难以有效控制。 

科学的训练首先应在运动员入队之初 ，对其进行全面的起始 

评价，住此基础上根据对运动 员现实的正确分 析 、判 断确定 

针对重大 比赛的切实可行的备战 日标和训练指标，根据距离 

比赛的时间划分训练周期 并将训练指标进行有机分解安排 

在不同的周期内，通过对每 -i)ll练周期结束时的分解训练指 

标及时测量 、评价指标完 成情况 ，以便及 时发现训练 中存在 

的问题和不足，制订相应 的改进措施 ，使教练员所 引导 的训 

练过程最终能实现预期 目标。因此 ，高校运动队的管理者应 

该制订训练质量的评估体系，这样不仅使我们在训练过程展 

开之前就能基本预见训练过程的结果 ，而且通过及时的过程 

评价能及时发现训练中出现 的问题 ，有效控 制训练 过程，提 

高训练的效益；同时通过 训练质量评价体系的运作 ，也能全 

而、客观地评价教练员的训练工作与业绩。 

1．8 科研潜势尚未转化为现实优势 

一 般公认，高校办队的最大的优势莫过于高校拥有大批 

科技人才 ，是有极大的科研潜势。但对我国体育界学术水平 

最高的科技大聚会——第 5届全 国体育科学大会入选论 文 

进行统计发现，目前高校科研现状并不令人乐观。普通高校 

在第 5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 的论 文录取数量仅 占录取总数 

的 l9-8％，任运动训练方 向专题报告论文仅 占 13．6％．且 主 

要集中于与高校训练实践较远的选材方向，而在直接对提高 

运动员成绩有重要影响的方向上则录取率很低 ，~nSJiI练 监控 

仅占 3．8％，体能训练研究和高原 训练仅 占 7．7％，说 明高校 

体育科研 目前尚未将潜势转化为优势 。为此 ，需要加强体育 

科研的规划 、管理和引导。一方面要加大投入 ，想方设法引 

导非体育专业的科技人员利用 自身学科优势积极 介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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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运动队的训练实践；另一方面，加强与体委院校和科 

技单位合作，争取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 

1．9 训、教不分易导致高校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失衡 

1995年我 国学生体质的动态监测结果表明 ，我国大学生 

在不少指标上(如胸围、肺活量 、50 m跑和 l 500 m跑)呈下 

降趋势。说明学校体育的 当务之急是把增强学生体质放在 

最重要的地位来抓 ，这不仅是真 正落实 全面健身计 划的需 

要 ，也是我国学校体育的根本任务所在。因此 ，我国高校办 

队应在促进 、带动 、指导高校群体活动的前提下有效地开展。 

但 目前相当一部分高校在办 队中表现为训 、教不分 ，一些体 

育教师既教体育课又带高水平运动队训练 ，往往很难正确处 

理好带队和授课之间的关系。如果长此下去，将导致高校内 

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关系的失调 ，影响学生体质的增强。 

2 面向 21世纪我国高校办队的对策 

(1)拓宽招生渠道，改变过去那种免试只能招 收优秀退 

役运动员 的被动局面。教育部应和国家体育总局协作 ，积极 

引导竞技体育系统内业余项 日现役优秀运动员合理 、有序地 

向高校分流 ；适 当放宽招生政策，积极吸纳优秀运动员入校。 

(2)合理规划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项 目发展布局 。根据 

全国高校现有场地情况，突出发展高校场地较普及且在 目前 

尚难步人职业化进程竞技项 日，特别是 ⋯些奥运优势或战略 

性业余项目，如田径、游泳、体操、举重等；另外，可适当发展 

对人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要求较 高的项 目，如健美、花样游 

泳 、艺术体操 ．室外网球等。 

(3)迅速改变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的运作机制。 目前大 

学生体育协会属于靠政府拨款运营的群众性社团组织，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已显得很不适应 ，严重制约着高校办 

队规模的扩大和水平的提高 。应对其进行改造，使之成为仅 

在政策上接受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宏观指导 的具有独立经营 

能力的法人实体。大学生体育协会的主要任务是具体规划 、 

组织和管理我 国大学生竞技 体育发展，其部门组成 突出高 

效 、精干原则。主要包括 ：①规划发展部，负责全国大运会和 

各单项竞赛计划的制订 、规划并管理全国大学校际体育的发 

展布局 、定期公布国家及具体高校办 队质量的评估报告 ；② 

竞赛管理部，负责运动竞赛的组织 和管理 ，针对 目前高校校 

际比赛中的借鸡生蛋现象，建立中国大学生高水平运动员档 

案库，比赛时据此对运动员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保障高校 

校际比赛的纯结性；③市场开发部，目前该部应为大体协致 

力发展的重点，它负责高校竞技体育市场 的开发，为大体协 

和我国高校校际体育发展筹措资金；④训练咨询部 负责收 

集国内外高校校际体育训练 、管理 和科研信息 ；⑤各单项 体 

育协会 ，负责各单项运动在高校的发展。 

(4)缩短竞赛周期，改革参赛办法。全国大学生运动会 

应缩短为两年一届，教育部批准的高校办队试点校应单独组 

队参加 ；非教育部试点校应 参加所在省大运 会选拔 ，然后各 

省组成大运会代表队参加全 国大运会。全 国大运会 比赛成 

绩公布以学校为单位(部试点校)，以省为单位参赛的应同时 

公布省和学校名，以使全国大运会办成真正的大学校际体育 

竞赛。 

(5)积极引入市场机制，试办俱乐部制的院校办 队模式 。 

当今高水平竞技体育的竞争依赖于大投入，杯水车薪式的行 

政拨款，绝不能使高校运动队提水平、上档次。高校管理者 

应更新办队观念，既在学校政策上予以优惠、扶持，又需迫其 

利用和依托 市场，积极 吸引效益好的企业介 入校际体育 中 

来 ，使之成为具有造血机能的俱乐 部。这样，高校 运动 队将 

摆脱学校体 育部门的具体领导 ，而主要接受投 资企业的管 

理。但要保证学校对运动队的发展应有决策和宏观指导权。 

(6)积极引进竞技训练人才。针对目前高校高水平运动 

队教练员的执教能力已不能满足实践发展的需要这一事实， 

办队院校要改革过去主要在本 校体育教师中挑选教练的做 

法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有经验 、有能力 、会管理的人才执教高 

校运动队。 

(7)建立高水平运动队训练质量评估体系和定期评价制 

度。办队院校要形成定期对运动队训练 效果进行评价的制 

度 ，目的是针对训练中存在的问题和遇到的困难能有清醒的 

认识并适时加 以有 效干涉 ，促使训练 目标的顺利 实现。为 

此 ，需要制订运动队训练质量的评估体 系，包括 ：运动员起始 

状态的诊断、最终目标和阶段目标的确定、区间性、年度、阶 

段和周 、课训练计划及其执行情况 、训练周期间衔接性测量 

并依测量结果评价阶段 目标的完成情况 ，及时发现训练 中存 

在的问题和不足，以提高训练的质量和效益 。 

(8)加强科技投入 ，正确引导科技 服务方 向。办队院校 

应加大学校科研中为提高运动队水平的课题立项数量 ，一方 

面调动体育教师的科研积极性，另一方面鼓励非体育专业科 

研人员和体育科研人员的协作、联合攻关，为提高校际体育 

训练的科学化服务。 

(9))gl强与体育院校和体育科研单位的合作。经过几十 

年的建设和发展，体育院校和我国专门体育科研机构无论科 

研水平还是仪器设备均优于普通高校，为了尽快提高高校办 

队水平，办队院校要积极探索与他们合作的方法 、途径 ，争取 

得到他们的支持、协作 、指导和帮助。 

(10)实行训、教分离 ，保证高校竞体 、群体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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