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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强国背景下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困境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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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竞技运动是我国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领域，是新世纪新征程中体育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在体育大国的基础上，培

育和发展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途径是目前急需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因此，本文运用了文献资料分析法、逻辑分析法的方式，

对中国竞技运动后备人才培养的主要发展问题和现状作出了阐述，并希望为体育兴国奠定更坚实的人才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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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育强国的相关背景

一九八三年，原中国体育运动会《关于进一步开

创体育新局面的请示》首次提出要在本世纪末建成“世

界体育大国”这一概念。在《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

体育运动的通知》中，一九八四年 10 月，明确地把 "

体育强国 " 构想作为了全国各项事业的重中之重。“要

使中国从体育大国上升为世界体育强国，就必须坚持以

增进中国人民身体健康、提高人民国民素质、提高民众

的生活素质为主旨，积极发展体育在促进中国人的全面

发展、积极推进竞技运动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这一

论断突出了体育大国在竞技体育中的地位，而大众体育

作为体育大国的一个重要标志。国家在二零二二年十月

十六日全国人大上递交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的工

作报告，这一次的“体育强国”与以往的“体育强国”

概念完全不同了，它是中国人民数十年来对体育发展状

况的深入研究，结合了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也顺应了

广大人民的愿望，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国家概念了，而更

多的是为了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更是为了一个

国家的富强。

二、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困境

1.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中国竞技运动后备人员不仅包括参与国际比赛的

选手和创造优异成绩的运动员，还涵盖培训选手的教练

员、指导员，提供科研支持的科学家，预备获得名次的

选手，以及高校中运动专业的本科生和老师，构成竞技

运动后备人员主体。[3] 竞技运动后备人才包括体制、

制度、资源、学训（选材、培训、比赛、文化课培训）

及社会保障要素。中国已实施财政统筹、地方政府承担

的后备人员发展计划。[4]

2.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目标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目标主要包括业余体

育训练、高校高水平运动员以及省区优秀运动员培养。

业余训练旨在利用青少年业余时间进行专项训练，早期

培养为高级训练打基础，而竞技成绩不完全代表业余训

练社会效益。高校运动员培养目标是：为中国培养高素

质、高素质、高素质的体育人才 [5]。

3.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困境

人才输送、资金投入、训练效益、竞赛管理等因

素对中国竞技运动人才培养的影响 [6]。

（1）人才贮备不足，培养数量有限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面临问题特点是人员

更替衔接不足。培养依赖比赛，但忽视年龄，仅注重数

量。存在的问题还包括强项单项和专长设立不足，以及

教练员、运动员知识、经验，训练设施的数量和质量不

足，几乎处于空白状态。[7]

（2）成才率和培养效益较低

2010-2020 年，全国拥有二级及以上水平运动员

464431 人。从 2010 到 2020 年，全国二级运动员的数

量一直处于高位，但每年的全国锦标赛数量还不到1%[6]。

（3）投入产出比低

高投入低产出是不可扭转的。我国在对体育后备

人才效益的评估中，更多地倾向于与体育有关的优秀人

才和奖牌，而其总体效益水平偏低是当前的一个突出特

征 [8]。

（4）学训矛盾突出，培养质量单维

根据中国竞技后备人才实际训练情况，长时间高

强度练习导致青少年运动员体力消耗巨大。[9] 分散了

引   言 ：
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

快建设体育强国”，这为新发展阶段体育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竞技体育是我国体育事业的重

要一部分，党和国家一直以来就十分重视中国竞技体育战略的制定和发展，并高度重视 [1]。体育后备人才的培育

是新世纪体育强国建设的关键环节 [2]。因此，为了更有力的促进当前中国竞技体育的高速发展，在国家积极推动

建设体育强国之时，积极研究为中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具体情况与措施，是十分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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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于文化课相关知识的学习 [10]，从而导致竞技后备

人才在文化课学习的时间上远远不足；其二，“重竞技、

轻文化”模式加剧了中国竞技后备人才培养的学训矛盾。

体教结合旨在解决教学与培训冲突，面临三大问题：体

育与教育系统未实现共生共存、资源配置不协调且效率

低下，体现为体教资源整合不畅。[11] 传统培养理念根

深蒂固，路径依赖使体教结合停留于“表层”。

（5）性别结构失衡

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存在男女比例不均、性别结

构失衡问题。随年龄增长，二级运动员男女人数变化趋

势相似，男性运动员总数普遍多于女性，差距维持在约

10000 名，已成常态，反映出性别教育水平不均衡。[6]

（6）退役安置困难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确存在着一些运动员

在退役后进行了成功的转换，并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取得

了很好的效果。但是，成功的转化率很低，大部分的运

动员在退役后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工作 [12]。

三、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策略

1. 强化体系结构，架构顶层设计

加强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重要性认识，明确新发展

途径，以制度创新为驱动。深化体育教育整合，优化青

少年项目布局，强化后备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模式，

实施效益和评估反馈制度，建立资源丰富、技术扎实、

资金政策支持充分、培训效果佳的人才培养机制。[6]

2. 整合多方资源，充分挖掘社会力量

构建体育、教育、社会力量的多元发展模式，逐

步构建全国各地、市、县的体育竞赛制度，并逐步形成

市场化、专业化、品牌化的为社会民间培养体育后备人

才的培养基地 [13]。

3. 深化体教融合，夯实学校体育基础

推动体教融合，提升体育后备人才培养：（1）完

善青年队员发展培训体系；（2）分层分级构建青年体

育项目网络，发挥其带动作用；（3）改革优化高中运

动队模式，建立小学至高校“一条龙”体育人才培养体

系，挖掘学校教育在培养体育人才中的作用，形成以学

校为主的训练模式；（4）加强体育院校工作，提供优

质体育文化和教育。[6]

结  语：

总之，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和体育

事业也在不断的进步。 加强经济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

完善培养体系和选拔模式，是加强经济体育后备人才培

养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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