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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冰雪体育运动的推广普及尧 冰雪体育

文化的传播及冰雪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咱1暂遥 上世纪 90 年代就

提出了冰雪体育尧教学尧科研等复合型咱2暂人才培养的目标袁我国

目前运动项目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15 项尧世界水平 10 项尧优势

项群 6 个尧发展项群 8 个袁高水平项目数量较低尧竞技实力不

强咱3暂遥同时我国冰雪运动起步晚尧竞技水平较低于夏季项目袁冰
雪运动竞技后备人才储备薄弱袁队伍梯队结构失衡咱4暂袁目前南

方冰馆尧滑雪场的服务和工作人员尧教练员主要是退役运动员

和冰雪专业大学生袁冰雪体育人才资源匮乏咱5暂袁2020 年国家体

育总局尧教育部颁发的叶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

展的意见曳指出院要深化体校改革袁培养体育教师和教练员队

伍袁加快推进体育传统特色院校与高水平运动队伍建设袁一体

化设计尧 一体化推进时代新人培养和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目标

的实现咱6暂袁2021 年我国居民冰雪运动参与率为 24%袁参与度稳

步提升咱7暂遥 野十四五冶时期袁准确把握我国冰雪体育人才培养形

势袁深刻认识面临的难题尧机遇袁对于我们加快体育强国建设

和冰雪体育人才培养至关重要咱8暂袁2022 年北京冬奥会赛场上袁
我国运动健儿佳绩显著袁但问题也突出袁特别是体教融合人才

培养模式的弊端袁体育后备人才萎缩加重尧冰雪体育运动员素

养缺失等咱9暂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野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

全面发展袁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冶袁我国冰雪体育人才培养迎来

了新的发展红利袁 为了更加有效的探索我国冰雪体育人才培

养模式尧培养规律尧创新冰雪体育人才培养形式尧内容袁实现我

国冰雪体育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化与创新袁 为我国冰雪体育人

才培养提供强有力的支撑遥
1 体教融合为我国冰雪体育人才培养提供
新思路与新动力
1.1 体教融合为我国冰雪体育人才培养提供新思

路
我国冰雪体育人才培养大致经历如下关键时期遥
初创与曲折期渊1949要1977 年冤院上世纪 50 年代袁中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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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提出在华北尧 东北等地区开展冰上

运动袁 随即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全国性冰上运动会会

议袁50 年代末举办全国冬季运动会袁 吉林市承办滑雪项目袁哈
尔滨市承办冰上项目袁 从此我国冰雪体育人才培养迈开重要

一步咱10暂袁1966要1976 年间不再举办冰雪运动训练竞赛袁冰雪体

育政策失灵袁冰雪体育运动项目停滞袁冰雪体育人才培养严重

受挫咱11暂遥
起步期渊1978要2008 年冤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袁我国冰

雪体育运动步入正常轨道袁冰雪体育运动发展步伐加快袁这一

时期我国冰雪体育人才培养得到发展袁1924 年第一届冬奥会

在法国举办袁1980 年中国开始参加美国举办的第 13 届冬奥

会袁这一时期培养了以赵伟昌尧叶乔波尧杨扬尧韩晓鹏尧陈露尧王
蒙等为代表的优秀冰雪体育人才袁 为我国冰雪运动注入了新

鲜血液袁随之野北冰南展冶策略的提出袁为我国冰雪体育人才培

养提供了新思路遥
探索期渊2009要2014 年冤院这一时期主要发展冰雪运动复

合型产业袁培养农业尧旅游业领域的相关人才袁冰雪体育旅游

类尧冰雪体育表演类尧冰雪体育服务专业人员不断涌现袁冰雪

体育人才培养在探索中向前推进袁这一时期培养出了周洋尧赵
宏博尧申雪尧张虹尧武大靖等优秀的冰雪人才袁冰雪体育人才培

养体系初步形成遥
黄金期渊2015要2020 年冤院这一时期袁特别是我国成功申办

北京冬奥会以来袁在野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冶的宏伟蓝图驱动

下袁 国家多部门协同出台了培养冰雪体育运动的专业人才的

政策性文件袁助力北京冬奥会遥效果初显袁我国首次在 2010 年

温哥华冬奥会闯进奖牌榜前 8袁在经历索契尧平昌冬奥会之后

成绩又开始下滑袁 冰雪体育项目发展不均衡问题日益显现袁
野冰强雪弱冶的人才短板问题一再凸现袁2016 年野跨界跨项冶选

材工作展开袁 此举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短时期内冰雪体

育人才不足的难题遥 但没有改变冰雪体育群众基础差尧冰雪运

动普及度不高等问题袁冰雪竞技后备人才梯队不成熟尧不完善

问题依然存在咱12暂遥
体教融合发展时期渊2020 年至今冤院2017 年野双一流冶建设

高校及建设学科袁对学科建设尧人才培养提出更高战略要求袁
但目前学科建设尧人才培养现状和创新路径令人深思咱13暂袁体教

融合是以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尧全面发展为理念袁进而实现冰雪

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袁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袁在体教融合人才培

养模式下袁从政府尧社会尧学校尧家庭等方面自上而下进行探

索袁培养野德尧智尧体尧美尧劳冶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冰雪体育领

域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袁 发挥体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下的持久

动力咱7暂遥从野体教融合冶角度为我国冰雪体育人才培养提供新动

力遥
1.2 体教融合为我国冰雪体育人才培养提供新动

力
在叶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曳中明

确深化体教融合是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尧全面发展袁实现竞技体

育后备人才的培养目标袁推动体育强国建设咱14暂袁在体教融合背

景下和各项政策红利下袁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袁为我国冰雪体育

人才培养提供新动力遥
2 体教融合促进我国冰雪体育人才培养的
挑战

2.1 冰雪体育人才培养体制依然不健全

我国冰雪体育运动开展时间较晚袁 冰雪体育运动整体发

展晚尧起点低袁冰雪体育人才培养主要集中在冰雪竞技人才领

域袁过度依赖国家和政府袁容易忽视社会以及社会企业袁集团

表 1 野体教融合冶促进我国冰雪体育人才培养的政策

年份及发文机构 文件政策名称 内容举措

1949 年国家体委 叶体育运动十年规划曳 东北三省开展群众性冰雪活动

1984 年中共中央 叶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曳 百万群众上冰雪

201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 叶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要2020年)曳 人才队伍建设主要任务

2011 年国家体育总局 叶2011要2020 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曳 野北冰南展冶培养人才

2016 年北京市 叶关于加快冰雪运动发展的意见渊2016要2022年冤 培养专业人才梯队

2017 年教育部
叶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

的实施意见曳 探索培养高水平优秀体育人才

2018 年国家体育总局
叶野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冶实施纲要

渊2018要2022 年冤曳 加大多种形式的冰雪人才培养力度

2018 年北京冬奥组委
叶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人才行动计

划曳 加快建设专业化尧国际化人才队伍的总体目标

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尧国务院办公厅
叶关于以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大力发展冰

雪运动的意见曳
实行跨界跨项选材袁打通冰雪运动项目和其他

运动项目后备人才培养渠道

2020 年体育总局尧教育部
叶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

见曳
推进冰雪运动进校园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021 年国家体育总局
叶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设立跨界跨项运动

员运动水平等级激励政策的通知曳 跨界选材培养人才

2021 年文旅部尧国家发改委尧国家体育总局 叶冰雪旅游发展行动计划渊2021要2023 年冤曳 培养冰雪旅游专业人才

2022 年国家体育总局
叶关于加快推进全国青少年冰雪运动进校园的

指导意见曳 通过学校体育带动冰雪体育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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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袁目前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制是院国家队尧省市自

治区专业队尧各类运动学校尧传统项目袁俱乐部野四级训练冶体
制袁政府参与过多袁社会力量较弱袁后备人才培养体保障体系

匮乏袁运动员退役安置体制缺乏袁学训矛盾突出袁运动技术与

理论知识学习两者兼顾困难袁 培养体制以地市级体校要省

队要国家队野三点一线冶式咱6暂遥国家制订了体教融合人才培养体

制袁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各部门未做到与国家保持高度一致袁
依然没有形成自上而下尧相互融合的趋势遥 相关部门在一定程

度上意识到了体教融合的意义袁 明确体教融合在培养冰雪体

育人才方面的作用袁在国内长期根深蒂固的野应试教育冶环境

下袁开始形成内卷的文化袁文化知识的学习永远居于首位袁导
致体教融合在冰雪体育人才培养方面的重要性尧 紧迫性依然

处于次要地位遥 体育与教育部门间合作不足袁冰雪体育人才培

养过度依赖政府和国家袁导致冰雪体育人才培养体制不健全遥
2.2 冰雪体育人才培养机制依然不完善

由于投入到冰雪体育运动的经费不足袁 冰雪体育参与激

励机制不健全袁 导致参与冰雪运动人气不旺遥 保障机制不完

善袁我国冰雪竞技人才培养仍然是野一条腿走路冶袁目前面临冰

体育师资人才基础薄弱尧招生难尧市场化低袁教学与培训体系

起步晚袁人才选拔机制不合理袁为了给冰雪体育技术人员提供

安全的工作环境袁 一般对设施和场地要求较高袁 雪场需要织

雪尧制冰尧管理等高水平技术人员袁但目前这类人员的培养主

要是师徒制度袁师傅带徒弟袁实现技术传授袁没有规范尧专业的

课程体系熏陶袁导致这类场地技术人才出现短板袁满足不了冰

雪场地服务需求遥 赛事保障机制缺乏专业性袁冰雪体育赛事运

营人才包括院赛事组织尧策划尧管理尧 保障尧协调等工作袁决定

着赛事完成的质量和效率袁 目前冰雪赛事 运营人才不足百

人袁且专业性欠缺咱15暂袁科研共享机制不完善袁冰雪科研群体是

推动我国冰雪运动发展的重要力量袁 目前冰雪科研人员主要

集中在高校和各地科学研究所袁 且共享领域集中在运动员生

理指标尧产业尧装备层面袁研究深度尧广度仍需提高遥
2.3 冰雪体育人才培养保障体系依然不合理

体教融合背景下袁冰雪体育人才培养需要实现冰雪场地尧
后备人才尧跨界选材尧教练员尧政策尧资金等领域保障体系的完

善遥 冰雪体育场馆数量依然匮乏袁场馆基础设施设备尧训练器

材陈旧袁根据 2018 年统计袁国内雪场 738 座袁冰场 334 座袁雪
场 75%属于休闲型袁只有初级滑雪道可以使用袁教练员在冰雪

人才培养体系中居于核心袁 其执教水平决定后备人才的核心

素养袁影响着冰雪体育人才的梯队建设袁我国冰雪运动基层教

练员袁以专业退役运动员为主袁存在理论知识水平过低袁理论

结构老化袁训练方法老旧袁训练理念创新能力较弱等问题袁多数

以亲身经验进行教学袁 体教融合背景下训练科学化水平越来

越高袁教练员必须要进行知识更新咱15暂袁2021 年全国冰雪人才

需求同比增长 57%咱16暂曰叶2021 中国青年参与冰雪运动情况报

告曳 显示袁46.3%的青年关注冰雪资讯袁48.9%青年对冰雪运动

了解深入袁36.8%的青年希望参与冰雪运动咱16暂袁相关的保障设

施趋于不合理遥 资金保障力度需要加强袁冰场雪场的建造需要

投入大量的人力尧物力尧资金袁同时冰雪技术类保障人员需求

量大袁冰雪人才在运动装备尧设备尧器械的研发与生产袁冰雪运

动器材维护尧操作等领域不足袁且冰雪场馆场地设施的技术人

员需求量极大袁造成冰雪体育才培养保障体系依然不合理遥
3 体教融合促进我国冰雪体育人才培养的
策略
3.1 强化跨部门多元协作袁健全一体化人才培养体

制
体教融合冰雪体育人才培养袁以野健康第一冶为指导袁人才

培养体系尧 赛事体系实现一条龙模式袁 加快传统冰雪体育学

校尧特色冰雪运动学校的运动队伍建设袁引导构建多主体尧多
部门协同治理体制袁致力于构建以家庭冰雪体育运动为基础袁
以学校学校冰雪体育为先导袁以冰雪体育运动学校尧业余体校

为保障冰雪运动俱乐部为依托袁以社会冰雪体育力量为补充尧
以国家队冰雪体育运动人才培养为根本袁全方位袁多领域完善

我国冰雪体育运动人才培养体制袁 健全多元化冰雪体育人才

培养模式可以有效提高冰雪体育人才培养质量遥 运用体教融

合理念调和学训矛盾袁丰富我国冰雪体育人才培养训练体制袁
学会运用各界力量野为我所用冶袁不遗余力培养人才袁冰雪体育

人才培养体制要实现野政府为主袁社会为辅冶逐步过渡到野社会

为主袁政府为辅冶局面遥 政府要野放权冶袁合理的放松管制袁充分

释放社会力量袁发挥社会力量培养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袁实
现社会力量的自然挖掘袁 拓宽我国后备冰雪体育人才培养的

维度袁 提高我国冰雪体育人才的核心竞争力袁 构建一体化人

才培养体制袁强化跨部门多元协作遥
3.2 坚持问题导向袁深化人才培养机制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
坚持问题导向袁改革冰雪体育人才保障机制尧激励机制尧

共享机制尧协调机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袁在体教融合背景下袁
全方位尧 多层次的制定科学完整的冰雪体育人才培养评价体

系紧迫的尧必要的遥 人才培养机制要实现多元化袁依据不同的

培养模式尧培养过程规范化尧科学化制定培养评价体系曰政策

的合理运用是发挥保障机制的前提袁 体教融合的推进为冰雪

体育人才培养提供了机遇袁要制定科学的人才培养体质袁各部

门平等合作袁 优势互补遥 良好的激励机制是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尧效率的重要手段袁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激励和惩罚机制袁提
高人才培养的积极性袁提高冰雪体育人才培养的整体性袁凝聚

力袁竞争力曰共享机制是解决人才不平衡的关键袁建立广泛的

人才共享共赢机制袁合理分配教育人才资源尧场馆技术人才尧
冰雪体育师资队伍尧教练员尧科研人员等及时调整培养方案袁
实现优势互补袁资源共享袁达到人才培养双赢的目的曰协调机

制是人才培养不可或缺的一环袁实现科研所尧高校尧场馆尧机构

等之间的关系袁有利于权责分明袁实现冰雪体育人才培养机制

高效运转遥
3.3 完善专项冰雪体育才培养保障体系袁提升冰雪

体育参与度
体教融合背景下袁加快我国冰雪体育人才培养力度袁大力

实施场馆配套建设袁推动冰雪运动产业化遥 完善的冰雪体育运

动保障体系袁推动野三亿人参与冰雪冶目标的实现袁在全国范围

内掀起冰雪体育运动的浪潮袁 吸引大批青少年加入到冰雪体

育浪潮中袁提升国民冰雪体育运动积极性遥 政府部门加强宏观

指引袁科学布局实现冰雪场馆利用率最大化袁加强政策袁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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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袁对设施实施科学分类管理袁坚持野引进来冶和野走出去冶相
结合袁帮助高层次人才解决后顾之忧袁实现野引进来冶野留得住冶
野走出去冶野要回来冶的双赢效果袁加快构建冰雪体育人才政策

执行监管保障体系袁宏观科学调控执行效果袁明确行业监测尧
冰雪运动产业数据库监管措施袁 利用互联网等及时向社会公

开袁接受大众监督袁通过实现体教融合袁加强冰雪体育专业学

校学科建设袁完善冰雪运动后备人才培养保障体系袁发现冰雪

人才尧留住冰雪人才曰 通过冰雪运动跨项尧跨界选材挖掘潜力

人才袁发挥社会团体团结力量袁科学有效拓宽尧调动社会力量

参与冰雪体育人才培养袁 进一步完善专项冰雪体育人才培养

保障体系袁提升冰雪体育参与度遥
4 结语

冰雪体育人才培养为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提供重要

支撑袁体教融合是促进我国冰雪体育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袁新
时代体教融合在推动冰雪体育人才培养中的内涵和外延不断

扩展袁 探究体教融合对促进我国冰雪体育人才培养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袁体教融合为我国冰雪体育人才培养提供新思路尧
新动力袁但我国冰雪体育人才培养仍然存在培养体质尧机制尧
保障体系不合理等问题袁本文依托体教融合理念袁从构建一体

化人才培养体制袁 深化冰雪体育人才培养机制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袁 完善专项冰雪体育才培养保障体系层面来破解冰雪体

育人才培养难题袁在新高度尧全角度尧多层次方面实现高质量

发展袁推动我国冰雪运动事业迈上新的阶段袁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冰雪梦贡献人才力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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