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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运动员竞技子能力非同步性发展的视角，提出运动员竞技能力的非衡结构是其

竞技子能力非同步性发展的一种结果状态；竞技能力非衡结构的补偿效应，是基于非衡结构所形

成的整体竞技能力水平而赋予的一种形象的概念表达或描述；运动员竞技能力非衡结构补偿效应

的优劣，同竞技子能力非同步性发展的协同化程度高低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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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asynchronous development of athlete’s sub competitive capacities, the au-

thors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opinions: the unbalanced structure of an athlete’s competitive capacities is a state of 

the result of asynchronous development of his/her sub competitive capacities; the compensation effect of the unbal-

anced structure of competitive capacities is a vivid conceptual expression or description given to the overall per-

formance of competitive capacities formed based on the unbalanced structure; the good or bad of the compensation 

effect of the unbalanced structure of athlete’s competitive capaciti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igh or low of the de-

gree of synergy of the asynchronous development of sub competitive capa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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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能力，是运动训练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

也是教练员和运动员极为关注的领域。有研究表明，

运动员竞技能力的非衡结构及其补偿效应是普遍存在

的，那么为什么会形成竞技能力的这种非衡结构呢？

该怎样理解运动员竞技能力非衡结构的补偿效应呢？

本文将从运动员竞技子能力非同步发展的视角来对该

问题进行探讨。 

 

1  相关概念描述 

1.1  “非衡结构”与“运动员竞技能力非衡结构” 

“非衡结构”，是相对于“均衡结构”而言的。“均

衡结构”来自于经济学的“木桶理论”，即水桶盛水的

多少不在于最长木板的长度，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

板，旨在强调木桶的“均衡结构”，才能实现木桶水容

量的最大化。而“非衡结构”则表明事物的各个构成

要素的发展呈现“不均衡”状态，即事物的结构表现

出明显的非衡特征。1985 年日本学者根本勇[1]首次将

“木桶理论”应用于运动训练领域，提出了运动员竞

技能力结构的“木桶模型”，旨在强调竞技能力各构成

要素的均衡发展。但是“木桶模型”却在相当程度上

忽视了运动员特长，即木桶结构中长板的积极作用。

随后，在研究大量运动员竞技能力结构模型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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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庆等人提出了“运动员竞技能力非衡结构补偿理

论”，明确提出了运动员竞技能力非衡结构这一概念，

来表述运动员竞技能力各构成要素发展的不均衡性。 

1.2  “非衡补偿”与“竞技能力非衡结构的补偿效应” 

“非衡补偿”是相对“平衡补偿”而言的。“平衡

补偿”是指通过提高弱势能力，加强竞技能力功能的

方式[2]；非衡补偿，是指非衡结构中优势能力弥补某些

能力发展不足的方式[2]。 

尽管运动员竞技能力的非衡结构普遍存在，但是

运动员竞技能力构成因素中某些素质或能力的缺陷，

可以由其他高度发展的素质或能力在一定范围内予以

弥补和代偿，使其总体竞技能力保持在特定的水平，

这种现象称为运动员竞技能力非衡结构的补偿效应[3]。 

目前关于运动员竞技能力非衡结构及其补偿效应

的研究，主要是从一般训练学的层面转向具体专项的

层面来探讨不同专项运动员竞技能力非衡结构和非衡

补偿效应的具体表现形式或特征，缺乏基于不同的研

究视角来审视运动员竞技能力非衡结构补偿理论本

身。 

 

2  竞技能力非衡结构及其补偿效应的形成 
刘大庆、田麦久[3]的研究表明，相对于运用统计方

法建立的反映优秀运动员总体共同特征的运动员竞技

能力结构模型，每一名运动员个体竞技能力的各个构

成因素的发展大都呈不均衡状态，这种不均衡状态是

普遍存在的。 

刘大庆[4]在《运动员竞技能力非衡结构补偿理论》

中指出：运动员竞技能力结构的基本特征、竞技能力

非衡结构补偿现象的普遍性以及竞技能力非衡结构的

补偿途径是竞技能力非衡结构补偿理论的主体内容；

整体性与层次性、动态性与稳定性是运动员竞技能力

个体模型非衡结构的基本特征；运动员竞技能力非衡

结构补偿现象普遍存在于不同项群、不同水平、不同

时期运动员竞技能力个体结构之中；运动员竞技能力

非衡结构补偿有着多种途径。 

基于运动员竞技能力个体结构非衡现象的绝对性

与非衡补偿现象的普遍性的观点[5]，那么，根据因果关

系理论，为什么会形成竞技能力的这种非衡结构呢？

如何去理解运动员竞技能力非衡结构的补偿效应呢？ 

 

3  非同步性及运动员竞技子能力的非同步

性发展 
“同步”的含义是：两个或几个随时间变化的量

在变化过程中相互间保持恒定角度(或距离)的关系。

相反，如果变量之间“不保持恒定角度(或距离)的关

系”就可以称之为“非同步”[6]。在本研究中，“非同

步性”主要表现为不同变量之间在时间维度的先后、

速度及数量等方面的差异性和空间维度的广度和深度

方面的不均衡性。 

从哲学上讲，这种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非同步性首

先是由事物本身内在的基本属性和特点所决定的。因

为，从因果关系上讲，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有内因和

外因之分。显然，是内因从根本上决定了事物的非同

步性发展。另外，在具体的非同步发展形式上，外因

也的确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局部或特定的条件

下，可能由于外因的作用会出现相对的“同步化”发

展。但是，“同步化”发展是相对的，而非同步化发展

则是绝对的。外因的推动作用只能对非同步化发展的

形式有所影响，但是不可能根本性改变非同步化发展

的客观现象。 

其次，根据事物发展的矛盾学说，矛盾是事物发

展的动力，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主要矛盾和次

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是在不断变化和

转化的。这就决定了不同的事物或同一事物的不同部

分在不同的阶段或时期成为发展的重点，从而导致了

发展的非同步性。 

从理论上分析，既然非同步性发展现象普遍存在，

那么运动员竞技子能力的发展也应该具有非同步性。

所谓竞技子能力，是基于体能、技能、战能、心能和

智能同竞技能力的隶属关系，而对构成竞技能力的这

5 个要素的统称[7]。依据因果关系理论，事物的内因是

其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在这里“根

据”的深层意义则是指产生某种变化的特定物质结构。

例如某种化学反应的根据就是反应物的内部结构。根

据，只是事物得以变化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条

件”，任何根据必须结合一定的条件才能产生实际变

化，二者构成一对矛盾推动事物发展。正是不同事物

的内在根据不同决定了不同事物发展的非同步性。 

因此，体、技、战、心、智 5 个竞技子能力内在

属性的差别决定了其固有发展规律的不同；不同专项

因其竞技能力的主导因素(竞技主导子能力)的不同，

决定了各子能力在发展过程中必然有所侧重，并随着

矛盾的转移而变化；教练员训练理念的不同以及教练

员的变更，带来训练重点的不同和训练安排的差异；

运动员的个性化特点，决定了其在训练过程中对各竞

技子能力训练的接受和适应程度不同；科技的发展促

进了训练方法发展、手段的改进和训练仪器的革新等

等，从而决定了各竞技子能力的非同步性发展[7]。 

另外，从实践层面分析，不同竞技子能力的发展

由于受制于内外环境和因素的影响，必将呈现出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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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性发展的一面。米靖[8]通过对 2005 年亚洲耐克篮球

训练营 10 名外教对中国青少年篮球运动员竞技能力

评价可以看出，运动员技、战术较差，体能一般偏差，

心能一般偏好，智能最好，表现出明显的非同步性发

展特征。 

显然，基于竞技子能力和竞技能力之间的隶属关

系，运动员竞技子能力的非同步性发展同其竞技能力

的非衡结构及补偿效应必然存在着某种联系。“非衡结

构”是运动员竞技能力发展结果的表征，而竞技子能

力的非同步性发展，是运动员竞技能力发展过程的表

征。那么，基于运动员竞技子能力非同步性发展的视

角来审视竞技能力的非衡结构及补偿效应将会得出怎

样的结果呢？ 

 

4  运动员竞技子能力非同步性发展视角下

的“非衡结构”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会表现出一定的时空特征，运

动员竞技子能力的发展也不例外。运动员各竞技子能

力的发展状态决定了其整体竞技能力的发展状态。显

然，从理论上分析，运动员竞技能力的非衡结构诠释

了运动员竞技子能力发展的空间上的不均衡性。其实，

竞技子能力空间上的不均衡是其在时间维度上非同步

性发展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或另一种结果。因为，任何

事物的发展状态都既有时间维度的状态，也有空间维

度的状态，是时间维度状态和空间维度状态的有机统

一。运动员竞技能力空间上的非衡结构实质上表征了

运动员各竞技子能力发展程度非同步性的宏观结果。

下面几个案例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 

例 1：2002 年，李娟、张娜、张平、李珊 4 人一

起从天津队被调进了国家女子排球队参加集训。其时，

李娟不同竞技子能力发展有明显的差别，李娟的技术

全面，技能比较突出，具有良好的战术能力，运动智

能较好，但体能发展明显薄弱，亟需提高。 

例 2：王励勤在 2000 年悉尼奥运会后国家队集训

时，各竞技子能力的发展程度并不平衡。首先最为突

出的是技能，其次是良好的体能，但是战术能力相对

不突出，心理能力方面性格比较内向，比赛缺乏激情

但很坚韧，运动智能方面相对比较薄弱。 

例 3：刘翔 15 岁时各竞技子能力的发展状态是：

体能良好，技能方面技术粗糙，心理能力较好，而运

动智能一般，从整体上表现出竞技能力的非衡结构。 

由此可见，无论是入选国家队之前的女排副攻手

李娟，还是已经进入国家队男乒选手王励勤以及少年

时期的 110 m 栏运动员刘翔，都表现出各竞技子能力

发展的非同步性。而正是他们各竞技子能力发展的非

同步性决定了其整体竞技能力的非衡结构，也就是说，

运动员竞技能力的非衡结构是其各竞技子能力发展的

不均衡或不平衡所造成的，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运动

员竞技子能力发展速度的非同步性。 

因此，运动员竞技能力空间维度上的非衡结构，

是构成竞技能力的各竞技子能力在时间维度上的非同

步性发展的一种结果。运动员竞技子能力的非同步性

发展反映了竞技能力发展过程的特征，而竞技能力非

衡结构反映了竞技能力发展结果的特征。 

 

5  运动员竞技子能力非同步性发展的“补偿

效应” 
  运动训练实践中，运动员竞技能力结构不同，但

运动员运动成绩或在比赛中的作用却相同(异构同功)

的情况极为普遍。运动员竞技能力的异构同功现象充

分表明运动员竞技能力个体结构补偿的客观性[5]。 

如前所述，运动员竞技子能力的非同步性发展形

成了竞技能力的非衡结构，那么，运动员竞技子能力

非同步性发展所形成的整体竞技能力水平，也同样体

现出了竞技能力非衡结构的补偿效应。假设有几名运

动员，其竞技能力非衡结构的表现形式并不相同，但

是他们整体的竞技能力水平却相同，我们可以认为，

他们竞技能力的非衡结构都实现了较好的补偿效应。

竞技能力的非衡结构现象是绝对的，而补偿效应实质

上是基于非衡结构所形成的整体竞技能力水平而赋予

的一种形象的表达或描述。既然运动员个体竞技能力

结构的非衡特征是普遍存在的，那么其竞技能力非衡

结构的补偿效应也是普遍存在的。所不同的是有些运

动员非衡补偿的效果较好，即高水平的竞技能力状态；

而有些运动员非衡补偿的效果不太好，即低水平的竞

技能力状态。当然，这种竞技能力水平的高低具有相

对性。那为什么竞技能力非衡结构补偿效应有高有低

或有优有劣呢？ 

运动员竞技子能力的非同步性发展特征，是运动

员竞技子能力发展的一种很概括很抽象的共性特征。

其实，运动员竞技子能力非同步性发展的具体表现形

式是多种多样的，那么运动员竞技能力非衡结构补偿

效应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至于竞技能力非衡

补偿效应的优劣，这就涉及到不同竞技子能力之间协

同化发展的问题。如前所述，“运动员竞技能力构成因

素中某素质或能力的缺陷，可以由其他高度发展的素

质或能力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弥补和代偿”，这就表明了

非衡补偿效应不是完全的或理想的补偿，而是在“在

一定范围内”的、有限的补偿。如果不同竞技子能力

之间发展的协同化程度较高时，就会出现较高的补偿



 
82 体育学刊 第 16 卷 

 

效应，即表现出较高的整体竞技能力水平；相反，如

果不同竞技子能力之间发展的协同化程度较低时，就

会出现较低的补偿效应，即表现出不太高的整体竞技

能力水平。因此，竞技能力非衡结构的补偿效应，实

质上是运动员竞技子能力非同步性发展的协同化程度

不同所产生一种结果状态。 

 

运动员竞技子能力的发展具有非同步性，运动员

竞技能力空间维度上的非衡结构是其竞技子能力在时

间维度上非同步性发展的结果状态； 

运动员竞技子能力的非同步性发展反映了竞技能

力发展过程的特征，而竞技能力非衡结构反映了竞技

能力发展结果的特征； 

竞技能力非衡结构的补偿效应，是基于非衡结构

所形成的整体竞技能力水平而赋予的另一种形象的概

念表达或描述； 

运动员竞技能力非衡结构补偿效应的优劣，同竞

技子能力非同步性发展的协同化程度高低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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