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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教结合深度融合的大背景下袁学校运动队建设及学校体育发展中袁专业教练员是可以进

行人力资源整合的有效对象袁专业教练员入校园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遥但在目前袁教练员入

校工作中还存在着包括教练员入校园工作没有统一的准入标准和管理制度尧教练员的工作

还是以提高为主尧没有充分发挥其专业性袁教练员与学校及本校教师之间缺乏融入等问题遥
并提出了通过准入机制尧动力机制尧约束机制等的建立袁进一步规范教练员入校工作袁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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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the means of literature study, expert consultation, questionnaire and statistics, the paper

argues that professional coaches are the effective objects of human resources integr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teams and school sports development with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sport with teach-

ing. The professional coaches' work conform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But at present, there still exist

some problems as follows,1) There is no unified access standards and management system for the coaches

working in schools;2) The coaches' work mainly focuses on their self-improvement and has not brought their

professional ability into full play;3)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coaches and schools and between the

coaches and the school teaches is not enough;The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access mechanism, the dynamic

mechanism and constraint mechanism be established and the coaches' work in schools be standardized so as

to bring into full play the active role of coaches' work in improving the youngsters' physical fitnes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reserved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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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奥运时代袁 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模式多种多样袁其
中袁体教结合是理论界尧学术界比较倾向的一种方法遥上海

市在 1999 年开始了体教结合工作的探索袁 率先在全市优

质高中学校中建立二线运动队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 124 的

布局袁即 1 所二线运动队学校袁配置 2 所初中袁4 所小学袁
形成野一条龙冶体系遥 随着体教结合工作的不断深入袁这种

方法袁已逐步显现出其优越性及未来发展的潜力袁但与此

同时袁 人力资源也成为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

一遥 为了使这项工作能够不断推进袁上海创新走出了专业

教练员入校之路袁2012 年上海市体教结合工作会议提出袁
下阶段体育部门的职责之一就是要做到优秀教练员进校

园遥所谓教练员入校袁是指在体教结合大背景下袁体育系统

的教练员袁按照优秀运动员培养的需要袁在不改变编制属

性的情况下袁进入教育系统的学校袁承担或者参与学校运

动队训练任务袁接受学校及体校双重管理的一种模式遥
从长远来看袁 教练员入校工作是体育强国建设的需

要袁是体育人才培养体制改革的需要曰是增强青少年体质

健康水平的需要袁也是学校体育文化建设的需要遥 从实际

的方面来说袁教练员入校对于学校体育的开展尧后备人才

的培养有着积极的意义袁有利于解决家长不愿意送学生到

体校的矛盾袁有利于缓解学校老师课余带训的压力袁有利

于完成学校运动队比赛任务指标袁有利于提高体育教师业

务能力袁另外袁还可以不受学校编制限制袁缓解学校教师编

制紧张等难题袁有利于选拔和发现优秀体育后备人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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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袁 对目前上海市教练员入校工作进行总结分析袁
并找出目前教练员入校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袁从而提出对

策与建议显得十分必要遥

以上海市体教结合工作开展的情况尧开展学校以及入

校教练员为研究对象遥

查阅近年来有关上级文件以及一些与 野体教结合冶相
关的文章和论文袁对有关于体教结合相关培养模式尧运行

机制等相关文章进行梳理尧分类和整理遥

通过设计访谈提纲袁就近年来上海市体教结合工作实

施情况尧整体运行机制及其今后的走向等问题走访了上海

市体育局尧上海市教委尧有关区县的专家尧领导尧入校教练

员所在学校领导尧体育老师尧一线教练员等遥

就目前野体教结合冶大背景下教练员入校工作的现状

及运行机制袁分别针对学校尧教练员设计调查问卷袁共发出

问卷 153 份袁回收 146 份袁其中有效问卷 143 份袁有效回收

率 97.9%渊见表 1冤遥
表 1 调查问卷发放回收统计表

运用数理统计软件 SPSS20 对问卷进行数据处理袁运
用体育统计学方法对收集的各种数据指标进行处理遥

上海是较早实施专业教练员入校工作的城市袁从实际

情况来看袁虽然已经走在了全国前列袁但是对于教练员入

校工作的详细规范性文件缺乏袁对于教练员的来源尧准入

机制等没有明确的规范与定义遥随着教练员入校工作的不

断推进袁以及这种模式所带来的好处被越来越多的学校所

认可袁对于教练员入校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袁办渊试办冤二
线运动队学校尧上海市传统项目学校正在逐步增加袁入校

教练员也在逐渐增多袁这就要求我们对于入校教练员的现

行情况进行排摸袁 了解现行体制下教练员入校的准入情

况袁为问题的分析提供依据遥
3.1.1.1 主要来源

在针对学校及教练员的问卷调查及走访调查中发现袁目

前袁上海市教练员入校工作没有明确的准入标准袁在实际操作

过程中袁也基本没有对教练员的准入考核遥 通过调查袁目前入

校教练员中有 43.7%的教练员是上级指派后学校无条件接收

的袁有 50%的教练员是上级指派后经学校考察接收的袁有 6.3%

的教练员是学校自主招录的遥而通过对 5.56%学校自主招录的

情况进行了解后发现袁也并没有对教练员进行正轨的考核袁一
般只要教练员具备所需项目的专项技术能力就可录用遥
3.1.1.2 编制情况

通过对入校教练员的调查问卷分析显示袁区级体育部

门正式编制的教练员占据的比例最大袁为 68.4%袁其次是

区级体育部门聘用人员袁为 22.1%曰区级教育部门正式编

制 2.1%袁区级教育部门聘用人员为 5.3%曰市级体育尧教育

部门正式编制人员的比例均为 2.1%遥
3.1.1.3 学历构成

通过对入校教练员的调查问卷分析显示袁有 78%的入

校教练员具有大学本科学历袁有 15.8%的教练员拥有专科

学历袁4.2%的教练员拥有硕士以上学历袁专科以下学历的

教练员占了 2.1%遥入校教练员的学历总体水平中等偏上遥
3.1.1.4 运动等级

通过对入校教练员的调查问卷分析显示袁在等级方面

有 30.5%的教练员为国家健将级袁有 49.5%入校教练员为

国家一级袁13.7%的教练员为国家二级袁6.3%的教练员为

国家二级以下遥 入校教练员的运动等级总体水平较高遥
3.1.1.5 专业技术职称

在专业技术职称方面袁有 25.3%的入校教练员拥有高

级职称袁32.6%的教练员拥有中级职称袁26.3%的教练员拥

有初级职称袁15.8%的教练员没有专业技术职称遥

3.1.2.1 工作内容调查

通过对入校教练员的调查问卷分析显示 渊见表 2冤袁
90.4%的入校教练员目前承担的工作是带好运动队 曰
32.7%的教练员承担着与专业相关的项目普及工作 曰
28.8%的教练员承担着完成学校交办的其他工作曰只有少

数教练员承担了辅助本校体育教师上好体育课尧独立承担

本校体育课尧辅助本校体育教师上好活动课及其他工作内

容袁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袁所谓独立承担本校体育课内容袁是
指专业教练在涉及到专业性较强的课程时袁由专业教练进

行主要授课袁学校体育老师进行辅助性教学遥
表 2 入校教练员目前承担的主要工作

问卷种类 发放/份 回收/份 有效问卷/份 有效回收率 

教练员 

学  校 

合  计 

105 

48 

153 

98 

48 

146 

95 

48 

143 

96.9% 

100% 

97.9% 

 

目前承担的主要工作 比例 

带好运动队 90.4% 

承担与专业相关的项目普及工作 32.7% 

辅助本校体育教师上好体育课 9.6% 

独立承担本校体育课内容 5.8% 

辅助本校体育教师上好活动课 3.8% 

独立承担本校活动课内容 1.9% 

完成学校交办的其他工作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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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2 周工作量调查

由于目前上海市教练员入校工作还存在很大的不可

预见性袁入校的项目不同尧运动队规模尧水平的不同给入校

工作都来了很大的差异遥通过对入校教练员的调查问卷分

析显示袁 有 68.4%的入校教练员每周工作 10 h 以上袁有
8.4%的入校教练员每周工作 8~10 h袁 有 12.6%的教练员

每周工作 5~8 h袁有 6.3%的入校教练员每周工作 3~5 h袁有
4.2%的入校教练员每周仅工作 3 h 以下遥教练员的周工作

量上存在很大的差异遥
3.1.2.3 入校教练员的工作绩效调查

而近年来通过项目入校尧专业教练员进校园的具体实

践后袁在项目的发展尧后备人才的培养上是否取得了一定

的成绩呢钥 是否向上级单位输送过运动员尧所带运动队是

否取得各级赛事的成绩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显示教练员

的工作成绩遥 在受调查的入校教练员中袁有 69.2%的入校

教练员向上级输送过运动员袁没有向上级输送过运动员的

教练员为 30.8%遥 入校教练员工作能力的总体水平较强遥
目前袁分别有 50%尧44.2%和 30.8%的入校教练员带训

的队伍参加过上海市学生联赛尧上海市市运会和区级及以

下联赛袁23.1%的教练员带训的队伍参加过国际赛事袁仅
有 5.8%的带训队伍目前没有参加过任何比赛渊见图 1冤遥

图 1 带训队伍参加比赛情况

3.1.3.1 经费投入及待遇情况

为了进一步了解目前入校工作的投入及教练员的工

资待遇情况袁对学校及教练员分别进行了调查尧走访袁从调

查情况来看袁目前上海市项目入校的运动队经费承担主要

有两种袁一是上级部门投入袁占被调查学校的 2/3 左右袁另
有 1/3 学校的运动队经费来源是上级和学校共同投入遥 而

在针对教练员的待遇组成所做的调查中发现袁 目前有

78.8%的教练员薪资是由区体育局承担的袁 由区教育局尧
学校承担的教练员薪资分别为 3.8%和 5.8%曰由区体育局

和教育局共同承担的教练员薪资为 1.9%曰 由体育局和学

校共同承担的教练员薪资为 5.8%遥
通过进一步走访调查发现袁学校对于是否愿意增加投

入持比较积极的态度袁若专业教练员能够承担学校交付的

其他任务袁有 78%的学校愿意增加经费投入袁有 22%的学

校则持以不予置否的态度袁主要是担心教练员难以承担所

需任务尧与学校教师难以协调等遥
3.1.3.2 教练员与学校的契合度调查

总体来看袁有 37.9%和 44.2%的教练员分别对学校持

非常满意和满意的态度袁仅有 17.9%的教练员对学校的满

意度为一般遥
就目前的情况看见渊图 2冤袁教练员对学校工作的满意

态度主要体现在学校对训练工作非常支持袁占 78.8%遥 与

本校教师关系融洽尧参训学生积极性高也是入校教练员满

意度较高的主要原因袁分别占 48.1%和 50%遥

图 2 教练员入校满意度情况

通过对入校教练员的调查问卷分析显示渊见图 3冤袁参
训学生所在班级其他老师不配合也影响到其对教练员入

校的满意度遥 由于参训学生的文化课压力较大袁班级其他

老师对学生文化课期望较大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训练

工作袁从而引发教练员与任课老师之间的矛盾遥

图 3 教练员入校不满意情况

在受调查入校教练员中袁有 50.5%和 40%的教练员分

别认为教研组对带教工作非常重视和比较重视袁 仅有

9.5%的教练员认为教研组对带教工作的重视程度一般遥

3.1.4.1 教练员入校工作管理制度

上海是较早开展教练员入校工作的城市袁教练员入校

工作项目涉及广泛尧教练员来源复杂袁因此袁市级层面并未

对教练员的日常管理形成制度袁由于教练员入校工作是体

教结合工作的结果袁教练员作为专业技术人员袁日常关系

归体育部门管理袁而其工作的场所及所服务对象却属于教

育部门袁因此袁日常的管理工作似乎归教育部门比较合理遥
在对相关体育部门走访后发现袁目前袁对于入校教练员的

管理基本没有单独的制度袁一般是参照所在体育部门其他

教练员的管理遥 通过对学校的调查问卷分析显示 袁有
44.4%的学校对专业教练员入校有专门的管理制度曰而
55.6%的学校对专业教练员入校并没有专门的管理制度遥
在有专门管理制度的学校袁其管理制度基本都涵盖了考勤

制度尧评估制度和教练员工作职责渊见图 4冤遥

体教结合视野下上海市教练员入校园的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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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教练员入校管理制度一览表

3.1.4.2 教练员入校工作的优缺点调查

对于教练员入校的优点袁83.3%的调查学校认为袁专
业教练员的技术水平高曰有 44.4%的学校认识到袁专业教

练员入校可以弥补学校的专项空白袁有利于学校体育教师

技能的提升曰有 38.9%的学校认识到容易得到学生及家长

的认同曰也有 33.3%尧27.8%和 11.1%的学校认为专业教练

员教学方法先进袁可以加强学校与各部门的沟通袁并且缓

解本校体育教师紧张的问题遥
而对教练员入校工作的缺点调查发现袁 约占 66.7%

的受访者认为袁入校教练员没有教师资格认证是教练员入

校工作的最大问题袁分别有 33.3%的受访者认为自身素质

不符合本校教学理念和不利于管理曰 另有 5.6%的受访者

表示入校教练员与本校教师难以融合遥
3.1.4.3 学校方面对于教练员入校工作的认识

上海市教练员入校工作经过几年的发展袁 可以说袁无
论是学校还是教练员袁对于此项工作都有着非常清晰的认

识袁在对于入校需求的调查中发现袁有 60.4%的学校认为

专业教练员入校需要袁有 33.3%的学校认为专业教练员入

校非常需要袁仅有 6.3%的学校对其持无所谓的态度遥
通过对学校的调查问卷分析显示渊见图 5冤袁有 61.1%

的学校希望入校教练员能够承担与专业相关的项目普及

工作曰16.7%和 27.8%的学校希望入校教练员能够辅助本

校体育教师上好体育课和活动课曰也有 44.4%的学校希望

入校教练员只要带好运动队袁此外袁还有独立承担活动课

内容及完成学校交办的其他工作等需求遥

图 5 学校对教练员入校的意愿

3.1.4.4 入校教练员对于此项工作的认识

调查显示 渊见图 6冤袁76.9%的入校教练员愿意承担与

专业相关的项目普及工作袁有 28.8%的教练员愿意完成学

校的其他工作袁 分别有 5.8%和 11.5%的入校教练员愿意

辅助体育教师上好体育课和活动课袁也有 13.5%的入校教

练员不愿意承担其他任何工作遥

图 6 教练员入校意愿

目前袁上海市教练员入校工作对于教练员的选拔任用

缺乏统一规范的准入标准袁入校教练员的选拔基本由区县

体育部门进行袁很大一部分为区县体育部门编制人员或聘

用人员遥 虽然目前入校教练员学历水平较高尧专业技术性

较强袁但由于专业教练员非教育专业袁没有教师资格证书袁
且大多未接受过教育学尧心理学等相关教育教学的专门教

育袁这可能会导致入校教练员难以胜任学校教育尧与学校

教育理念不相符合等问题的发生遥

在对教练员的绩效进行调查时发现袁目前入校教练员

的专业技术较强尧在工作中多数带队参加过上海市乃至全

国的比赛袁并且 2/3 的教练员向上级输送过运动员袁这说

明教练员的专项能力很强遥 但是袁目前入校教练员的工作

基本只是带好学校运动队袁绝大部分不参与学校的普及工

作袁而在对教练员的工作量调查中发现袁因为训练工作多

为课余进行袁因此袁教练员的训练工作量并不是很大袁教练

员的专业技术没有得到最充分的利用遥

在调查中发现袁教练员在入校工作中袁与本校教师之

间的矛盾也是影响教练员工作开展的重要因素袁一是与本

校体育教师之间的矛盾院 表现为教练员不受学校的约束袁
只承担带训的工作袁而体育老师却承担着日常的体育教学

工作袁在学生取得成绩的时候袁很难说就是教练员个人训

练的结果袁这与平时教师体育课的教学以及基础的积累是

分不开的袁特别是有些学校在教练员训练时有教师进行辅

助训练的情况袁在教练员所带队伍取得成绩时袁如果没有

对体育教师进行相应的认定袁则容易激化矛盾曰二是与文

化教师之间的矛盾院在调查中发现袁教练员进行业余训练袁
势必会影响学生的文化学习时间袁而文化课教师对于参加

训练的学生势必会给予一定的压力袁这使得教练员与文化

课教师之间的矛盾凸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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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袁学校及教练员本身对于入校工作的重要性都有

着清醒的认识袁但是双方在契合度上还存在差异袁一方面

学校由于本校教师专业性缺乏尧人员紧张等原因袁需要专

业教练员进行校内普及工作曰另一方面袁教练员由于编制

所在单位为体育部门袁 学校对于其并没有经费的投入尧管
理的约束袁因此袁并不太愿意承担普及工作遥这在一定程度

上是学校与教练员之间乃至教练员与学校教师之间产生

隔阂的原因袁导致了双方在日常的工作中产生契合度的偏

差遥另外袁由于部分学校涉及到独立带训和辅助带训袁学生

参加比赛或输送后成绩的认定问题袁教练员与教师之间利

益分配不均袁导致了教练与教师之间产生矛盾遥

针对入校教练员准入标准缺失而导致的与学校教学

理念难以融合尧难以胜任学校教学任务的问题袁建议建立

相对统一规范的管理机制遥
在选拔任用前院一是明确需求袁确定上岗条件遥对教练

员来源进行合理的范围划定尧对学历尧职称尧技术等级等作

出相应规定袁并明确工作目标与任务曰二是加强沟通袁以学

校需求为主遥体育部门在选拔人才的同时要充分尊重教育

的意愿袁一方面袁在新录用教练员的面试及考核过程中充

分考虑教育的需求曰另一方面袁对于已有教练员入校可以

采取体育挂牌尧教育选择的方式遥即袁体育部门将现有教练

员基本情况尧带队成绩尧输送成绩等以张榜的形式公布袁教
育部门根据学校实际进行摘牌录用遥

在选拔录用后院一是建立培训机制遥 对于入校教练员

加强岗前培训袁在专业过关的基础上着重加强教学能力的

培训袁进行必要的教育学尧心理学培训袁帮助教练员申请教

师资格袁提供更好的进修学习的机会袁帮助其提升专业技

能袁使入校教练员能够尽快适应学校的教学遥 二是建立提

升机制遥要给予教练员充分学习提升的机会袁一方面袁可以

定期组织区域内入校教练员进行学习交流袁 通过相互沟

通尧相互学习袁从而提升自身水平曰另一方面袁给教练员创

造参与学习培训的机会袁为教练员搭建平台袁加强自身专

业技能遥 三是建立融入机制遥 注重加强教练员与所在学校

教师之间的融入袁学校要建立入校教练员管理制度袁将入

校教练员纳入本校教师的日常管理体系袁适当地组织入校

教练员参加本校体育教师的教研活动袁一方面可以使入校

教练员产生归属感曰另一方面袁通过教研活动交流经验袁也
可以使入校教练员更快地融入学校的教学工作袁使得教练

与教师之间的知识互补袁促进双方共同提高遥

针对学校的普及需求与教练员的工作积极性之间的

矛盾袁 以及教练员的专业技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问题袁
建议制定合理的薪酬激励制度袁为入校教练员提供与其工

作量及所承担工作相匹配的工资待遇袁提升教练员的工作

积极性遥

一是建立有别于一般体校教练员的薪酬制度遥一般来

说袁目前的入校教练员薪酬基本与体校教练员相当袁这样

的一刀切极易产生矛盾袁一方面袁对于只承担一般训练任

务的教练员来说袁入校的工作量将远远小于体校教练员的

工作量袁则这部分教练员就很容易满足而不愿意多承担工

作曰而若学校有普及的需求袁但又没有额外的激励袁则教练

员很难积极地承担袁这就会导致学校与教练员之间矛盾的

产生遥
二是制定有弹性的薪酬体系遥 入校教练员因项目尧工

作量等的差异袁使其存在一定的不可预见性袁可以根据入

校教练员所承担的工作量尧学校反馈尧输送成绩等不断地

变化其薪酬标准袁给予适当的奖励或惩罚遥
三是制定多元化的薪酬结构遥目前教练员的薪酬结构

较为单一袁基本由工资和奖金两部分组成遥 入校教练员也

可以适当制定多元化的薪酬制度袁 适当安排教学教研活

动袁促进本校教师与教练员之间的交流袁给予教练员以精

神及物质的奖励袁对于一些经验丰富尧工作认真的教练员

可以参照学校外聘教师的管理模式袁适当提供一些课时补

贴尧训练津贴等袁提高教练员的工作积极性遥

针对教练员与本校体育教师及文化课教师之间存在

利益及目标冲突的问题袁建议建立双赢的共享机制袁采用

野工作共担尧利益共享冶的方式遥
对于参与教练员辅助代训工作的本校体育教师袁在运

动队取得成绩时袁可以共同享受荣誉及奖励遥 一是由体育

或者教育部门设立专项奖励资金袁根据该教师所承担工作

量的多少袁按照比例获得相应奖金袁不占用教练员奖金数

量曰二是可以由教育局制定相应的制度袁将成绩纳入该教

师年终考核袁在职称认定尧业绩考核上给予体现遥
对于运动队所在班级的文化课教师袁可以使教练员与

文化课老师之间建立利益共同体遥文化课老师要保障学生

的基本训练时间袁 对于参训学生要给予更多的指导及帮

助袁 在运动队取得成绩时对文化课老师给予一定的奖励曰
对于教练员袁要合理安排训练袁重视学生文化成绩袁充分考

虑学生的文化学习时间袁在一定时期内袁若学生文化课由

于训练而退步明显袁则对教练员进行适当的惩罚遥

针对目前入校教练员管理制度缺失尧教练员与学校间

契合度存在偏差的问题袁为了进一步做好教练员的管理工

作袁形成相对完善的制度袁约束机制的建立是必不可少的遥
一是考核机制的建立遥 通过制度的建立袁要求对于入

校教练员的工作能力尧工作量认定尧工作成绩等方面进行

认定遥这一方面可以相对公平合理地对教练员的工作量进

行考核袁另一方面袁也可以对教练员的工作进行约束袁使教

练员能够更加投入自己的工作遥考核制度应该包括对于完

成本年度工作目标任务后的奖励袁以及没有完成目标任务

后的惩罚遥
二是评价机制的建立遥 每年对教练员进行年终评估袁

按照教练员实际工作情况给予合理评价袁并给予一定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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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遥 评价应该包括胜任力尧绩效尧工作有效性等方面遥 胜任

力评价方面可以考核教练员对于野体教结合冶及专业教练

员入校园工作的理解尧训练工作的方法是否合理尧训练教

案的制定是否规范尧参与学校教学的能力好坏等方面遥 绩

效评价方面主要是对于教练员工作表现的评价袁也是对其

行为进行评价的一种方式袁通过评价袁可以了解教学质量遥
评价的方法可以通过平时的教学观察袁也可以通过所在学

校的领导尧同事以及学生进行评价袁通过多维测量全面了

解教练员情况遥有效性评价可以从教练员的工作成绩和业

绩开始评价袁建立相对完善的评价机制可以很大程度地提

高教练员的工作积极性袁在评价制度的建立中袁将教练员

的工作量尧带训成绩尧运动员比赛输送的成绩尧数量等都做

好相应的规定遥

教练员入校园工作是在上海市体教结合工作良性运

作下而产生的一种优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新模式袁随着体

教结合工作的不断深入袁这种教练员入校的方式将受到教

育和体育部门的推崇遥 现阶段袁对于青少年体育观念正在

逐步转变袁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与后备人才的培养要互相

发展尧共同促进袁这就使得我们的教练员进入校园以后将

承担更多的职能尧发挥更大的作用遥所以说袁人力资源是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袁在学校运动队建设及学校体育发展

中袁体育系统的教练员是可以进行人力资源整合的有效对

象袁 体育教练员参与学校运动队建设或学校体育工作袁需
要依靠相应的管理制度明确其工作内容袁 规范其行为规

范袁考核其工作成效袁从而使教练员入校工作的运行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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