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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径项目在竞技体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福建省的田径运动在我国曾具有较高水平，为国家培养

过一批国际级的优秀运动员。如有破男子跳高世界纪录的倪志钦；在２３届奥运动会上获男子跳远第５、女
子跳高第７的刘玉煌与郑达真；还有打破保持１７年之久的女子１００ｍ栏亚洲纪录刘华金以及蔡长希、陈尊
荣、翁康强、梁学仁等，他们曾经代表国家参加世界性的比赛，为祖国争金夺银获得荣誉。然而，进入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尤其是在１９９３年第七届全运会后，随着陈尊荣、梁学仁等一批优秀运动员的退役，福建省的竞技田
径运动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进入２１世纪，在福建省田径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竞技水平有所提高，但距
辉煌时期还有较大的差距。因此，如何培养竞技田径后备人才，实现福建省竞技田径运动的可持续发展，是

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对福建省后备人才培养模式的现状进行研究分析，提出竞技田径项目后备人才的发

展对策，为福建省竞技田径运动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１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以福建省竞技体育田径项目后备人才培养为研究对象，以参加福建省第１４届运动会的九地、市田径教

练员、田径运动员为调查对象。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文献资料法
通过光盘检索、上网和手工查询等手段查阅了相关的文献资料

１．２．２　问卷调查法
根据研究目的设计了两种针对教练员和运动员的问卷。共发放教练员问卷８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７７份，

有效回收率９６％，发放运动员问卷３０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２８７份，有效回收率９５．７％。
１．２．３　访谈法

根据研究的目的和任务，就相关问题走访福建省田径界的有关专家、领导、教练员，听取他们的看法、见

解和对策或建议。



１．２．４　数理统计法
对调查问卷的数据在计算机上运用ＳＰＳＳ１１．０和ＥＸＣＥＬ软件上进行统计处理。

２　福建省田径竞技水平现状

　　近年来，福建省的田径水平有了近一步的提高，
也培养出了宋健、姚月华、何瑜、谢荔梅、林木杰、郑

幸娟等一批年轻的优秀运动员。从第八届全运动会

开始，福建省田径所取得的成绩一届比一届好（表

１），特别是在第１１届全运会上，福建省田径运动员
取得了１金２银３铜的好成绩，实现了闽南人民期盼
了１６年的金牌突破，这些成绩的取得是离不开福建
省田径界同仁的共同努力。

表１　福建省田径第８至第１１届全运会成绩对比

届 数 金牌／枚 银牌／枚 铜牌／枚

８运会 ０ ０ １

９运会 ０ １ ３

１０运会 ０ ２ ０

１１运会 １ ２ ３

　　竞技田径是福建省竞技体育的重点项目，它的兴盛直接关系到福建省竞技体育的发展，而竞技体育的
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因此，后备人才的培养是竞技田径发展的基础。

４年一届的省运动会是福建省体育界的一件大事，也是最能反映目前福建省竞技运动水平的一次盛会。而
田径比赛的甲、乙组别是最能体现福建省竞技体育田径项目后备人才的水平现状，也是对福建省各地市青少年

后备人才的管理能力、教练员执教水平，运动员竞技水平的一次大检阅。因此，以参加福建省第１４届运动会的
九地、市田径教练员、田径运动员为调查对象，最能直接体现目前福建省竞技体育田径项目的后备人才现状。

２．１　教练员的现状分析
　　教练员是训练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
运动员训练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他是整个训练目

标、训练计划、训练内容与方法的制定者及实施者，

对于优秀运动员人才的培养及运动水平的提高具有

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教练员本身素质与水平的

高低直接影响到运动员的运动水平。

２．１．１　教练员的基本情况
从调查情况来看：目前福建省田径后备人才教练员

主要是以退役运动员为主，他们的学历水平还是偏

低，从回收的问卷来看，有 ７５．３％是本科学历，
２４．７％是大专文凭，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学历水平。当
然文凭的高低不能反映教练员的实际水平，但是通

过加强对教练员继７．８续教育，使他们掌握系统的运
动基础理论和专业理论知识，让运动训练更加科学

化；各年龄段人数分布比较均匀，年龄结构较为合

理，这样有利于老中青教练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发

挥团队协作作用。

表２　教练员基本情况表

基本情况 人数 ％

学历

职称

年龄

教龄

本科 ５８ ７５．３
大专 １９ ２４．７
高级 ７ ９．１
中级 ３７ ４８．１
初级 ３３ ４２．８

３０岁以下 １０ １３
３０４０岁 ３４ ４４．２
４１５０岁 ２６ ３３．７
５０岁以上 ７ ９．１
５年以下 ６ ７．８
５９ ９ １１．７
１０１４ ２４ ３１．２
１５１９ ２７ ３５．１
２０年以上 １１ １４．２

２．１．２　教练员的待遇状况
表３　教练员对工资待遇的满意程度

工资待遇 非常满意 较满意 一般 不太满意 不满意 合计

人数 ７ １６ ２４ ２５ ５ ７７
％ ９．１ ２０．８ ３１．２ ３２．５ ６．４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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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教练员对工资待遇与其付出状况

工资待遇与其付出 高于 基本相符 低于 合计

人数 ６ ２５ ４６ ７７

％ ７．８ ３２．５ ５９．７ １００

从教练员的调查结果来看（表３、表４），３２．５％的教练员觉得对自己的工资待遇是“不太满意”、有７．８％
的教练员对自己的工资待遇是“不满意”；有５９．７％的教练员认为自己的付出高于工资待遇，付出与工资待
遇不能成正比，必然会使教练员有消极态度，从而影响工作的积极性。

２．１．３　教练员的业务学习状况
表５　教练员专业知识学习状况

专业知识学习 非常经常 较经常 一般 偶尔 没有 合计

人数 １２ ２９ ２５ １１ — ７７

％ １５．６ ３７．７ ３２．５ １４．２ — １００

调查结果表明（表５），有近一半的教练员在平常忽视了对专业知识的学习，专业理论知识不能得到及时
更新，不能与时俱进，长此以往，造成训练水平的原地踏步，不利于福建省田径运动的可持续发展。

２．１．４　教练员制定训练计划的状况
制定科学的训练计划，是教练员的职责，也是教练员水平的体现。

表６　教练员制定训练计划的状况

训练依据 制定严格的训练计划 凭自己经验练 想怎么练就怎么练 合计

人数 ５５ ２２ — ７７

％ ７１．４ ２８．６ — １００

调查结果显示（表６），有７１．４％的教练员在训练时有“制定严格的训练计划”，而“凭自己经验”进行训
练占被调查教练员的２８．６％。当今世界的竞技田径可以说是越来越挑战人类极限，运动员如想在竞技比赛
中取得成绩，科学的训练是必不可少的，而进行科学的训练不是只凭自己的经验或是想到什么就练什么，而

是需要制定一个严格的训练计划，这样才能有效提高运动员的成绩，否则会耽误甚至毁了运动员的前途。

２．２　运动员的现状分析
在本届的福建省运动会上，甲、乙组共有５人破福建省田径原最高纪录，共有１１人达到国家一级运动员

标准（表７）。相对于福建省第１３届运动田径比赛来说，虽有些进步，但是以这样的成绩对照第１０届全国中
学生运动会田径比赛成绩来看，这次省运动会上以甲、乙组的成绩基本上拿不了奖牌，更别提金牌了。

表７　福建省第１４届运动会田径比赛运动员等级达标表

等级 男子甲组 女子甲组 男子乙组 女子乙组

国家一级 １ ５ ０ ５

国家二级 ５７ ４６ ３９ ５９

２．２．１　运动员的文化素质教育状况
运动员文化学习与运动训练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并且一直没有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这个矛盾

已成为后备人才生存的主要障碍。调查结果表明，大部份的运动员的文化学习与训练都在体校，只有少部

份运动员采取“走训式”方式，也就是文化学习在田径传统校，训练在体校。有４３％的运动员对自己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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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持满意态度，而有２０％的运动员不满意自己所受的文化教育。为了保证成绩，运动员的训练时间远比
文化学习的时间多，再加上一部分运动员本身就对文化学习的兴趣不高，以及管理体制的不健全，教学方法

与手段缺少针对性，造成了绝大多数的运动员文化素质不高，再升学或就业的渠道狭窄。

２．２．２　运动员家长支持状况
现在，大多数孩子都是独生子女，而且在我国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这些独生子女父母在子女的

择业上也发生了改变，其择业的标准主要考虑到职业的稳定性、安全性、收入情况等。参加竞技体育训练是

极其艰苦，而且能真正出成绩的也只是处在金字塔顶峰的极少数的运动员。因些，在不能保证升学及出路

的前提下，很多家长并不支持自己的小孩从事竞技体育。调查结果表明，分别只有１２％、２２％的家长非常支
持、比较支持自己的子女从事田径训练。

２．２．３　后备人才区域分布失衡
近几年福建省沿海及经济发达地区（福、厦、泉）的田径后备人才在水平、规模、输送比例以及训练的硬

件设施上都比其他地区具有明显的优势。在１４届福建省运会男子、女子甲乙组共６４枚金牌中，有５６枚被
这３个地区的运动员获得，而１９２枚奖牌中，１４８枚被这３个地区获得，其他地区只获得了４４枚。

表８　福建省第１４届运动会甲、乙组田径金牌及奖牌地区分布表

福、厦、泉所占金牌％ 其他地市所占金牌％ 福、厦、泉所占奖牌％ 其他地市所占奖牌％

第十四届省运会 ８７．５ １２．５ ７７．１ ２２．９

福建省竞技体育田径项目后备人才各地区水平差距过大，且过于集中在沿海及经济发达地区（福、厦、

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选材面的缩小。而其他地区同样也曾为福建省培养了许多优秀的田径运动员，如

翁康强、刘玉煌等，这些地区后备人才水平的下降将会对福建省竞技体育田径项目将来的发展有一定负面

影响。

２．２．４　训练的科学化程度不高
（１）选材方面。运动员选材是指根据各个运动项目的特点，以科学测试和预测方法，从众多运动员后备

力量中准确地选拔出那些在先天和后天条件方面均较优秀的运动人才，这一过程在竞技后备人才的培养中

是相当重要的一环，它直接影响训练成绩的取得［１］。在目前的基层运动员选材中，大部分还是以教练员的

经验选材为主。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教练员经验选材的重要性，但是大量的事实证明，只凭经验选材是远远

不够的，必然造成一些有真正潜力的好苗子被淘汰，而入选的那些发展空间不大的运动员却占用了有能力

的运动员的发展机会，从而造成大量的人才及资源浪费。

（２）训练中出现“拔苗助长”的情况。“运动员的培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应遵循运动训练的客观
规律，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的生长发育特点，完成不同阶段的训练任务。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少年运动员竞

赛制度不健全，基层业余体校和运动学校往往把本省、市或县运动会作为训练目标，从而造成了教练员的短

期［２］。”基层训练单位考核教练员训练成效的唯一标准就是竞赛成绩，还与职称、奖金等挂钩，这必然造成教

练员为了追求运动成绩而忽视了运动训练的内在规律，在青少年运动员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就进行大负荷

的专项训练，这样无疑会使专项成绩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但长久的进行这样的艰苦训练对于处在身体发育

期的运动员来说必然造成较大的伤害，所引起的后果就是往往表现出运动伤病，影响其专项训练，过早地退

役，造成人才的浪费。

２．３　福建省竞技体育田径项目后备人才培养模式构建

２．３．１　人才培养模式的概念
人才培养模式是指在一定的教育思想和理念指导下，以人才培养活动为主体，为实现培养目标所设计

的某种标准构造样式和运行方式．作为一种过程范畴，它具体体现在对人才培养过程的谋划、设计、建构和
管理等环节上，并且具有某种程度的系统性、范型性和可操作性．人才培养模式的构成一般应包括培养目
标、培养过程、培养制度、培养评价４个方面［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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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　福建省现有后备人才的培养模式
（１）后备人才的的概念。所谓“后备”是指为补充而事先准备好的人员、物质等。所谓“人才”是指有某

种特长的人。那么，“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就是指为今后参加竞技体育活动，创造优异运动成绩而事先进行

训练的有竞技体育特长的人［４］。

目前，福建省竞技田径后备人才的培养主要包括３个方面：一是各地级市体育局开办的体育运动学校；
二是各县（市）的少年业余体校；三是田径传统项目学校。

（２）福建省目前后备人才的培养模式。福建省后备人才的培养体制目前是以体校为基础的三级训练网
（初级、中级、高级训练形式），也是就所谓的金字塔式，它所追求的是从大量参加运动训练的青少年中寻找

有潜力的运动员，从运动员的选择及培养全部由国家负责。这种模式不但存在着成才率低还跟不上社会的

变化而导致运动员“出口”不畅。

① 运动员培养。如果按运动员文化学习与运动训练安排的特点来划分的话，可以分为两种：一是集中
型，即运动员的学习与训练都统一统筹安排，运动员集中在学校或少体校集中学习、生活、训练，这种形式就

是在训练时间与质量上可以得到充分保障，成为输送到省市体工队的主体，但文化学习状况却不是很理想。

二是结合型，即运动员在少体校、俱乐部训练，文化教育则在普通小学、中学。这种形式它在保障文化学习

基础上训练效果却不是那么明显。

② 教练员培养。目前福建省竞技体育田径项目的教练员大都是从运动员出身，因此，在教练员培养模
式上是先选拔上岗执教，再培训进修，然后再执教的过程。教练员在自己的运动员时期耽误了自己的文化

学习，学历水平较低，因此通过继续教育来获得相应的学历。但这种形式的再教育学时较短、不够全面，教

练员并未能系统的学习掌握体育运动训练基础和专业的理论知识。

３　福建省竞技田径后备人才的培养机制的发展对策

３．１　明确培养目标，改革完善竞赛制度，创建良好的后备人才培养环境

３．１．１　明确培养目标
在青少年竞技后备人才培养上，各级各类体校都需要转变观念，树立正确的竞技体育观和人才培养观

念，明确培养目标，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将大批有文化素质、运动能力的优秀后备人才源源不断地向省、市体

工队输送，不断发展壮大福建省田径运动后备人才队伍。要遵循少年儿童身体成长规律及运动训练规律，

坚持科学训练，提高训练质量，培养有发展潜力的优秀后备人才。

３．１．２　改革完善竞赛制度
一种合理的竞赛制度应与后备人才的培养目标相一致，有利于竞技田径后备人才的培养，可以极大地

促进竞技田径后备人才的发展。青少年竞赛项目应避免过早专项化，并要淡化金牌和名次意识，注重能力

的评定和提高。要以青少年运动员身体的全面发展、打好基础为指导思想，以选拔有前途的运动员、检查训

练效果、积累比赛经验为目的。

３．２　科学选材，提高成材率
加大科学选材力度，建全科学选材机构，配备必需的仪器设备及科研经费，并结合福建省的实际情况，

制定出符合竞技田径项目发展规律和要求的选材指标及切实可行的选材评价体系，结合生理、生化检测指

标及遗传和经验选材等方法，把真正有发展潜力的苗子选拔上来，提高田径后备人才培养的成材率，促进福

建省田径后备人才队伍的可持续发展。

３．３　重视培养过程
培养过程是培养目标得以实现的过程，它是为实现一定的人才培养目标而实施的一系列人才培养活动

的过程。

３．３．１　培养运动员主动学习意识和能力
青少年时期是文化学习的黄金时期，应创造一个好的文化学习氛围，向运动员强调文化学习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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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运动员主动学习的意识，不断加强对运动员学习能力的培养，使运动员体验到主动学习的乐趣，提高运

动员的综合素质。综合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增强对运动训练的领悟能力，对训练成效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进一步提高训练水平，同时也增强了运动员的社会竞争能力。

３．３．２　加强教练员队伍的培养，提高教练的综合素质
一个项目要发展，要保持优势，教练员的素质起到决定性因素。教练员是整个运动训练的管理者与实

施者；运动员的训练计划、训练目标、训练内容和训练方法的制定与实施，都由教练员统筹安排，因此教练员

水平的高低是决定后备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因此，我们要重视教练员的队伍建设，建立完善的教练

培养制度，激发其工作热情，实行“优胜劣汰”，从而提高教练员训练的积极性与自觉性，使那些有真才实学、

积极上进的教练员能够脱颖而出。

（１）重视思想品德的培养。首先要端正指导思想，回归体育本质，从根本上消除教练员急功近利的思
想；其次推动改革创新，对现有管理体制、训练体制、竞赛体制进行改革［５］；最后有针对性地提高思想品德教

育、加强法制建设、增大奖惩力度、净化社会风气，营造一个良好的训练环境。

（２）加强教练员岗位培训，提高执教能力。建立一套完整的教练员培训制度，加强对教练员的培训，定
期开展体育专项技术讲座，对田径运动员的选取材、运动训练、运动竞赛等进行研讨；鼓励各地引进高职称、

高学历、高水平的教练员，加强全省及全国范围内的教练员人才交流，提高教练员的执教能力。

（３）加强田径教练员的科研意识。随着社会的发展，田径运动也不断地发展，不断挑战着人类的极限，
竞技场上的竞争已不是单纯的表现在体能与素质的强弱与高低，还取决于科技水平的高低。因此，田径教

练员应不断加强自己的创新能力、提高科研意识、增强科学理论知识的学习、掌握先进仪器设备的使用能

力，并能广泛运用于田径运动员的选取材、运动训练、运动竞赛及运动后恢复的各个阶段，以确保在激烈的

竞争中取胜。

３．４　建立后备人才库
３．４．１　建立全省优秀田径教练后备人才库

以省体育局田管中心牵头，各地市体育局配合对在训练成绩突出，向上输送田径后备人才多的基层教

练设立优秀教练后备人才档案库，对其德、学、智、能等方面进行全面评价，选拔有培养前途的年轻教练进行

重点培养。为福建省构建一支政治思想过硬、作风正、业务精，有知识、年轻化的优秀田径教练队伍。

３．４．２　建立运动员后备人才库
针对田径后备人才成才率低及优秀田径运动苗子过早“夭折”的现象，福建省应该选拔这些有发展潜力

的苗子出来，建立田径后备人才库，构建一个适合福建省竞技田径后备人才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市场。加大

福建省内各地市间田径后备人才的交流力度，加强对青少年运动员培养的监督，延长高水平运动员的运动

寿命，并切实解决运动员的社会保障问题，抓好后备人才队伍建设。

３．５　进一步深化“体教结合”，创建新型的田径后备人才培养模式
所谓“体”指体育部门，“教”指教育部门，两个行政级别相当的管理部门，为竞技体育人才培养而共同建

立的两部门间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分工合作、协同处事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称“体教结合”［６］。它是一

种新型的业余训练体制。从微观、中观、宏观３个层面看，“体教结合”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构建结构合理，分
工职责明确，管理成本低廉，办事效率高，处事环境和谐的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的管理联盟；一是通过体教

联盟体系的有机运转，达到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科学化人性化［７］。体教结合的办学形式主要是将一

些运动项目有选择地分散到条件较好的普通中小学校。文化教育的管理和指导工作，体育训练和日常管理

工作，分别由政府教育部门、体育行政部门共同领导管理［８］（表９）。
表９　体教结合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主要形式和内容

办学形式 主要内容

学籍挂靠 运动学校学生学籍在小学里，平时与普通学生一起上课，提高读与训的质量

合作办学 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合作办学，共建体育特色学校

创办体育运动学校 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合力成立运动学校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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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育与教育的结合方面，一定要正确处理二者的之间的关系，二者缺一不可，如果只强调发展竞技体

育而忽视教育，则会不利于后备人才的培养。从调查中了解到，很多运动员家长不支持子女参加训练的主

要原因是一些体校教练员无视运动员的文化学习，只关心运动成绩，从而影响了后备人才的正常学业，致使

家长不得不放弃子女的业余体育训练。因此，必须有效实施“体教结合”，正确处理好后备人才的文化学习

和运动训练之间的关系。

３．６　构建后备人才培养评价体系
培养评价是“依据一定的原则建立的与培养目标、培养方案、培养过程、培养策略相适应的评价方法与

标准，以保障培养目标的落实、完成”［９］。根据福建省的田径后备人才的培养目标，针对运动员后备人才的

思想教育、文化教育、训练情况、竞赛成绩；教练员的思想品德、执教能力、科研水平、进修培训情况以及地方

职能部门的管理水平等制定一个合理的后备人才培养评价体系。以此来对后备人才的培养过程实施全面

的监控，并根据评价结果，结合实际需要，及时修订完善培养计划和方案，最终实现培养目标，完善后备人才

的培养模式。

３．７　确保福建省竞技田径的优势项目
根据福建省的地域特点以及过去的成功经验，努力挖掘福建省运动员速度快、爆发力强和协调性好等

特点，重点开展短跨、跳跃、男子标枪和全能等优势项目。针对这些优势项目，制定出相应的政策措施，重点

开展这些优势项目。首先加强优势项目的科学选材；其次加大优势项目训练力度；最后加强优势项目后备

人才的系统培养、重点功关。

３．８　完善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
运动员作为特殊的群体，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周期长和高度不确定性等特点，要求

必须建立起与此相符的社会保障体系。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竞技体育的行列。运动员的社会保障体系要

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社会保险、伤残保险、就业安置以及福利与优抚［１０］。应不断完善及考虑各个方面，积极

取得运动家长与社会的支持，才能充分调动运动员训练的积极性，为福建省的竞技体育田径项目贮备更多、

更有发展潜力的田径后备人才，促进福建省竞技田径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４　结　语

福建省的竞技田径后备人才的培养现状不容乐观，存在着后备人才区域分布失衡，训练的科学化程度

不高，训练中出现过早的“专项化”，教练员的科研与训练结合不足，学训矛盾等。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创

新，明确培养目标，加大科学选材力度，提高成材率，并建立后备人才库，改革完善竞赛制度，同时加强教练

员队伍的建设并完善运动员保障体系，进一步深化“体教结合”，创建新型的田径后备人才培养模式，促进福

建省竞技田径后备人才队伍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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