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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运动员选材标准袁整个研究过程中应分为 4 个阶段袁
即院筛选确定选材指标尧制订单项指标的评分标准尧确定各指

标的权重系数和综合评价方法尧标准渊初稿冤试用验证尧修改遥
1 筛选确定选材指标体系

制订某个运动项目的选材标准袁 必须先要了解本运动项

目的野优秀运动员竞技能力结构冶遥 竞技能力是运动员参加训

练和比赛的能力遥 根据选材标准挑选出符合 野优秀运动员模

式冶的青少年运动员们袁才有可能在经过科学训练后形成高水

平后备人才遥
1992 年在制订国家体委竞训一司分管的 8 个运动项目选

材标准时袁田麦久提出优秀运动员竞技能力结构由院体能尧技
能尧心理能力尧运动智能构成袁可再细分为 8 个方面竞技能力

渊图 1冤遥

图 1 优秀运动员竞技能力结构图

所以袁在确定选材指标体系阶段袁第一项研究工作就是要

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尧与优秀教练员座谈袁根据运动员竞技能力

构成和运动项目特点袁确定优秀运动员竞技能力结构模型袁把

它作为筛选指标和制订标准的重要依据遥 表 1 是某省通过查

阅文献尧与教练员座谈后袁确定的优秀赛艇运动员竞技能力结

构模型遥
野优秀运动员竞技能力结构模型表冶确定后袁就可以进一

步通过查阅资料和对有选材经验的教练员调查尧访问袁确定本

项目的选材测试指标以及制订标准的年龄段遥 分体重级别的

项目袁如院举重尧摔跤尧柔道等袁还要确定每个年龄段要划分几

个体重级别遥
1.1 选材标准指标分类

选材标准指标应分为 6 大类院形态袁机能袁素质袁心理袁专
项和教练员评定遥

1冤形态院要选用能反映本项目特点的主要形态指标遥
2冤机能院用于体校等初级选材的标准袁应该选用基层选材

能够测试的简易指标袁如台阶试验袁肺活量等遥 用于进省级体

工队选材的标准袁要尽量使用先进的仪器设备进行测试袁如院
最大摄氧量袁无氧功率尧血睾酮等生理尧生化指标遥

3冤素质院尽可能选用与该项目训练中采用较多的素质指

标袁少用一般性的素质指标遥
4冤心理院要尽量选用能用仪器测试的量化指标遥 神经类型

各项目都应该测袁但是袁不做为综合评定的指标之一遥 凡神经

类型评为中下尧抑制尧泛散尧模糊型者不宜入选遥
5冤专项院测试指标要能反映出专项的技术和运动成绩遥 有

国家等级运动员标准的项目尽量参考等级运动员标准遥 体操尧
跳水等项目可用正式比赛的得分遥 摔跤尧柔道等运动成绩用比

赛名次时袁要注意不同等级的比赛袁名次的水平不同遥
6冤教练员评定院当前还没法用客观指标测定的一些重要

内容袁如院运动员的意志品质袁水感袁协调性袁技战术意识等袁可
设计成教练员评定的指标遥

各指标的评分标准袁都按性别分男尧女袁每 1 岁 1 个标准袁
按骨龄进行评定遥 其中摔跤尧柔道尧举重尧散打等项目袁每 1 个

年龄内还要分体重级别袁每 1 个级别制订 1 个选材标准遥
1.2 筛选方法

为了从大量可用的指标中筛选出最关键的指标袁 可用如

下 2 种方法遥
特尔斐法渊专家调查法冤院通过收集文献资料袁整理出准备作者简介院王路德渊1934耀冤袁江苏南京人袁研究员袁研究方向院体育统计尧

运动员选材尧体质研究袁E-mail: 410971561@qq.com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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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的指标后袁 印成调查问卷表袁 发给对本项目有经验的专

家袁征求他们的意见遥 对回收的调查表做统计处理后袁决定采

用哪几个指标遥
数据统计法院通过对测试到的数据袁用多因素统计方法中

的逐步回归尧R 型聚类等方法袁计算后可筛选出其中较重要的

指标遥

图 2 赛艇选材指标谱系图

1987 年我在作赛艇选材标准研究时袁 用 R 型聚类分析袁
计算出选材的形态尧机能指标谱系图如图 2袁 将指标分成 7 类

时有野*冶的是每类的典型指标遥 该项计算结果袁后来又征求了

教练员意见袁成为确定赛艇选材标准中的形态尧机能类指标的

主要依据遥
指标筛选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袁如院指标的信度尧效度尧运

动项目自身的特点等袁 为了避免单纯依据计算结果而导致的

指标体系建立的偏差遥 较好的办法是院在统计计算和野特尔斐冶
法调查的基础上袁再组织有经验的专家座谈讨论袁经过全面慎

重的考虑袁最后确定指标遥
指标的选择要按照少而精的原则袁选择最重要的指标袁总

数在 15 个左右袁根据不同运动项目的特点袁每一类指标的个

数可以不同袁例如院射击选材标准的心理指标可能要多些遥
选用指标时袁一定要注意指标的可靠性尧有效性尧客观性遥

还应该注意研究开发新的测试指标遥 如安徽开发了乳酸清除

率袁深圳开发了 400 m 跑伊3 间歇跑尧网球扇形跑遥 湖北开发了

用彩色超声诊断系统测试的 CRI 指数渊心力储备指数冤替代过

去的心功能指数袁 用 Biodex 平衡仪测试开发的平衡指数替代

过去的闭眼站木遥
2 制订单项指标的评定标准

2.1 评定标准等级分类

每一个指标袁如院身高尧体重尧肺活量等袁都应该分别制订

出评定标准遥 在 1988 年以前袁有分 3 等尧5 等尧10 等甚至分 20
等的遥

1989 年全国选材中心组讨论认为袁 通过评定只需表明受

测者的某指标值渊如院身高 170.5 cm冤按该运动项目的要求袁可
划入优尧良尧中尧差的哪一范围袁不必分得太细遥 而且评定等级

分得过细袁制订出的评定表必然很繁琐袁使用较不方便遥 所以袁
评定标准野宜粗不宜细冶遥

1990 年制订全国统一的 9 个项目选材标准和 1992 年制

订 8 个项目选材标准时袁 以及后来好多省制订选材标准时都

表 1 优秀赛艇运动员渊公开级冤竞技能力结构模型表

类型 基本特征 内容 测试指标 男 女

形态
身材高大袁匀称尧结实袁

肌肉线条修长

长度

重量

宽度

身高/cm
指距-身高/cm

体重/kg
体脂百分比/%

肩宽/cm

192±1.5
10～12
90±2.6
8.7±0.54
41～46

178.6±1.7
8～10
73±3.4
14±1.8
41～43

机能
心肺功能极好袁激素水

平较高

心肺功能

内分泌

心功能指数
最大摄氧量/L/min

血睾酮

<2
6.1±0.6

较高

<2
4.2±0.4

较高

素质
良好的有氧能力袁较好

的无氧能力

一般耐力
专项耐力

专项力量耐力
柔韧性

10 000 m单人艇
2 000 m单人艇

赛艇测功仪功率
下蹲伸臂距

35:00～37:00
6:45～6:50
428±16*
>55 cm

40:00～42:00
7:15～7:20
300±18
>55 cm

心理
意志品质好袁能吃苦耐

劳
意志品质
个性特征 神经类型

坚韧顽强
稳定型

协调/技术
较好的水感和划桨效
果袁良好的节奏感和平

衡能力

基本技术
平衡
水感

节奏感
划桨稳定性 浆数差

动作规范袁野展尧轻尧快尧柔冶
稳定

人艇结合袁野匀尧漂尧刚尧柔冶
张弛有度袁节奏鲜明

< 2 浆

战术
善于控制比赛速度袁合

理分配体力
速度感 控制速度指数 < 1 s

知识 中学以上文化程度
文化程度
专业知识

学历 中学以上
熟练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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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下肢长 A/身高的变化趋势图

2.3 制订形态尧机能尧素质尧心理指标的标准

2.3.1 尽量采用 野优秀运动员模式数据伊定基比冶的
方法制订标准

1985 年开始的全国学生体质调研和 2000 年开始的全国

国民体质监测袁提供了许多青少年儿童的形态尧机能尧素质指

标的测试数据遥 凡有大规模青少年测试数据的指标袁都可以计

算出定基比遥应该采用野优秀运动员模式数据伊定基比冶的方法

来制订标准遥 用这种方法制订的评定标准袁其年增长值才能符

合青少年生长发育的规律遥
以 2000 年全国国民体质监测公布的男身高平均数为例遥

计算定基比时袁 如果把 18 岁身高平均数 170.2 定为基准

渊100%冤袁则 7 岁身高平均数 122.6 是 18 岁身高平均数的 0.72
渊122.6/170.2冤袁12 岁是 18 岁的 0.876渊149.1/170.2冤噎噎遥

假设根据优秀运动员竞技能力结构模型袁 确定某项目 18
岁优秀运动员的身高标准袁优秀应定为 190 厘米遥 则其他年龄

组身高的优秀标准袁只要用 190伊定基比就可计算出来渊表 4冤袁
从图 4 可见用模式数据伊定基比计算出的各年龄组标准 渊虚
线冤与青少年身高的发育曲线渊实线冤趋势是完全一致的遥

表 4 模式数据伊定基比 计算表
51

52

53

54

55

56

57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年龄/岁

下
肢
长
A/

身
高

×
10
0

下肢长A/身高

多项式 (下肢长A/身高)

是分为 5 等遥 并规定用平均数加减标准差的方法划分等级袁见
表 2遥

有一些指标并不是测试值越大越好或越小越好袁而是中间

值好袁太大或太小都不好遥 例如院身高指标袁在篮球尧排球选材

时是测试值越大越好袁而在体操尧跳水选材中的身高指标都是

太大或太小都不好袁而在中间范围内最好遥 还有如评定身体结

实程度的 BMI 指数也是这样遥 所以袁分 5 个等级时袁就不是 1尧
2尧3尧4尧5 等袁而是 1尧3尧5尧3尧1 了袁如表 3遥
2.2 标准需符合各年龄段青少年的发育趋势

选材标准的制订者袁必须十分了解各指标在青少年阶段的

发育趋势袁制订出的标准才科学尧合理遥 不能简单地用测试到

的样本袁直接按离差法或百分位数法制订各等级的标准遥 制订

好标准后还必须纵向查看袁 查看各年龄组标准的年增长值是

否与该指标的发育趋势一致遥
在制订某指标的各年龄组标准时袁更不能没有依据就把标

准制订为随年龄增大而逐年提高袁 或把某几个年龄的标准定

成相同遥

如院选材指标下肢长 A /身高伊100袁过去制订标准时袁由于

缺乏青少年随年龄增长的变化趋势统计数据袁因而袁制订得不

合理遥 1990 年制订的全国统一的田径标准中袁男子 12耀17 岁

各年龄的下肢长 A/身高伊100 的标准袁5 等都是 57.0袁2 等都是

55.5遥 当时是根据优秀运动员的统计数据袁野下肢长 A/身高伊
100 =56豫为下肢较长袁57豫为下肢明显长冶渊见叶运动员科学选

材曳73 页冤遥 所以袁简单的制订成了各年龄段完全一样的标准遥
但是袁事实上由于青少年青春发育期先长四肢尧后长躯干

的野向心律冶规律袁使得发育期各年龄段下肢长 A/身高伊100 的

比例是不同的遥
2005 年深圳市选材课题组专门测试了 1 457 名中小学生

的 11 项形态指标袁计算出下肢长 A/身高伊100 的平均数袁就是

从 7 岁起逐年加大袁 到 13尧14 岁时达到最大袁 以后逐渐减小

渊见图 3冤遥由于这一趋势是符合青少年青春发育期袁先长四肢尧
后长躯干的野向心律冶规律袁对下肢比例的影响的遥 因此袁深圳

市选材课题组在制订各年龄组下肢长 A/身高伊100 标准时就

制订得符合这一客观规律了遥
表 2 指标等级划分细则

注 院以上各等级的范围划分袁是标准制定者自行研究确定的袁并非必须如此曰下表同遥

测试值大为好的指标

测试值小为好的指标

X -1S

X +1S

等级 1渊差冤

X

X

2渊及格冤 3渊中冤

X +1S

X -1S

4渊良冤

X +1.5S

X -1.5S

5渊优冤

X +2S

X -2S

表 3 中间值好的指标等级划分细则

指标 X -2.5S

等级 1渊差冤

X -1.5S

3渊中冤 5渊优冤

X ±0.5S

3渊中冤

X +1.5S

1渊差冤

X +2.5S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22.6

128.1

132.9

138.0

143.1

149.1

157.0

162.7

166.8

169.2

170.2

170.2

年龄 身高平均数

0.720

0.753

0.781

0.811

0.841

0.876

0.922

0.957

0.980

0.994

1.000

1.000

定基比 190×定基比

136.8

143.1

148.4

154.1

159.8

166.4

175.2

181.8

186.2

188.9

190.0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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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用模式数据伊定基比制订的标准曲线

2.3.2 无法采用定基比的指标

1冤测试到的各年龄段样本量足够大袁也要进行平滑处理遥
测试到的运动员数据袁只要样本量足够大袁是可以用来制

订标准的遥 但是袁尽管各年龄组的 n 都较大袁计算出的各年龄

组之间的平均数尧标准差必然存在随机波动遥 所以袁应该进行

平滑处理遥
如袁测了一批 7要17 岁男生的心功能指数渊表 5冤袁各年龄

组的 n 都较大遥 但是袁计算出的各年龄组的平均数尧标准差仍

存在着随机波动遥假设每个年龄组再用加减 0.5 个标准差的方

法制订上尧中尧下 3 个标准袁由于平均数和标准差 2 者的随机

波动影响叠加在一起袁就会使得各年龄段间的标准起伏更大袁
极不合理渊图 5冤袁所以必须进行平滑处理遥

表 5 心功能指数渊男冤统计表

图 5 7要17岁男生心功能指数标准

进行平滑处理的方法是用回归分析方法计算出最佳 渊误
差最小冤的趋势线袁图 6 是在 Excel 中分别画出平均数尧标准差

的散点图后袁用添加趋势线的方法袁可计算出回归方程遥 然后袁

就可用回归方程计算出的各年龄的回归值袁 来制订各年龄的

标准遥

图 6 7要17岁男生心功能指数平均数及标准差的趋势线及

回归方程

用平滑后的心功能指数平均数和标准差计算出各等级标

准渊表 6冤遥 从图 7尧表 6 可见袁平滑处理后的上尧中尧下之间的等

级差值没有很大的起伏波动尧合理了遥
表 6 平滑后各等级标准计算表

图 7 平滑处理前后的比较

当有好几个运动项目都要用同一个选材指标时袁 在分别

对平均数和标准差添加趋势线袁计算出回归方程后袁可以用平

滑处理后的平均数平滑值和标准差平滑值袁 根据正态分布的

原理袁P50=平均数袁P3=平均数-1.88 标准差袁P5=平均数-1.04 标

准差噎噎袁 分别计算出各指标的百分位数表 P3尧P5尧P10尧P15
噎噎尧P97尧P98尧P99尧P99.5 各档标准渊图 8冤可供不同运动项目制订

标准时统一选用遥 这样的百分位数表由于进行了统计学的平

滑处理袁 克服了各年龄段间以及同年龄的等级间差距很大的

不合理现象袁可以提高标准的合理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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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冤测试到的各年龄段样本量不够大袁可试用回归分析法遥
在实际工作中袁有时某些年龄组不能测到较大的样本袁这

时可以试用回归分析方法遥 如某省在制订田径运动员的立定

三级跳远标准时袁只测得 53 名男田径运动员的数据袁其中 12
至 18 岁只有 44 人遥 由于受到运动员人数少等许多客观因素

的限制袁一时无法再扩大样本遥 因此用 44 人的原始数据做散

点图袁通过添加趋势线袁看数据的变化趋势是否符合随年龄增

长而变化的趋势袁决定能否使用回归方程制订标准遥

图 9 立定三级跳远散点图

由图 9 可见袁44 人的数据呈随年龄增长而增长的趋势 r越
0.826 7渊高度相关冤遥 因此袁可用计算出的院年龄 X 和立定三级

跳远 Y 的回归方程院Y越2.290 7垣0.350 6X 袁Sy=0.464 8 来制订

标准遥
该省规定的各等级理论百分位数是 1 等=P25袁2 等=P40袁3

等=P50袁4 等=P65袁5 等=P80袁则可用回归方程计算出各年龄 Y 估

计值加减剩余标准差 Sy 的方法进行计算标准遥 即用各年龄组

回归值-0.67 Sy尧-0.25 Sy尧噎噎袁计算 1 至 5 等标准渊见表 7冤遥
表 7 回归方程推算出的立定三级跳远渊男冤标准

这样计算出的标准是否切实可行袁 在课题研究的第 4 阶

段标准试用时袁需要特别注意进行验证遥
在用回归分析方法制订标准时袁还要特别注意:趋势线是

否符合该指标在青少年年龄段的发展趋势袁 有许多指标的趋

势并不是直线上升袁 在 15尧16 岁后上升的趋势会慢一些袁所
以袁可能是 3 次曲线的趋势更合适遥 因此袁可以试做几条趋势

线比较一下相关指数 R2袁如果是 3 次曲线的 R2 大袁就可以用

3 次曲线的方程来计算回归值遥
图 10 是某省在制订无氧功率标准时的散点图遥 分别试加

了 2 条趋势线袁比较 R2 可见袁三次曲线的拟合度更好袁后来决

定采用三次曲线方程制订标准遥

图 10 无氧功率散点图

2.3.3 相同指标在不同运动项目中的标准要横向比较

对多个运动项目都选用的相同指标袁如院身高尧BMI 指数尧
台阶指数尧最大摄氧量尧30 m 跑尧立定跳远尧引体向上尧选择反

应时等等遥 由于不同运动项目的特点和要求袁标准的高低应该

与之相适应遥 而由于在课题组内是分工由不同的人制订标准遥
课题组应该对各项目选用的百分位数渊图 8冤做横向比较和调

整袁以保证不同项目的标准难易度的合理性遥
如院深圳市选材课题组对各项目都选用的台阶指数袁按项

目特点 渊即该项目运动员对心脏功能要求的高低冤 进行了排

序遥 由要求低到高袁分为 7 档遥 建议标准第 2 等取的位置为院
1冤 P60 跳水袁射击袁射箭遥
2冤 P65 跳高尧跳远尧撑杆跳尧标枪尧铅球尧举重遥
3冤 P70 太极尧艺体尧体操遥
4冤 P75 散打尧摔跤尧柔道遥
5冤 P80 乒乓球袁短跨尧花游尧武术遥
6冤 P85 篮球尧手球尧曲棍球尧羽毛球尧网球遥
7冤 P90 皮艇尧赛艇尧划艇尧中长跑尧全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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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某省台阶指数渊女冤制订标准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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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制订专项指标的标准

专项指标要选用结合专项特点的尧 可量化的指标来评定

运动员的专项技术水平遥 如摔跤中的过头翻袁 柔道中的背负

投袁武术尧体操中的基本动作考核袁跳水中的弹网袁标枪的助跑

投掷与原地投掷成绩之差值等遥 评定标准需要测试运动员或

用教练员积累的数据来制订遥
专项成绩是对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尧技术水平尧专项能力尧

心理的综合考核遥 凡是专项成绩能够量化评定运动员专项水

平的项目袁都应测试专项成绩遥如院短跑运动员的 100 m 跑尧游
泳运动员的 800 m 自由泳尧赛艇运动员的 2 000 m 单人艇尧举
重运动员的总成绩等遥

但是袁专项成绩的各等级标准袁不能仅仅根据测试到的运

动员数据来制订袁因为这样会受现有运动员水平的影响袁使定

出的标准偏低或偏高遥 因此袁各等级标准要尽量和等级运动员

标准挂钩袁根据不同运动项目的水平袁定出一个大体的模式要

求遥
如院深圳市课题组对田径项目的专项成绩在制订 1要5 等

标准时袁先确定了一个达到田径等级运动员标准的模式要求袁
即及格 渊2 等冤院13 岁达少年级尧15 岁达三级尧17 岁达二级曰优
秀渊5 等冤院13 岁达三级尧15 岁达二级尧17 岁达一级遥 然后再参

考近年全国青年比赛成绩册袁 制订出各年龄组各个等级的标

准遥
2.5 制订教练员评定指标的标准

教练员评定的指标都是一些没法用客观指标测定的指

标袁如院运动员的意志品质袁水感袁协调性袁技战术意识等等遥 只

能通过教练员集训观察后进行评分袁可分为 1要5 等遥 为了保

证评分的准确性袁避免教练员把评定变成送野人情分冶袁必须写

出具体的测试细则遥
如院 某省对意志品质指标的评定等级规定了具体的测试

细则如下院
测试方法院 由教练员通过集训期间对运动员的观察评定

等级遥 主要从运动员的个性特点尧心理状态遥 克服困难的信心

与行为等几方面进行观察袁 尤其要在疲劳和困难条件下来考

察遥
1冤 对自己有充分信心袁认为别人能做到的袁自己只要努

力也能做到曰
2冤 情绪比较稳定袁从不患得患失曰
3冤 训练和生活中能吃苦耐劳曰
4冤 在受挫折和失利情况下袁经启发鼓励能重新振作曰
5冤 在疲劳和困难条件下袁一般队员已难坚持时袁仍能顽

强地坚持遥
符合以上 5 条的为 5 等袁符合 4 条为 4 等袁以此类推遥

3 确定各指标的权重系数尧得分和综合评价

方法
3.1 确定各指标的权重系数

所有指标都测试完后袁 为了使得综合评价的结论能比较

准确尧合理袁就需要要尽可能准确地订出各指标的权重系数袁
即对综合评价作用较大的指标应该占较大的比重袁 而作用相

对小一点的指标权重系数就应该小一点遥
另外袁一个指标袁在不同年龄段袁权重系数也应该是不一

样的遥 例如袁形态尧机能指标袁在小年龄阶段袁权应该大一点袁而
专项成绩的权就应该小一点遥 而到了 17尧18 岁袁可能就要倒过

来了遥
确定综合评价的权重系数袁通常采用 2 种方法遥
1冤特尔斐法渊专家调查法冤院与确定指标时的做法相同袁可

以请专家对每一个评价指标提出应占的百分比遥 但是袁当指标

较多时袁 要被调查的专家对每一个指标都填写出恰当的百分

比袁 感到比较困难遥 所以袁 回收来的调查表上袁 常常是 5豫尧
10豫尧15豫尧20豫等袁不会定得更细遥 甚至有时回收的表格中还

会出现所有指标的百分比之和不是 100豫袁 因而该表不能使

用遥
1993 年我在做赛艇选材标准研究时袁 根据非参数统计的

原理袁设计了一种计算野权重冶更简便的野指标序号法冶袁使用结

果较满意遥 发给专家填写的形态指标调查表包括 5 项指标院身
高尧体重尧肩宽尧下肢长尧指距要身高曰专家只需在指标序号栏

内填入序号遥
填写指标序号的方法袁专家不必填写具体的百分比袁只要

按指标的重要程度排序袁认为哪个指标最重要袁序号就填为 l袁
哪个次之袁就填为 2袁如果认为某几个指标的重要程度一样袁就
可以填相同的序号遥

本次调查共回收 37 份调查表袁把回收的调查表内所填的

各指标序号袁进行统计后填写在野权重冶计算表内渊见表 8冤形态

类共 5 个指标袁所以表 8 有 1 至 5 共 5 列袁回收的 37 份调查

表中身高序号为填写 1 的有 29 人袁填写 2 的有 3 人袁噎噎袁填
写 1 到 5 的共 37 人遥

表 8 形态类各指标权重计算表

值的计算公式院 越撞渊渊n垣1原 冤 冤
其中 为指标数袁 为序号袁 为序号 内的频数遥 可计算

出

身高的 越29伊5垣3伊4垣4伊3垣1伊2垣0伊1越171
体重的 越0伊5垣6伊4垣2伊3垣13伊2垣16伊1越72
把 值规一袁变换成百分比袁就是权重了遥
2冤数据统计法院数理统计中的几种多因素分析方法如院R

型因子分析法尧回归分析法等都可以计算出权重系数遥 但是袁
计算的前提是要测试一个较大的样本遥

我根据 R 型因子分析方法计算出的初始因子矩阵中的初

始因子 aij称为院权系数的原理遥在学生体质综合评价标准研究

课题中用 R 型因子分析袁计算了各指标的野权冶系数袁课题鉴定

的专家认为院本方法具有较高的科学性与实用价值遥
计算的 6 个指标院Xl 体重伊1 000 身高袁X2 肺活量/体重袁

X350 m 跑袁X4 立定跳远袁X5 引体向上袁X6 耐力跑遥 在 R 型因子

分析计算中袁选 2 个主成分后袁计算结果见表 9遥

身高

体重

肩宽

下肢长

指距-身高

29

0

3

5

7

１

3

6

4

9

15

２ ３

4

2

13

8

8

４

1

13

8

8

5

５

0

16

9

7

2

权重/%

171

72

95

108

131

577

29.6

12.5

16.5

18.7

22.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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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各等级的得分

选材标准的综合评价方法采用百分制袁 即全部指标都达

到第 5 等为 100 分袁这样制订各等级的得分就比较简便遥
每个指标的权重系数就是它第 5 等的得分袁 其他等级的

得分可按一定的比例计算遥 由于制订标准时规定 2 等为合格

渊见表 2冤袁所有指标都达到 2 等袁总分就是 60 分遥 因此可以把

1 等得分定为权重系数的 50豫袁2 等为权重系数的 60豫袁3 等

为权重系数的 70豫袁4 等为权重系数的 80豫遥 如院某指标的权

为 8%袁 则该指标的 1 等得分为 4.0袁2 等得分为 4.8袁3 等得分

为 5.6袁4 等得分为 6.4袁 5 等得分为 8.0遥

1 等得分定为权重系数 50豫袁 是为了使选材测试不合格

的人袁总分不会太少遥 当然袁定为 40豫或更少也是可以的遥
最低的 1 等标准可以有 2 种订法遥 下面以身高标准为例

渊见表 12冤袁 方法 员 规定了达到 1 等的下限袁 凡是达不到下限

160 的袁就得不到分遥 而方法 2 则是凡达不到 2 等的都评为 1
等袁即至少可获得 2 分遥 这就要根据标准制订者对某项指标的

要求来决定采用哪种方法了遥 方法 1 的要求较严袁达不到最低

要求就没有分袁素质类尧机能类指标可采用遥 而方法 2 则相对

松一些袁常在形态指标中用此方法遥

表 9 初始因子矩阵表

初始因子 aij 也称为权系数袁 它反映了各指标与主成分的

相关程度渊相关程度的高低看绝对值冤袁把第一主成分渊A1冤上
的 6 个初始因子的绝对值相加得 3.448 817袁 把第二主成分

渊A2冤上的 6 个初始因子的绝对值相加得 2.105 864遥
则 X1 在第一主成分上的野权重冶为院 0.167 0513.448 817 在第二主

成分上的野权重冶为院 0.819 2252.105 864
因而袁第 i 个指标的权重系数 Ti 可定义为院
Ti= ai16

k = 1
移 ak1

+ ai26

k = 1
移 ak2

即院T1= 0.167 0513.448 817 + 0.819 2252.105 864 =0.437
T2= 0.129 2033.448 817 + 0.777 0412.105 864 =0.406

同理袁T3=0.282袁T4=0.303袁T5=0.393袁T6=0.248袁把 Ti 归一化

成百分数 袁 可得 院T1 =21.86% 袁T2 =20.31% 袁T3 =14.11% 袁T4 =
15.16%袁T5=16.16%袁T6=12.40%

1990 年我在做国家选材标准课题的乒乓球选材研究时袁采
用 R型因子分析方法袁 对 13 个指标院X1 身高袁X2 体重伊1 000/身
高袁X3 30m 跑袁X4 立定跳远袁X5 垒球掷远袁X6 45s 跳绳袁X7 400 m
跑袁X8 对墙击球袁X9 移步换球袁X10 光反应袁X11 综合反应平均

时袁X12 综合反应最优组袁X13 心功能指数袁 做 R 型因子分析计

算后袁确定各指标的野权重冶遥
本例 =80袁 用于计算的数据是严格按统一细则测试的袁

计算前又经过反复审核袁因而袁计算出的野权重冶应能反映各指

标的内在关系遥 为了慎重起见袁我们又邀请了十几位对乒乓球

选材有经验的专家座谈遥 大家经过反复认真地讨论后的结论

是用 R 型因子分析法算出来的野权重冶与专家的经验基本上是

一致的袁同意采用它制订标准遥
3.2 确定各大类的权重系数

6 大类指标的权重袁在各个年龄段不能一成不变遥 总的原

则是院在年龄较小时袁形态类指标的权应该大些袁而专项类指

标的权小些遥到了较大年龄时则专项类指标的权要加大遥表 10
是某省游泳选材标准的大类权重分配表袁 大体是按青春发育

前期尧发育期和发育后期分为 3 个阶段遥在青春发育前期 10要
12 岁时袁形态类权重占 30%袁而专项只占 25%袁而到了 15要17
岁时袁专项类的权重加大到 40%袁而形态类的权重减为 15%遥

表 10 大类权重分配表 单位院%

不同运动项目袁选材标准的权重分配年龄段袁划分 3 段钥
还是 2 段钥 都要根据项目的特点研究确定遥

确定大类权重袁要根据项目特点袁如射击选材标准袁心理

的权就应该较大袁形态的权就可能较小遥
确定了大类的权后袁要对每个大类里的各指标袁再根据各

指标的重要程度袁计算出不同的权重袁所有各指标的权总和为

100%遥 表 11 是某项目的机能权遥

-0.167 051

-0.129 203

0.847 815

-0,847 831

-0.635 615

0.821 302

A1

0.819 225

-0.777 041

-0.076 887

0.119 528

-0.292 085

0.021 098

A2

体重×1 000/身高

肺活量/体重

50 m跑

立定跳远

引体向上

耐力跑

序号指标

X1

X2

X3

X4

X5

X6

表 11 某项目的机能权

机能
台阶指数

最大无氧功率

5

10
15

4

6
10

4

6
10

指标权 类权/% 指标权 类权/% 指标权 类权/%
类别 指标名称

12～13岁 14～15岁 16～18岁

形态

机能

素质

心理

专项

教评

30

12

20

5

25

8

10～12岁

25

12

20

5

30

8

13～14岁 15～17岁

15

12

20

5

4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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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跳水标准教练员意见汇总统计表

当汇总的同一年龄测试人数较多时袁 可对测试后的评定

等级做频数分布表袁再根据正态分布原理袁分析各等级标准是

否需要修改遥
表 15 是江西省省体校招生时试用标准渊初稿冤后袁对某年

龄组做的立定跳远的频数分布表遥 由表可见袁按标准渊初稿冤评
定后袁有 26 人连 1 等都未达到袁4尧5 等均为 0 人袁整个频数分

布比较偏袁说明标准可能偏高遥 后来袁经分析等外的 26 人中有

少数人确实较差袁而第 5 等是按优秀运动员模式订的袁不宜轻

意更改袁于是对 1 至 4 等标准作了几次修改袁直至从频数分布

表看袁认为较合理后才定稿遥
表 15 立定跳远频数分布表渊 =54冤

4.2 测试有代表性的运动员

如院教练员认为某运动员下肢爆发力极好袁就测试他的纵

跳袁看评定的等级是不是 5 等遥 如院教练员认为某运动员耐力

较差袁就测试他的耐力跑袁看评定的等级是不是 2 等钥 评定后

征求教练员意见遥 特别是制订标准时袁 测试样本量较小的指

表 13 5个等级标准与得分

身高/cm

12

13

14

15

16

17

18

≥153.8

≥161.4

≥166.8

≥170.4

≥172.1

≥173.0

≥173.0

3.5

3.5

3.0

3.0

2.5

2.5

2.5

≥158.3

≥166.1

≥171.7

≥175.3

≥177.1

≥178.0

≥178.0

4.2

4.2

3.6

3.6

3.0

3.0

3.0

≥162.2

≥170.2

≥175.9

≥179.6

≥181.4

≥182.4

≥182.4

4.9

4.9

4.2

4.2

3.5

3.5

3.5

≥165,4

≥173.5

≥179.4

≥183.2

≥185.0

≥186.0

≥186.0

5.6

5.6

4.8

4.8

4.0

4.0

4.0

≥168.0

≥176.3

≥182.3

≥186.1

≥188.0

＞189.0

≥189.0

7.0

7.0

6.0

6.0

5.0

5.0

5.0

标准 得分 标准 得分 标准 得分 标准 得分 标准 得分

指标

名称
年龄/岁

等级1 等级2 等级3 等级4 等级5

表 12 2种不同的一等标准

3.4 综合评价总分的等级划分

各单项指标得分之和袁即为综合评价的总分遥 再按总分划

定 60 分以下为差袁60耀69.9 分为及格袁70耀79.9 分为良好袁80
分以上为优秀遥 这样划分的依据是袁如果全部单项指标都是 2
等总分可得 60 分袁全部是 3 等总分为 70 分袁全部是 4 等总分

为 80 分遥 表 13 是某项目身高标准计算出各等级标准与得分

后袁汇总的选材评分表遥
4 标准渊初稿冤试用验证尧修改定稿

制订出选材标准渊初稿冤后袁不要急于定稿袁先要进行小范

围试用袁通过对运动员测试袁进行选材标准评价的有效性和可

靠性检验遥 根据试用后反馈的意见袁再修改标准定稿遥 验证可

用 3 种方法收集意见遥
4.1 测试评定后袁征求意见

测试一批运动员袁按标准渊初稿冤逐一进行评定后袁把评定

结果反馈给教练员征求教练员意见遥 每个项目要根据测试指

标设计一张征求教练员意见表袁 项目负责人最好同时和教练

员面谈听取意见遥 图 11 是深圳市课题组设计使用的征求意见

表遥

图 11 教练员意见反馈表

在收集了大量意见后袁 再对教练员反馈意见进行汇总统

计袁最后决定哪几个指标的标准需要做调整钥 表 14 是某省选

材课题组设计的跳水标准教练员意见汇总统计表遥

1

2

≥160

＜165

2

2

≥165

≥165

4

4

≥170

≥170

7

7

标准 得分 标准 得分 标准 得分
方法编号

1 等 2 等 3 等

修改前

修改后

26

9

等外

12

17

1 等 2 等

10

18

3 等

6

8

4 等

0

2

5 等

0

0

身高

下肢B/身高

指距一身高

台阶指数

平衡能力

纵跳

10 次肋木举腿

30 m跑

控倒立

选择反应时

空间知觉

17

17

17

17

17

17

17

15

17

17

17

测试指标 人数

2

1

1

3

2

1

标准偏高 标准偏低

l

1

2

2

符合率/%

88.2

88.2

94.1

88.2

70.5

82.3

94.1

100.0

100.0

88.2

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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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袁更需要用这种方法验证遥
4.3 把标准渊初稿冤发给教练员征求意见

把标准渊初稿冤印出来袁发给对该项目选材有经验的教练

员征求意见遥 深圳选材课题组先后发出调查表 303 份 渊回收

295 份冤其中不少意见对微调标准有参考作用遥
4.4 定稿

在微调选材标准时袁既要注意吸取教练员的意见袁又要坚

持因为第 5 等是优秀运动员的模式要求袁 不能轻易降低第 5
等标准遥 尤其是根据优秀运动员模式用定基比计算出的标准袁
更不要轻易修改遥 如院某省按篮球选材标准渊初稿冤测试了一名

13 岁运动员身高 170 cm袁还达不到 2 等袁教练员提出标准是

不是偏高钥课题组分析了全国国民体质监测的身高数据袁13 岁

男生的身高定基比已经达到 18 岁时的 92.2%袁13 岁 170 cm
按定基比推算 18 岁只能到 184 cm袁这一高度按当代高水平篮

球运动员的标准袁身高属于偏低袁所以没有修改遥
标准渊初稿冤制订后袁试用尧验证的人次应尽量多一点袁如院

江西省选材课题组制订出标准渊初稿冤后袁先在省体校招生时

试用袁 对来自全省各地的 1 038 名业校运动员按 叶标准曳渊初
稿冤进行评定袁又根据测试数据及全省多次单项比赛测试的数

据袁检验了各项标准难易度袁进行微调尧修改后才定稿遥 深圳选

材课题组经过了 1 年多试用袁验证测试了运动员 593 人次袁咨
询了 165 人次后才定稿遥 湖北选材课题组经过 1 年半试用测

试了运动员 271 人次袁咨询了 135 人次后才定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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