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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运用文献资料法尧数理统计法袁以 2018要2021 年上海市青少年校园足球精

英赛运动员为研究对象袁 从历时性角度探究不同年龄组别和退出精英赛运动员的

相对年龄效应特征及成因遥 发现除高中组女足运动员外袁精英赛各组别均存在显著

的相对年龄效应曰在比赛位置上袁男足前锋和守门员的效应尤为突出袁且女足不同

位置的出生季度分布同样差异显著曰从退出情况看袁相对年龄较大的 U15 和高中组

男足运动员退出精英赛的可能性较高袁而女足不受其影响遥 相对年龄效应引发的选

材偏见普遍存在于上海市校园足球活动中袁 尤其是对不同性别和比赛位置均有显

著影响袁 但相对年龄较大的男足运动员同样面临着较高的退出风险遥 为调控其影

响袁应对相关从业者开展充分的认知培训袁更新现有知识和培养理念袁在实践中优

化选材成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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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taking the athletes of the 2018-2021 Shanghai Youth Campus Football Elite Tour-

nament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he relative age effect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among athletes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and withdraw of the elite tournament were explored from a diachronic perspective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relative age effects in all groups of the elite tournament except for female players in the high school

group. In terms of playing positions, the effect was particularly prominent on male forwards and goal-

keepers, while the distribution of birth quarters on female soccer also differed significantly. The relatively

older U15 and high school male soccer players were more likely to dropout from elite match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ithdraw, but women's soccer was not affected by it. Thus, the selection bias induced by

the relative age effect is prevalent among Shanghai school football activities, especially significant across

gender and playing positions, while relatively older male soccer players are also at higher risk of with-

draw. To mitigate the effect of relative age, adequate cognitive training should be conducted for relevant

practitioners to update existing knowledge and training concepts and optimize the talent identification ef-

fectiveness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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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9 年以来袁我国校园足球步入了高质量发

展的 2.0 时代袁 在精英足球运动员的选材和培养中

逐渐扮演重要角色遥 日前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

领导小组印发的叶2022 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

李旭辉袁等. 校园足球中的相对年龄效应院上海市校园足球精英赛运动员的历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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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曳 [1]袁 明确了未来依托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尧校
园足球四级联赛和夏令营遴选足球后备人才的选材

机制袁旨在淡化锦标色彩袁推动青少年足球竞技水平

的全面提升遥在青少年足球运动中袁按照运动员的出

生历年龄渊chronological age冤将运动员分成不同的年

龄组别是一种常用的方法袁 主要目的是使青少年的

身体发育和认知变化适合其年龄特点袁给予青少年

运动员同等的竞争和长远发展的机会遥 然而袁处于

同一年龄组别的运动员就会面临近 12 个月的实足

年龄差异袁使得相对年龄较大的运动员随着年龄的

增长袁始终拥有身体和认知等方面的优势 [2]遥 同时袁
Malina 等 [3]认为运动员的生物年龄渊biological age冤
差异会产生更大的影响袁 同一年龄组别的运动员在

心理-生理成熟度上可能有着两年以上的变化空间袁
进而对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精英选材造成野成熟冶困
扰遥 这一现象被称为相对年龄效应 渊Relative Age

Effect, RAE冤遥此外袁历时性研究源于语言学领域袁主
要研究处于运动和发展状态中的人类语言的演化现

象 [4]袁即一个系统发展的动态变化情况袁近年来也被

广泛运用于体育领域遥 Delorme 等[5]就从历时性角度

指出由相对年龄引起的早期竞技能力差异会对青少

年足球运动员参与更高层次的足球竞争产生影响袁
是运动员退出足球竞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袁 并最终反

映在运动员的未来成才方面遥 RAE 不仅体现在高水

平足球运动员领域袁 对业余水平运动员的影响也已

被证实 [6]遥 在国内袁尽管先前的研究报道了 RAE 对

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普遍影响 [7-8]袁但研究均以竞技

系列运动员为对象袁 尚未有研究证实校园足球活动

中是否存在同样现象遥因此袁本研究旨在对上海市青

少年校园足球精英赛运动员进行调查袁 从历时性角

度探究不同年龄组别以及退出精英赛运动员的相对

年龄特征袁分析其成因及存在问题袁以在未来实践中

提升校园足球选材和培养的成效遥

研究对象为 2018要2021 年 渊连续三届袁2019 年未

举办冤参加上海市青少年校园足球精英赛的 5 459 名运

动员渊其中男子运动员 3 767 名袁女子运动员 1 692 名冤袁
运动员信息通过上海市校园足球联盟发布的校园

足球联盟联赛秩序册收集袁将运动员的出生年月和

比赛位置等信息作为研究指标遥 所有运动员皆为

野上海市中小学生学籍管理系统冶渊数据信息库冤登
记注册的学生袁并为上海市校园足球联盟精英训练

营成员遥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和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

中对有关中英文文献进行检索袁 对所得文献进行研

读袁为本文撰写提供理论参考遥

为比较校园足球精英赛运动员的出生日期分

布袁根据上海市校园足球联盟联赛秩序册中参赛运动

员出生截止日期渊8 月 31 日冤的规定将运动员的出生

日期按季度渊Q冤分类袁Q1 为入学年 9 月 1 日要11 月

30 日袁Q2 为 12 月 1 日至入学年来年 2 月 28 日袁Q3尧
Q4 以此类推遥 将运动员的出生信息导入 SPSS25.0

进行统计处理遥 使用非参数卡方 Chi-square 检验对

运动员的不同出生季度分布进行分析袁 并采用比值

比渊Odd Ratio, OR冤分析 Q1 和 Q4 之间的相互关系袁
OR＜1.22 表示效应可忽略袁1.22臆OR＜ 1.86 表示效

应值小袁1.86臆OR＜ 3.00 表示效应中等袁OR逸3.00

表示效应大遥 此外袁根据 Cohen[9]和 Cramer[10]提出的关

于 df=3 的出生季度分布的 V 值进行效应值比较袁
V=0.06~0.17尧V=0.18~0.29 和 V＞ 0.30 分别表示较

小尧中等和较大的影响值遥 P＜ 0.05 设定为具有显著

性差异遥

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袁 除高中女子组的结果没

有统计学意义外渊P＞ 0.05冤袁上海市各组别的青少年

校园足球运动员的出生季度分布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渊P＜ 0.05冤袁即 Q1 和 Q2 出生的运动员代表过多袁而
Q3 和 Q4 代表不足袁 特别是根据 V 值和 OR 值来

看袁 相对年龄显著偏向于女子 U9 和 U11 年龄段运

动员的选材过程 渊OR＞ 1.86袁V＞ 0.17冤袁Q1 出生的

运动员入选精英赛的可能性高出 Q4 近 3 倍遥

如图 1 和图2 所示袁RAE 在不同比赛位置的上

海市校园足球运动员中有很强的代表性渊P＜ 0.05冤袁
对 男 足 前 锋 渊OR=2.21袁V=0.19冤 和 守 门 员 位 置

渊OR=2.55袁V=0.21冤的影响尤为强烈袁上半年出生运

动员的占比分别达到了 66.49%和 67.95%曰此外袁女
子足球运动员不同位置的出生季度分布同样有着显

著性差异渊P＜ 0.05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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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8要2021 年上海市校园足球精英赛运动员的出生季度分布

组别 Q1渊%冤 Q2渊%冤 Q3渊%冤 Q4渊%冤 总数 字2 P V OR

U9渊女冤** 100渊38.31%冤 69渊26.44%冤 61渊23.37%冤 31渊11.88%冤 261 36.98 ＜0.01 0.22 3.23

U11渊女冤** 108渊36.00%冤 94渊31.33%冤 59渊19.67%冤 39渊13.00%冤 300 40.02 ＜0.01 0.21 2.77

U13渊女冤* 69渊32.24%冤 59渊27.57%冤 39渊18.22%冤 47渊21.96%冤 214 9.78 ＜0.05 0.12 1.47

U15渊女冤** 112渊33.23%冤 85渊25.22%冤 70渊20.77%冤 70渊20.77%冤 337 13.97 ＜0.01 0.12 1.60

高中组渊女冤 140渊24.14%冤 149渊25.69%冤 141渊24.31%冤 150渊25.86%冤 580 0.57 ＞0.05 0.02 0.93

女子总人数 ** 529渊31.26%冤 456渊26.95%冤 370渊21.87%冤 337渊19.92%冤 1 692 53.26 ＜0.01 0.10 1.57

U9渊男冤** 180渊36.89%冤 140渊28.69%冤 83渊17.01%冤 85渊17.42%冤 488 53.92 ＜0.01 0.19 1.37

U11渊男冤** 193渊35.41%冤 164渊30.09%冤 115渊21.10%冤 73渊13.39%冤 545 61.97 ＜0.01 0.19 2.64

U13渊男冤** 167渊31.16%冤 133渊24.81%冤 122渊22.76%冤 114渊21.27%冤 536 12.19 ＜0.01 0.09 1.46

U15渊男冤** 352渊36.25%冤 289渊29.76%冤 170渊17.51%冤 160渊16.48%冤 971 107.99 ＜0.01 0.19 2.20

高中组渊男冤** 374渊30.48%冤 345渊28.12%冤 264渊21.52%冤 244渊19.89%冤 1 227 38.31 ＜0.01 0.10 1.53

男子总人数 ** 1 266渊33.61%冤 1 071渊28.43%冤 754渊20.02%冤 676渊17.95%冤 3 767 241.80 ＜0.01 0.15 1.87

图 1 2018要2021 年上海市校园足球精英赛男子运

动员出生季度和比赛位置分布

注院** 表示出生季度分布差异极具统计学意义袁P＜ 0.01遥

图 2 2018要2021 年上海市校园足球精英赛女子运

动员出生季度和比赛位置分布

注院* 表示出生季度分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袁P＜ 0.05曰
** 表示出生季度分布差异极具统计学意义袁P＜ 0.01遥

注院* 表示差异具统计学意义袁P＜ 0.05曰** 表示差异极具统计学意义袁P＜ 0.01曰OR院Q1 vs. Q4遥

表 2 2018要2021 年上海市校园足球精英赛退出运动员的出生季度分布

注院** 表示差异极具统计学意义袁P＜ 0.01曰OR院Q1 vs. Q4遥

组别 Q1渊%冤 Q2渊%冤 Q3渊%冤 Q4渊%冤 总数 字2 P OR V

U15渊男冤** 129渊36.65%冤 99渊28.13%冤 60渊17.05%冤 64渊18.18%冤 352 35.93 ＜0.01 2.02 0.18

高中组渊男冤** 162渊28.08%冤 168渊29.12%冤 124渊21.49%冤 123渊21.32%冤 577 12.07 ＜0.01 1.32 0.08

总人数渊男冤** 291渊31.32%冤 267渊28.74%冤 184渊19.81%冤 187渊20.13%冤 929 38.90 ＜0.01 1.56 0.12

U15渊女冤 35渊32.71%冤 27渊25.23%冤 22渊20.56%冤 23渊21.50%冤 107 3.92 ＞0.05 1.52 0.11

高中组渊女冤 54渊26.60%冤 56渊27.59%冤 47渊23.15%冤 46渊22.66%冤 203 1.47 ＞0.05 1.17 0.05

总人数渊女冤 89渊28.71%冤 83渊26.77%冤 70渊22.58%冤 69渊22.26%冤 310 3.74 ＞0.05 1.29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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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 2018要2021 年参加上海市校园足球精

英赛的运动员进行追踪渊2020 年和 2021 年未举办低

年龄段赛事冤袁 由此确定了 U15 和高中组别运动员

退出精英赛的情况渊表 2冤遥 结果显示袁退出运动员的

出生季度分布并未有向 Q3 和 Q4 偏斜的现象袁反而

在男子运动员中再次发现了显著的 RAE渊P＜ 0.01冤袁
但女子足球运动员未见其影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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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许多文献表明袁RAE 对青少年足球运动员

的精英选材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遥如 Figueiredo 等[11]

在葡萄牙 U7-U19 男子足球运动员中发现袁 在所有

年龄组中出生在竞赛年 Q1 的运动员均存在过度代

表的现象遥从 Delorme 等[5]的研究来看袁法国所有组别

渊U8-U17冤 的青少年女子足球运动员的出生日期均

与预期分布有着显著差异遥此外袁刘卫民等[12]对参加

1997要2011 年 U17 男子足球世界杯比赛的 2 982 名

运动员的出生日期调查后发现袁 各国代表队中均有

着显著的 RAE袁进一步表明了 RAE 是独立存在的袁
与竞赛年选择日无关渊如 1 月 1 日或 9 月 1 日冤遥 从

统计结果看袁 上海市校园足球精英赛运动员中同样

存在 RAE袁这表明同一年龄段相对年龄越大的运动

员袁 越有可能被选入精英训练营参加高水平的足球

竞争袁 而许多相对年龄较小且有天赋的运动员可能

失去机会遥 虽然校园足球将面向学生的足球教育放

在首要位置 [13]袁但竞赛锦标主义的不可避免性还是

会异化教练员的选材导向袁 鉴于男性和女性在生理

发育上的性别差异袁 这一现象似乎在女子运动员低

年龄段渊U9尧U11冤中的体现尤为强烈遥 此外袁女子高

中组并未受到 RAE 的显著影响袁究其原因主要有以

下三方面院一是女性发育较早袁在高中阶段渊15~18 岁冤
的各项人体测量和生理指标普遍都已达到平台期[14]袁
个体间的身体差异较小袁 进而减少了对运动员选材

的影响曰二是选材指标上的差异袁研究指出女足项目

较男足项目更强调运动员的技术成分而非身体素质[15]袁
对校园女足运动员的选材可能采取了相应标准曰三
是传统意义上袁 人们认为足球运动激烈的身体对抗

并不适合女性发展袁 这一刻板观念给运动员带来了

社会压力 [16]袁加之高中阶段正是升学的关键期袁可能

也会迫使早熟的女孩退出足球竞争袁 并对校园女足

中的 RAE 产生影响遥

在青少年足球运动中袁相对年龄尧身体素质和特

定的比赛位置之间的联系已被证实袁 如在男子运动

员中袁 发现前锋队员比中场尧 后卫和守门员要瘦得

多袁 小腿力量也被认为是后卫区分于其他位置的关

键要素 [17]遥 Romann 等[18]在瑞士青少年足球运动员中

发现袁教练员更倾向于选择相对更高尧力量更足尧更
成熟的球员作为守门员和后卫遥 与以往研究不同的

是袁研究发现在上海市校园足球运动员中袁除守门员

具有显著的相对年龄优势外袁 前锋受其影响更为强

烈袁而非后卫遥这可能是由于教练员在前锋选材时更

加重视其敏捷性和速度袁 使得相对成熟的运动员得

以入选遥此外袁成熟度的提高已被证明有利于射门能

力的显著发展 [19]袁而前锋的射门能力对足球比赛尤

为重要袁 相对年长的运动员易被认为拥有更好的射

门能力袁因而提高了前锋中的 RAE遥 对于女子足球

运动员来说袁 国外研究同样在防守位置观察到了更

为突出的 RAE[20-21]袁Baker 等 [22]和 Romann 等 [20]则证

实了精英女子守门员集中出生于竞赛年 Q2 的现

象遥本研究中袁上海市校园精英女足各比赛位置均观

察到了显著影响袁 但守门员位置出生于第二季度的

优势并未有所体现袁 可能是由于评估的样本量较小

渊n=133冤袁有待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遥

除了与特定的比赛位置有普遍联系外袁RAE 也

被认为是同一年龄段相对较小的青少年运动员退出

足球竞赛的重要影响因素遥 Helsen 等[23]指出袁早期接

受高水平的训练和竞争有利于运动员专项技能的发

展袁 而晚出生的运动员则会由于身体差异失去高层

次的训练和比赛机会袁从而难以达到精英水平袁甚至

是退出某项运动遥 相对年龄的影响可能伴随着自我

认知的差异袁 相对较小的运动员可能会频繁遭遇失

败或落选袁 而这种消极的心境很可能会破坏其自我

定位和自我价值感 [5]袁不利于运动员坚定实现精英

发展的信心遥在这种情况下袁Delorme 等[5,24]在退出足

球竞争的法国青少年男尧 女运动员中均观察到了出

生日期的偏态分布袁 即同一年龄段晚出生运动员代

表人数过高袁 而早出生的运动员比例不足遥 Jackson

等 [25]也通过纵向分析发现袁英超俱乐部青训学院中

出生较早的运动员比出生较晚的运动员的累计留校

概率更高遥 刘卫民 [26]则指出袁在相对年龄的影响下袁
我国每年有近千名男子和 200 名女子顶尖运动员退

出足球运动袁 这让本就不足的中国足球后备人才储

备更加困难遥从研究结果来看袁相对年龄对校园足球

精英赛运动员的退出影响较小袁 特别是相对年龄较

大的男足运动员退出的可能性要高于较小运动员袁
证明了晚出生的运动员在校园足球中同样能够获得

成功遥对于退出的运动员来说袁运动心理学的研究表

明袁随着个体年龄和竞技能力的增长袁运动员逐渐面

临着教育尧职业和家庭方面的压力袁体育和其他领域

之间的冲突会对运动员的继续参与产生负面影响[27]袁
而校园足球运动员面临着既是队员也是学生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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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依托于校园足球的选材赛事体系

李旭辉袁等. 校园足球中的相对年龄效应院上海市校园足球精英赛运动员的历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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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袁 可能使其在双重压力下退出足球竞赛或精英

训练遥 基层校园足球运动员的选材主要通过学生报

名和教师选择两种途径袁专项训练基础弱尧水平低[28]袁
运动员难以有进一步的发展袁提高了退出的可能性遥
此外袁目前校园足球运动员的升学道路尚不完善袁人
才培养的连续性问题尚未得到妥善解决 [28]袁也是男

足不同年龄段中相对年龄较大的运动员退出率较高

的原因之一遥

面对我国足球后备人才断档的窘境袁肖建忠等[29]

指出选材培养体系的相对封闭孤立尧 青少年足球赛

事存在整合问题尧 缺乏科学选材标准和理论指导等

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遥近期袁随着中国青少年

足球联赛的正式落地袁 青少年足球赛事体系得到了

进一步完善渊图 3冤袁将赋予校园足球运动员更广阔

的舞台袁未来校园足球势必会成为选材的主阵地遥鉴
于 RAE 在上海市校园足球运动员中的普遍情况袁足
球实践相关者需调控其影响来提高选材的科学性院
①转变意识袁淡化青少年足球比赛的锦标色彩袁处理

好追求短期成功和以成才为导向之间的矛盾曰 ②对

标以技术能力尧战术能力尧身体能力尧心智能力和社

交能力 5 个要素组成的中国足协青训培养理念 野五
环模型冶[30]袁构建全方位的青少年足球运动员选材和

培养体系曰 ③鼓励青少年球员在达到精英水平并专

职某一位置前袁学会适应多个位置角色来参与比赛[31]曰
④利用数字化信息平台建立校园足球运动员的训练

成长档案袁提高二次选材的可能性遥近年来研究人员

进行了一系列的野弱者假说冶渊Underdog冤来追踪同一

年龄段出生较晚的运动员的发展轨迹袁 结果证实晚

出生的运动员一旦被招募到精英学院袁 最终实现职

业发展的可能性要显著高于同年龄段相对年长的运

动员 [32-34]遥 这表明运动员即使会在短期内由于野起始

训练状态冶较差被视为弱者袁但随着训练适应尧比赛

实践以及心理认知等逐步野追赶冶上相对年长的同龄

人袁能够让其更加适应高水平的竞争 [35]袁而早出生的

运动员则没有经历同样的挑战性环境来促进其长期

发展 [14]袁由此相对年龄造成的劣势便成为了潜在的

积极影响遥因此袁在实施调控策略时充分认知其两面

性是必要的袁 未来在缓和上海市校园足球活动中的

RAE 和获得野弱者假说冶的收益之间寻求平衡是一

个值得探索的主题遥

研究从历时性的角度探究了上海市校园足球中

的 RAE 特征袁 结果表明 RAE 在校园足球活动中的

普遍性袁 尤其是对不同性别和比赛位置均有显著影

响袁 这将是未来校园足球选材时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和现实遥因此袁今后在校园足球活动中面向精英挑选

和培养竞技人才时袁 为平衡相对年龄可能引发的选

材偏见袁对足球从业者开展充分的认知教育袁更新现

有知识和培养理念以提升选材的系统性和科学性是

很有必要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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