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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study, expert interview and field survey and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

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gh-level sports teams in the universities, the paper tries to find out the ex-

isting main problems and seek a suitable wa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level sports teams in the universitie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ng high-level sports teams in China'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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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86 年教育部下文袁1987 年启动高校高水平运动

队建设袁至今已整整 28 年遥 在这 28 年中全国高校高水平

运动队达到了一定规模袁在国际国内重大比赛中取得了一

定的成绩袁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袁总的趋势是好的遥但与此同

时袁高校在办队近 30 年的过程中也暴露了许多问题袁特别

是 2005 年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下发了 叶关于进一

步加强普通高等学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意见曳渊教体艺

[2005]3 号袁下称叶意见曳冤 [1]的指导性文件中提出的发展目

标与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目前发展目标相差甚远遥
制约影响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发展的因素有很多袁但高

校办高水平运动队要实现未来的发展目标袁首先要准确地

定位遥 从核心因素来看袁就是如何进行独特且有价值的定

位遥 本质上要对当前的形势进行判断渊现在何处钥 冤袁从而

达到期望的未来发展定位渊去向何方钥 冤遥 简言之袁就是在

对当前形势基本判断的基础上袁确定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

未来的发展定位遥

根据本研究需要袁分别输入与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相关

的关键词袁了解相关背景资料和国内外关于高校竞技体育

方面的研究袁从中汲取对本研究具有高度运用价值尧经验

和启示袁为研究提供理论依据遥

针对本研究的内容袁对国家尧地区地方教育部门尧体育

部门相关负责的官员及学校体育专家尧高校负责体育的领

导及高层管理人员等专家进行访谈遥

本研究对于在举办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方面具有特色

的中国农业大学橄榄球运动队尧 清华大学跳水运动队尧上
海华东理工大学乒乓球运动队尧华东师范大学健美操运动

队尧上海金融学院击剑运动队尧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冰壶运

动队尧上海体育学院中国乒乓球学院 7 所高校的运动队进

行实地调查袁力图揭示具有共性的问题遥

近年来袁 高层领导对高校高水平运动的建设发展尤为

重视袁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袁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院渊1冤我国

的竞技体育面临着改革的需要遥能在国际重大比赛中创造

优异运动成绩的运动员只是极小一部分袁绝大部分运动员

退役后面临再就业遥要是他们在参加训练和竞赛的年龄段

中没有接受或仅仅接受不完全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袁不
仅对他们个人今后的发展袁也对整个竞技体育事业的持续

发展产生相当程度的消极影响遥 所以袁我国竞技体育的改

革必须要有高等学校的参与袁不仅帮助现有运动员完成高

等教育袁同时需要通过建设高校的高水平运动队袁培养优

秀的学生运动员袁承担国家奥运战略的任务遥 渊2冤以学生

运动员为主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需要遥为了改变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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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专业运动员为主参加 4 年 1 届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

格局袁 从 2005 年起由教育部为主承担参加世界大学生运

动会的任务袁所以需要通过建设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袁从中

选拔大学生代表队袁完成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任务遥

由最初的不足百所发展到目前 272 所开展高水平运

动队的高校袁办队高校数量超出 5 倍多遥由图 1 结果显示袁
从 1995 年开始袁高水平运动队的发展步伐明显加快袁2005

年几乎翻了一倍袁2005要2010 年发展直线上升袁2012 年达

到最高峰遥 可见袁近年来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办队数量

在不断攀升遥

图 1 1987-2012 年试办高水平运动队高校的数量变化

虽然办队数量在继续不断攀升袁 但 272 所举办高水

平运动队的高校仅占全国普通高等院校的 4.12%袁 本科

院校的 32.34%遥 以上海为例袁从调查中发现袁上海 17 所

高校在 18 个项目中办高水平运动队袁涉及 56 个项次遥 目

前其中只有 8 所高校袁9 个项目袁14 个项次的运动队可以

在全国高校范围中视为野高冶水平运动队曰只有 4 所高校袁
5 个项目的运动队可以说在全国范围内视为具有 野较高冶
水平的运动队遥 而直接由高校自己培养的野高水平冶运动

员屈指可数遥
对于竞技体育来说袁28 年是一个不短的时间段遥 按照

奥运会 4 年 1 届计算袁有 7 个周期遥自 1984 年我国运动员

首次参加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 23 届奥运会仅获得 15

枚金牌袁到 2000 年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的第 27 届奥运会

上获得 28 枚金牌袁实现历史性重大突破袁总共只花了 16

年时间袁而且在此之后逐步稳固了在国际奥林匹克舞台上

的领先地位遥
所以袁 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在 28 年中形成目前的规模

和水平确实不能认为是一个十分理想的状态遥就目前态势

来说袁高校高水平运动队需要稳步扩大规模袁而更重要的

是要努力提升办队质量袁加快建设袁才能加快赶超国内先

进水平袁进而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步伐遥

2.1.3.1 发展定位有待于进一步匡正

2005 年叶意见曳中指出院野普通高等学校建设高水平运

动队的目的是为国家培养全面发展的高水平体育人才袁目
标是完成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及国际尧国内重大体育比赛的

参赛任务袁为国家奥运争光计划和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作

贡献冶[1]遥
这一目标反映了高层领导从竞技体育体制改革的需

要出发袁对高校举办高水平运动队定位的要求遥 但由于这

一目标逾越了大学章程所赋予的高校的职能袁对大学仅有

动员尧鼓励袁缺乏制约作用袁而且短时间内也难以显现举办

高水平运动队对学校自身发展的积极作用袁因此造成高校

对于办高水平运动队袁特别是建设真正野高水平冶的运动队

的内动力不足遥从对高校负责体育的领导及高层管理人员

调查中得知袁大学校长们对举办高水平运动队的认识并不

一致袁他们更多地思考举办高水平运动队对学校的发展带

来哪些积极作用遥即使对高水平运动队的积极意义认识比

较清晰透彻的校长们也认为袁应当给予重视和支持袁但是

不可能超越对学科和专业建设的重视程度遥而相当数量的

校长们则认为有高水平运动队袁能在国内外体育赛事中取

得成绩更好袁没有也无关大局遥
2.1.3.2 所受的现有竞技体育体制的制约有待于逐步得到

解除

除大学自身主观原因以外袁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发展

还受到现有竞技体育体制中的某些因素的制约遥高校高水

平运动队的项目与是否是奥运或全运项目有关袁非奥运或

非全运项目的发展受制约较少袁发展空间就大曰与省市体

工队是否也办队有关袁要是省市体工队也设项办队袁高校

高水平运动队参加全国性高等级比赛的机会就少袁发展机

会就少遥 通过表 1 我们发现袁华东师范大学健美操队由于

是非奥运尧非全运项目袁上海体工队不办专业健美操队袁加
上自身竞技水平比较高袁因此既代表全国大学生尧上海大

学生参加大学生比赛袁 也代表上海参加全国体育大会比

赛曰又如华东理工大学乒乓球队由于是奥运尧全运项目袁上
海体工队办专业乒乓球队袁 因此即使自身水平比较高袁也
无法代表上海参赛袁发展的难度比较大遥

表 1 7 所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比较

所以袁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加快发展有待于整个国家

竞技体育体制的改革袁 而目前至少需要某些政策的松绑袁
尤其是组队参赛权方面的政策袁以便为高校高水平运动队

的发展拓宽空间遥
2.1.3.3 举办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理念有待于强化

毫无疑问袁大学体育应当遵循野健康第一冶的指导思想

和野为了每一个学生的终身发展冶的核心理念遥应当看到高

校举办高水平运动队是大学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遥高校高

   竞技项目 与所在城市关系 

学    校 奥运 

项目 

非奥运 

项目 

城市体工队是

否设置该项目 

高校运动队是

否代表城市 

清华大学 田径、跳水等  是 否 

中国农业大学 橄榄球  曾经是 目前否 

华东理工大学 乒乓球  是 否 

上海金融学院 花剑  否 是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冰壶  否 是 

华东师范大学  健美操 否 是 

中国乒乓球学院 乒乓球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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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运动队不仅是为了代表学校袁乃至代表城市和国家在

国际国内体育赛事中取得好成绩袁它同样肩负着营造校内

的体育氛围尧引领广大大学生的体育兴趣尧吸引他们以多

种方式积极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尧 使大学生增进身心健

康尧养成自觉参加体育锻炼的习惯遥除此之外袁高水平运动

队能在国际大学交往中发挥重要作用遥
所以袁 高校举办高水平运动队的理念有待于强化袁高

水平运动队不是可有可无袁而是应当有袁是应当将其建设

好袁使其在促进学校的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遥
2.1.3.4 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运动员身份有待于明确界定

具备怎样资格的运动员才能参加大学生运动会或大

学生单项体育比赛对于高校建设高水平运动队是一个不

可回避的问题遥 要判断是否具有参加大学生比赛的资格袁
不仅要看他是否拥有大学学籍袁而且要看接受高等教育是

否是他的野主业冶遥 通过调查发现袁目前有相当数量的现役

专业运动员在部分高校接受本科或硕士研究生学历教育袁
这当然无可置疑遥 但是他们不是全日制学生袁只是在训练

和比赛之余到学校就读袁采用的是野函授冶或野送教上门冶
的方式袁换句话说袁他们的野主业冶是专业化的训练和比

赛袁而不是接受高等教育袁所以原则上他们不具备参加大

学生运动会的资格遥 从长远看袁高校高水平运动员不应当

仅仅按照是否有专业运动员背景来区分袁而应当按照职业

前和职业后尧全日制和非全日制来区分 [2]遥
2.1.3.5 高水平运动队的教练水平有待于提升

高水平运动队必须有高水平的教练团队遥 通过实地

调查发现袁 目前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教练主要是由现有

体育教师担任袁而没有设专职教练员岗位遥这样做一则专

项化水平难以得到保证曰二则受教师编制影响袁带队教练

员人数较少袁难以高质量地完成教练工作遥现代竞技体育

中高水平运动队在主教练的领导下已经配备了职责细

化尧分工明确的高水平教练团队袁共同执行训练竞赛工作

任务遥
所以袁要建设真正高水平的高校运动队袁需要从体制

机制上保障专职教练团队的聘用制度袁以便确保高质量地

实施训练竞赛工作任务遥
2.1.3.6 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后备人才生源有待于优化

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持续发展有赖于充足的后备人

才生源遥 但是从调查中发现袁能使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感到

满意的具有竞技天赋的考生数量很少袁造成招生时选择余

地较小袁经常处于野从矮个中选高个冶的尴尬境地遥 其主要

原因是多年来中小学体育的弱化袁主观上愿意并且时间上

有可能参加运动训练的学生数减少袁同时中小学体育教师

专项教学能力出现下降遥 这样的情况如不得到有效的改

变袁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发展将步履维艰遥
2.1.3.7 对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保障有待于加强

现代竞技体育必须具有必要的保障条件遥作为高校高

水平运动队除相应的教学和后勤保障条件以外袁必须有科

技保障袁包括恢复尧营养尧有助于提高训练效果的设备和器

材等遥 而这一些对于多学科的高校应当是强项遥 可是从调

查结果看袁 目前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缺乏的恰恰是科技保

障袁急需得到加强遥

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发展目标定位包括院渊1冤培养野知
识型冶尧野文化型冶的优秀竞技人才遥 通过科学化运动训练袁
培养不仅代表学校袁而且具有能代表国家和城市参加高等

级比赛能力的优秀后备人才遥 渊2冤引领校内学生体育活动

的开展遥 通过高水平运动队所在项目的广泛普及袁激发广

大学生对体育活动的兴趣袁使其积极参与体育活动袁养成

体育锻炼习惯袁促进提高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遥 渊3冤增强

师生的向心力遥通过代表学校参加国际国内高水平体育比

赛袁提高广大学生对学校自身的认同感尧归属感尧荣誉感和

凝聚力遥 渊4冤服务学校发展目标遥 依靠高水平运动队袁加强

国际国内校际高水平体育活动交往袁扩大学校的社会影响

力和竞争力遥

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人才培养定位包括院渊1冤 具有一

定的专项运动技能水平遥作为一名体育爱好者毕业后在工

作岗位上袁仍积极参加并带动周围其他人士一起参加体育

专项锻炼活动遥 渊2冤 具有很高或较高的专项运动技能水

平遥 毕业后可能成为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职业运动员尧专
业运动员袁甚至教练员袁继续从事竞技体育袁也可在原有专

业方向上继续发展袁同时也是有知识的竞技体育爱好者遥

按照国际惯例袁真正含义上的高校高水平运动员应当

具有该校在籍全日制本科生或研究生的身份袁 职业前尧没
有固定工资收入遥不具有这一身份的人就不能作为大学生

代表高校参加各类大学生运动会和单项体育赛事 [2]遥
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学生运动员作为高等学校的代

表袁应当成为一个值得荣耀和珍视的身份遥要发展由高校自

身培养的真正野高水平冶的运动队袁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身

份条件代表高校参加国际国内各类比赛遥 这不仅是遵守诚

信道德袁纯洁大学生比赛赛风的基本前提袁同时也是促使高

校认真做好高水平运动员训练和培养工作的必要措施遥

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的体育项目定位包括院渊1冤备受本

校师生喜爱并逐步发展成为本校的传统强项遥因为只有受

到广大师生高度关注尧追捧袁并积极参与的项目才是能够

持续发展袁富有生命力袁并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项目遥 渊2冤符
合体育项目自身的年龄规律性遥每一个体育项目都具有不

同的特征袁并对运动员的竞技能力提出不同的要求袁因此

运动员创造和保持最高成绩表现出一定的年龄规律性遥大
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年龄大致在 18~26 岁袁高校的运动队

开展的项目也最好是适宜于大学生年龄段的项目袁例如田

径尧游泳尧足球尧篮球尧排球尧网球尧羽毛球和乒乓球等项

目遥 渊3冤符合高等院校学生的特点遥 加入高校高水平运动

队的是正接受本科或研究生教育的学生袁适宜于他们特点

的项目也包括技能要智力型项目袁例如棒球尧垒球尧击剑尧
跆拳道尧冰壶等遥 渊4冤充分顾及国家和城市竞技体育发展

的战略需要遥 包括世界大学生尧全国大学生运动会设置的

项目袁有利于扩大学校的国际国内影响力遥 渊5冤充分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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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在中小学广泛普及开展的项目遥 尤其是利于建立大尧
中尧小学野一条龙人才培养体系冶的项目遥

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的发展定位包括发展目标定位尧
人才培养定位尧学生运动员身份定位和体育项目定位遥

要加快推进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建设和成长袁从根本

上改变目前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发展缓慢和动力不足的局

面袁关键在于坚持改革创新袁包括整个竞技体育体制和高

校体育本身的改革创新遥
对于政府部门来说袁需要制度创新袁为高校建设高水

平运动队营造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袁赋予高校相应的自主

权和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予以扶持和鼓励遥
对于高校自身来说袁需要更新观念袁充分认识高校办

高水平运动队的意义和作用袁遵循举办高校高水平运动队

的规律性袁准确定位尧刻苦训练尧全力保障尧有效管理袁才
能建设一支真正高水平的运动队袁力争成为学校的传统强

项和品牌遥

[1] 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叶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等学校高水

平运动队建设的意见曳渊教体艺[2005]3 号冤[D].2005-04-18.

[2] 闫燕.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的理论与实践研究[J].上海体育

学学报,2014,38(2):78-82．

渊责任编辑院杨圣韬冤

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发展定位的思考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