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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卓越体育人才的作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Ｒesearch on the Ｒole of the Excellent Sports Talent Cultivating and its Influen-
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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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卓越体育人才是我国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发展的人力资本贮备的基础，对我国

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的导向及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是促进我国全民健身

运动广泛开展，提升我国竞技体育运动水平，推动我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坚实后盾。本

文通过对卓越体育人才的界定，探讨了培养卓越体育人才意义和作用，提出了影响卓越

体育人才培养的因素。旨为提升我国体育人才培养质量、层次献言纳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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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utstanding sports talent is the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ports develop-
ment and sports industry human capital reserve，has a tremendous influence on the orienta-
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sports development and sports industry，is to promote the ex-
tensive development of nationwide fitness program in China，to promote our country athletics
sports level，to promote a solid backing China into a sports power． In this paper，the defini-
tion of outstanding sports talents，discusses the cultivation and role of outstanding sports tal-
ents，proposed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excellence in sports training，influence of excellent
sports talents for China＇s sports undertakings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 are summarized． In
order to improve training quality，level give advice of sports talents in china．
Key words: Excellent; Sports talents; Value

“卓越”一词最早源自《三国志》中对诸葛亮的

评价，含有杰出、超出一般的含义。现今主要是指

对高尖端并具有创新技能人才的界定，是我国教育

部门现阶段面对社会和经济对人才需求的质量而

提出的。教育部于 2010 年 6 月 23 日提出了《卓越

人才培养计划》，这是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中长

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和

《国 家 中 长 期 人 才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 2010—2020
年) 》的重要改革项目［1］。从而更加明确了我国现

阶段大学在人才培养的定位、类型及目标方面给予

的解释和指导。在各大高校中，体育院校作为专门

培养体育人才的高校面对我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

强国迈进的同时，应就人才培养质量和模式进行重

新定位与改革，因此，明确卓越体育人才的概念及

内涵，探讨卓越体育人才所具有的价值是极其必要

和现实的，更是适应我国新时期体育发展的根本需

求。本文提出的卓越体育人才所涵盖的对象包括

体育学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三个层

次，主要从体育强国战略、体育经济、学校体育、全
民健身及体育产业五个方面探讨了培养卓越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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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重要性。通过对培养卓越体育人才的概念

界定，分析影响卓越体育人才培养的因素，总结、归
纳卓越体育人才对于我国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发

展的重要影响，提出培养卓越体育人才的具体对策

和发展策略。

1 卓越体育人才的界定及内涵

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重

要指标是人才水平和储备量，而未来的发展主要是

依靠人才的创新。体育领域同样如此，一个国家体

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及全民健身意识水平发展如何

主要是依靠卓越体育人才对于体育运动发展的导

向与把握，也是体育运动全民普及的最有力的引领

者和推动力。体育运动不仅能带给人们健康，同时

体育运动更具有经济价值、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
因此，培养卓越的体育人才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

要，更是人们日趋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及行业

精细划分的根本反映。要培养卓越的体育人才，首

先应明确卓越体育人才的界定及内涵。
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发现，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关

于卓越体育人才的确切定义，但是有对卓越人才的

定义，卓越人才是指通过行业准入标准后，具有较

高人文素质的专业型精英。卓越人才培养计划是

在培养高素质的创新人才的基础之上提出来的，是

我国现阶段紧缺高端人才的确实反映。卓越体育

人才是卓越人才中的一种类型，根据现今我国体育

事业和体育产业发展的需要，卓越体育人才是能适

应社会发展需要，符合社会发展要求，在教育、科

研、管理和竞训方面具有创新能力的拔尖类体育专

业型精英。卓越体育人才不仅具有独立的科研探

索能力，同时能指导及引领体育发展导向，对体育

事业和体育产业发展具有牵头带领的作用，是一个

国家体育发展源动力的代表，是体育事业和产业发

展的综合体现。

2 培养卓越体育人才的意义

培养卓越体育人才不仅是我国体育强国战略

的重要人力储备［2］，同时也是我国体育经济、学校

体育、社区体育及体育产业发展的人才保证因素，

更是高水平体育人才输出的有力来源，对重新评价

我国体育人才的等级标准具有关键性的引领效应。
现阶段我国虽然在竞技体育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绩，但是综合来看，我国体育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在国民中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这从

我国竞技体育运动员退役后的安置问题就可见一

般，虽然有一部分高水平运动员退役后有了一个不

错的去向，但是大多数的退役运动员可能连基本的

生存都会成为问题，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在体育人才

培养方面存在的欠缺与不足。同时，各行业人士对

体育人的认识也不尽统一，纠其原因和我们培养的

体育人才的行业标准有一定的关联，美国体育产业

的年产值达到两千多亿美元，是汽车制造业总收入

的两倍，占 GDP 的 2% ; 澳大利亚体育产业对 GDP
的贡献超过 1% ; 意大利以“足球工业”为主的体育

产业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就已成为国民经济的十

大支柱产业; 英国体育产业年产值达 70 亿英镑，超

过汽车制造业、烟草业的产值。相比较国外而言，

我国体育事业和产业近年来虽然发展速度较快，但

也难免让人对于体育人才的评价有所偏低。要想

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严抓卓越体育人才培养质量，

完善人才培养模式，扩展人才培养类型。这不仅是

现阶段我国体育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体育整体向

前迈进的有力保障。
2． 1 提升我国体育人才的培养质量和层次

人才培养质量和层次是已经喊了很多年的口

号，但是现今的体育人才的培养质量总体来看还不

高，有待提高的方面还很多，纠其原因是我们对于

拔尖类的高端体育人才的培养偏少，我们更多地注

重了竞技运动员的培养，金牌情节还有待弱化。
2． 2 满足现阶段我国在体育事业和产业方面发展

的高端人才需要

一个国家体育事业和产业发展好与坏，体育项

目开展的丰富程度，竞技体育的运动水平，学校体

育和社区体育开展的情况都反映了高水平卓越体

育人才在此方面的引领效应，因此，培养卓越体育

人才是满足我国体育发展的根本需要。
2． 3 促进我国大学在体育人才培养的模式转变

大学对于人才培养具有根本的影响，尤其是对

于体育项目的开展，大学体育设施的完善，体育活

动开展的丰富程度和水平不仅是丰富学生课余文

化生活，同时也是提高学生身体素质的有效途径，

更是帮助学生树立奋发图强，积极向上的有效动

力，对于人才的培养具有积极的影响。
2． 4 加快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步伐

我国人口占居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强，但是在

世界体育强国中，我国人均从事体育项目的人数还

非常少，加快卓越体育人才的培养，设定相应的行

业标准及待遇标准不仅能够改变人们对于体育本

质的认识，同时能够在体育发展领域中树立人才培

养典范的效用，这对于我们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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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是积极和有益的。
2． 5 引领我国大众健身及竞技体育的发展

体育项目开展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受明星效

应或者政策效应的影响，培养卓越体育人才不仅能

够拟补这两方面开展的不足，同时，能够让社会性

的人群有意识地参与其中，如马华当年开展的健身

操就在全国引起了不小地轰动，这不能不说是卓越

体育人才对于体育项目、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很好

地结合的促动作用。

3 卓越体育人才培养的影响因素

3． 1 教育发展导向影响

人的成长过程受三方面因素的影响，家庭、教
育和社会，三者共同影响着个体对于未知事物的判

断与学习。国内体育类教育关于人才培养方案的

设定主要是根据国家关于体育人才培养目标进行

设定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培养方案亟需修订与完

善，课程设置及删减也应有所改革，只有这样才能

适应现今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于培养方案的修订

与完善，教育发展导向具有指导性的作用。教育发

展导向是指导人才培养的总纲领，是加快人才培养

规模和层次的有力指导，对于体育人才未来的社会

定位具有积极的作用。目前国内教育分为初级、基
础和高层次人才培养 3 个阶段，每个阶段不仅与受

教育者的年龄有一定的关联，同时也是教育内容设

定的主要依据，按照学科类别划分又可分为 13 个

一级学科领域，体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被

大家所认识和接纳，但是体育学科的人才教育发展

导向还十分不明确，也未尽统一，或许这也是教育

多元化体现的一种方式。不过，体育人才的教育与

培养导向相对制约着我国对于体育人才的界定与

规格，尤其对于卓越体育人才的界定还十分模糊，

这不利于我国体育人才发展重点地体现，也突显不

出体育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区分，因此，卓越体育人

才的教育与培养导向应作为未来体育人才培养的

重要方面予以明确和清晰。我国教育导向主要以

升学为目的，已经不适应目前的社会发展需要，高

校教育应以学生的未来就业为导向，以培养适应社

会发展、推动社会革新的人才为主进行教育与培

养，单纯的以学科为主的教育发展理念已不合时

宜，不利于培养高素质、能够引领行业发展的精英。
3． 2 人才培养机制、体系结构特点影响

人才培养机制和体系结构特点是实施人才培

养的必要条件，我国大学在人才培养机制和体系方

面相对于来讲较为完整和全面，涵盖了各个学科的

发展，但是学科与行业的契合还未能真正在教育过

程中有所体现或者体现不足以支持我们人才培养

的社会接纳程度。教育过程中实际能够提升人才

内涵的内容相对过于简单和程序化，忽略了人的主

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加之教育过程中的监管相对缺

失，致使人才培养浮于表面，没有深刻抓住人才培

养的核心内容。这些都受人才培养机制、体系结构

的限制，由于国内的教育环节过多地注重了学术、
科研能力的提升，而对于实践能力的培养相对来讲

较为弱化。这种趋势势必影响了体育教育领域中

对人才的培养，尤其是体育类研究生，包括硕士研

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过程更多地注重的是学

术研究生的培养，而对于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相

对薄弱，导致体育人才培养过后与行业之间的结合

脱节，不能符合行业发展对体育人才体育的具体要

求，制约了体育人才就业的宽度和深度。
3． 3 体育行业类型评定标准影响

卓越体育人才不是通才教育过程，更应注重专

才教育及行业实践能力的培养，因此卓越体育人才

的评定标准应该按照体育行业内的系统划分进行

不同标准的界定。体育行业主要包括三大类，一类

为体育教育，即体育师资的培养过程，涵盖大学、高
中、初中和小学四个部分; 第二类为竞赛训练，即各

个体育项目的指导教练，多数分布于体校、体工队

或体育局等领域; 第三类为大众健身，即社区体育、
各大俱乐部等。根据体育行业不同的划分，可以将

卓越体育人才的评定标准界定为能够独立承担体

育教学、运动训练及社会体育指导工作并进行完整

组织、实施、实现既定目标的高层次体育保健类应

用型人才，凡符合体育行业其中一部分的人才可界

定为符合卓越体育人才评定标准的专业体育人才。
这种划分格局主要依据现行体育行业的职能及体

育结构系统的区别，对卓越体育人才的培养产生了

不同层次的效果，培养质量也出现了很大的差异，

同时也制约了高校在培养卓越体育人才上的定位。
因此，评定标准界定的是否统一及与社会发展需求

的衔接直接影响了卓越体育人才培养的质量。
3． 4 体育事业、产业发展规模与速度影响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改善加之我国不断步入老

龄化人口占多数的情况下，人们的对体育的认识、
对竞技体育的关注度及自身保健意识的不断提高，

中国的体育事业、产业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

遇，更是推动我们转变卓越体育人才培养方式及发

展定位的良好契机。我国现今人口为 13． 9 亿，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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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假想按照 1: 1000 的比例计算所需体育人才数

量，我国共需要 139 万专业体育人才，而实际上我

国总体从事体育教育、管理、训练和社会体育指导

的体育人口远未达到这个数目。同时，1: 1000 的

比例仅是一个假想的比例，是不成立的，以目前国

内中小学体育教师比例与学生比例来看，据 2007
年统计湖南中学体育教师人数是 732 人与在校学

生的比例是 142: 1，平均 1 位中学教师平均 1 周要

给学生上 18 ～ 20 节课程及学校训练课程，这个教

学强度远远超过了 1 个教师应承担的教学工作量，

难免造成体育课出现“散养”或“放羊”式教育过

程，不 利 于 在 校 学 生 的 身 体 素 质 的 提 高 与 改

善［3 － 4］。另外，我国社区当中能够对老年人健身进

行指导的社区体育指导员数量更是少的可怜。这

些很容易得出，目前我国无论是在体育师资还是社

会体育指导方面产生的体育专业人才数量急剧短

缺，根本不能达到社会发展对体育人才的需要。
3． 5 社会人群对体育本质理解的影响

“宁可请人出汗也不请人吃饭”现今似乎已成

为人们的共识，这说明人们对于体育本质的认识越

发清晰和深刻，也体现了人们对于健康认识的进一

步关注，一个好身体或由体育运动本身带来的心情

舒畅是其他事物所不具备的，而体育的本质除了竞

争以外更加注重的是带给人们愉悦的心情和健康

的体魄。尤其那些技能促进身体健康又能在运动

中充分体验的运动项目更能吸引人们的关注，加之

现今人类居住的城市环境越发缺少自然植物和地

理的优势，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从事一些挑战人

类极限或锻炼人类胆魄的运动项目，如高山滑雪、
攀岩、跳伞、蹦极等。由此可以大致总结出社会人

群对于体育本质的理解体现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

少儿和老年人更愿意从事娱乐性和健身性较强的

运动项目; 二是青少年或成年人更愿意从事一些具

有挑战性的运动项目; 三是很多新兴运动项目的兴

起吸引着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并愿意亲自尝试; 四是

运动项目与社会人群的收入、所在地域及气候环境

有着极大的关联; 五是竞技体育对于社会体育、学
校体育的发展还是具有极强的导向作用。
3． 6 软件及硬件基础影响

大学是培养体育人才的基地，尤其体育院校是

培养卓越体育人才的摇篮，目前全国体育院校在培

养体育人才方面具备独有的优势和不可忽视的作

用［5 － 8］，无论从培养卓越体育人才的教师队伍还是

需要提供人才培养所需的实习基地、实验室、运动

队都相对于综合性大学中的体育学院更具明显优

势。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十五所独立的体育院

校，每所体育院校所涵盖的体育学一级学科或者与

体育学相关的交叉学科无不显示出极大的竞争优

势和人才培养质量优势。随着我国体育院校在各

个学科不断的深入研究，一些跨专业、跨学科综合

素质高的学科带头人不断涌现，且越来越趋于年轻

化。尤其是各所体育院校所的特色学科更是其他

院校或综合性大学无法比拟的，这为我们培养高层

次的拔尖类体育人才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石。

4 结 语

随着现今社会不断地发展，对体育人才培养质

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望，尤其伴随着我国全民

健身事业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老龄化人口问题的

日趋显现，中国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中国体育教

育事业内涵建设的不断强化及体育产业的日趋扩

容，对卓越体育人才的需求质量更明显地体现了出

来。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培养足够数量的卓越体

育人才，并能保证所培养的人才能够人尽其用，为

应注重卓越体育人才培养质量导向的作用，强化体

育人才培养类型及层次划分，明确卓越体育人才行

业录用标准，强化高校在卓越体育人才培养质量上

的优势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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