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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队校办、体教结合"的体育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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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业大学体育部，江苏南京210009)

摘要：采用文献检索、问卷调查、访谈、分析比较等方法，在详细了解国内外体教结合建设高水平

运动队基础上，结合南京工业大学和江苏省体育局联合探索“省队校办、体教结合”模式的成功

实践，探讨高校举办高水平运动队可行性和有效性，为今后我国体教结合培养竞技体育人才提

出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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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校竞技体育相当发达，是美国国内竞

技体育中的主导力量，美国高校体育课外训练一

直是培养高水平竞技人才的主要途径，高校是美

国高水平运动员走向巅峰之路的重要途径Ⅲ。

美国体教结合之所以成功，就是有一整套完备的

培养优秀青少年运动员体系作为保障，它的最大

优势就是把教育和体育融合在一起，让运动员在

成长过程中既能不断地提高技能，又能受到良好

的文化教育，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让运动员

实现自身价值心J。我国体教结合真正有所进展

是在2003年以后，在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垒球比

赛中勇夺全国女子冠军的是来自南京工业大学的

“学生军”，也是这届全运会赛场上唯一一支大学

生球队。

江苏省体育局与南京工业大学在举办高水平

运动队建设方面，针对目前普遍存在于体教结合

中的实际问题，创造性地实行了“省队校办”模

式，于2002年组建了江苏女子垒球队。11年来，

这支队伍在国内、国际各类比赛中获得11项冠

军、7项亚军、3项季军，蝉联两届全国城市运动会

冠军。垒球队员学习、生活、训练都在学校，她们

既是专业运动员，也是一名普通的在校大学生，只

有修完足够的学分、完成毕业论文才能顺利毕业。

学校以垒球为平台建设，把垒球文化引入校园，已

形成浓郁的体育氛围，不仅扩大了学校的知名度，

培养了全体师生“爱校、荣校、兴校”的责任感，而

且增强了师生的凝聚力，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

双赢。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

将国内高校试办专业运动队的不同运作模式

作为研究对象，以“体教结合，省队校办”模式为

研究内容，通过重点个案剖析，以比较分析的方法

提出完善此模式具体建议。

2．研究方法

(1)文献法

根据研究的目的与任务，阅览了国内外关于

“体教结合”研究的相关论文和著作，全面了解我

国“体教结合”现状，为分析与解决问题提供了理

论与方法支撑；通过查阅南京工业大学江苏垒球

队成立的文件、协议，以及画册等方面的书面材

料，对了解垒球队的成长经历、管理与运行模式起

到重要作用。

(2)访谈法

从南京工业大学和江苏省女子垒球队人手，

先后访谈南京工业大学副校长、体育部领导和教

师、江苏省女子垒球队教练组成员以及全部运动

员，围绕“体教结合”的模式、成因及困境、运动员

的教育培养途径和训练与竞赛等问题展开访谈，

通过第一手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提高了本文研究

的有效性、客观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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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问卷调查法

以南京工业大学在校垒球队队员为对象进行

问卷调查，了解垒球队队员在学校的学习、生活、

思想等真实状况，一共设计20题，其中4题是了

解队员对于大学文化氛围和环境的认识，7题是

对大学生活态度和学习方面的了解，5题是测试

队员对于自身身份和角色的了解，2题是了解队

员业余生活；2题是了解队员对于毕业以后在择

业方面的看法与态度。此次调查垒球队正式在编

的队员26人，发放问卷26份，回收26份，有效问

卷26份。

本次问卷效度检验主要是采取了专家问卷和

访谈。一共邀请相关专家12位(专家的构成见

表1)，多次对问卷初稿的指标进行修改和完善，

并且运用了逻辑分析的方法对该问卷进行有效分

析。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采纳了专家对各项指

标的重要建议和要求；根据调查的统计方法，将

“很重要”、“重要”、“一般”、“不重要”、“很不重

要”分别赋数值为5、4、3、2、1。再根据各位专家

的评价结果，依次计算出各项指标所得到的平均

值，见表2p。41。

表1专家的基本构成情况

Table 1 The basic emmpesition of expert

表2专家问卷效度评价结果

Table 2 Expert questionnaire validity evaluation results

问卷表的信度检验采用了再次检验方法，针

对被调查的教师和教练员的问卷，又进行重新的

抽样检验，抽样的样本个数为6人，占整体样本的

50％，通过比较两次填写问卷表的一致性系数分

析检验，两次测量结果的信度很高，证明本次调查

分析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二、研究结果和分析

1．学习与交往

在调查的26名队员中，平均年龄20．6岁，参

加高考的平均成绩为223分。第一次接触垒球运

动的平均年龄为12岁，其中10人从12岁开始打

球，10人从14岁开始打球，还有6人15岁以后

才开始打球；在学习时间上，每天超过2小时的仅

占9．1％。说明相关激励模式还存在问题。

2．热爱大学生活

在26名队员中，有17人能感觉到大学的文

化氛围，说明长时间的学校生活已使她们受到了

大学文化的熏陶；对于学校的训练和生活条件，感

到满意的占54．5％，优良的生活和训练条件有利

于她们训练成绩的提高；在调查能否与普通大学

生熟练交流方面，感觉满意的仅5人，说明队员

除了训练外，可能没有过多时间去和周围的同学

做进一步的交流。在问是否愿意和普通学生生活

在一起时，也只有lO名队员回答愿意，说明队员

们或多或少的躲避普通同学，她们过惯了集体的

训练生活，对于普通同学有排斥心理，应当引起学

校方面的重视，及时加以引导。

3．大学生的角色认同

全部垒球运动员们对于自己的称谓非常在

意，在被调查你最喜欢的称谓时有48．9％的人非

常喜欢“大学生”这个称呼，排在第二的是“运动

员”，占32．4％，“大学生运动员”占11．5％，其他

的占7．2％。调查表明，运动员普遍认同自己大

学生身份，说明她们对知识有所渴望，从行为意识

上向大学生靠拢，从排第二的选择上还是可以看

出，这些运动员对于本身职责的认识还是根深蒂

固的，从小到大的训练与比赛已经或多或少的影

响她们对身份的认同。多数的运动员能够清楚认

识自己的双重身份，训练的时候能刻苦，学习的时

候能认真，表明她们能接受学校把她们以普通大

学生来管理。

4．专业训练和文化学习的矛盾依然存在

垒球队共有26名队员，全部进入经济管理学

院工商管理专业学习，南京工业大学也专门为她

们制定具有运动训练特色的“工商管理”专业教

学计划，采取完全学分制的学籍管理模式，科学安

排授课时间，适当延长运动员学习年限，确保她们

能按照教学计划的要求完成学业。但值得深思的

是，在训练时间和学习时间的安排上，训练时间占

用了她们绝大部分学习时间，在26名队员中，只

有4人每天学习时间超过一小时，而在除了学习

与训练以外的时问里，队员很少有时间考虑文化

学习，虽然大部分队员都认为运动量大了以后，需

要充分的休息来恢复体力，在文化课上仍然打不

起精神，没有更多的精力去参与文化学习。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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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学校在对于队员训练和文化课开设的时间安排

上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不少运动员也缺乏这种主

动学习的意识和能力。

5．就业问题

“体教结合”模式产生的重要因素就是国家

出于对运动员退役后的关心和爱护，所受的大学

教育有助于她们的就业。如今，大学生就业压力

非常大，作为这样一群较为特殊的大学生，她们也

感觉到就业的压力，问卷显示，有4人表示愿意到

与所学专业对口的单位工作，说明队员对于工商

管理专业还有一定的陌生性，没有信心胜任与此

相关的职业。结果与运动员进校时会选择相对热

门的专业相互呼应；排在第二位的职业是“体育

教师”，占27．3％，不少队员认为教师行业能给她

们带来一份稳定的工作。排第四和第五的分别是

“垒球教练”和“公务员”分别是18．2％和9．1％。

在26人中无一人选择继续深造。排名第一的自

由职业，有31．8％的运动员希望毕业后通过自己

的努力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番事业。在职业的选择

中排第二位的是体育教师，她们想在退役后继续

此项目的发展，教师工作的稳定性也是一个重要

原因。另外选择自由职业的人占了第一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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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operated Provincial Team，Combination of Training and

Education¨——Talent Cultivating Mode of Sport

HANG Hua．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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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and validity of university—operated hish—level sports teams，summarize

comprehensively the operational situation of this specific mode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 for cultivating competitive sports talents

in China by reviewing literature，investigating the hish—level sports teams at home and abroad，analyzing the Successful practice

of NJUT and The Jiangsu Province Sports Bureau Joint Mode of”University—operated Provincial Team．Combination of Training

and Education”and interviewing other related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with questionnai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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