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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教结合向融合之嬗变院发展态势尧主题演化与进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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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1.四川农业大学 体育学院袁四川 雅安 625014曰2.上海体育大学 竞技运动学院袁上海 200438冤

摘 要院 体教结合是体教融合战略的前身袁系统回溯体教结合向体教融合发展的连续各阶段研究袁可为

进一步深化体育教育回归提供思路遥 采用文献计量学对知网学术期刊数据库中 1991要2022 年的文献

进行分析遥 研究主题呈波浪式增长袁峰值出现于 2020 年曰受省部级及以上项目资助最多曰载文数量最多

的期刊为体育文化导刊曰学科视角主要为教育学袁文献资料法频次位列第一曰核心代表学者为柳鸣毅尧刘波和

虞重干等人曰热点关键词前三为体教结合尧体教融合和竞技体育曰主题演化包括学理概念尧缘起发展尧转变融

合尧政策研究和国际镜鉴等内容遥 未来应保持对主题的关注度袁立足现实国情袁积极汲取国际体教融合

育人机制和教学理论等方面的经验袁 加强多元学科交互与实证范式研究袁 建立融合为导向的学术合作共同

体袁拓宽我国顶层融合研究的理论边界和深挖我国基层融合实践的微观路径等遥
关键词院 体教结合曰体教融合曰主题演化曰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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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mutation of Sports Education Integration to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Trend袁 The鄄
matic Evolution and Prospects

ZHANG Yiming1袁 YIN Mingyue2袁 LIU Qian1
渊1.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袁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袁 Ya'an Sichuan袁 625014曰 2.School of Elite Sport袁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袁 Shanghai 200438袁 China冤
Abstract院 Objective The integr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is the predecessor of the strategy of integr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It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further research to trace the successive stages of development from physical education integration to physi鄄
cal education integration. Methods Bibliometric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literatures in the academic journal database of CNKI from
1991 to 2022. Results The research topic showed a wave growth袁 and the peak appeared in 2020. Received the most funding from
provincial and ministerial level projects and above曰 The journal with the largest number of articles is the sports culture guide. The main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is pedagogy袁 and the frequency of literature law ranks first. The core representative scholars are Liu Mingyi袁
Liu Bo and Yu Chonggan. The first three hot keywords are the combin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袁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鄄
cation and competitive sports曰 The evolution of the theme includes academic concept袁 origin development袁 transformation integration袁
policy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 reflection. Conclusion In the future袁 it should keep the focus on the theme袁 base on the actual na鄄
tional conditions袁 actively draw on the experience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education integration education mechanism and teaching theo鄄
ry袁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f multi-disciplinary interaction and empirical paradigm袁 establish an integration-oriented academic coop鄄
eration community袁 broaden the theoretical boundary of top-level integration research in China and dig the micro path of grass-roots
integration practice in China.
Keywords院 combin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曰 thematic evolution曰 knowledge map

体教融合前身可追溯至上世纪 80 年代初袁由于我国运动

员早期面临野文化素质低尧就业出路窄冶等困境袁国家体委对此

提出野体教结合冶的突围策略遥 通过运动员进学校恶补文化尧职
业教育提升其文化素质袁并开展野体工队学校化冶等措施咱1-3暂遥
北京奥运前后袁体教结合研究进入新阶段袁其多聚焦于学理层

面咱4-10暂袁从概念尧内涵与模式等进行讨论遥 同时袁体育后备人才

培养的研究亦逐渐萌芽咱11-16暂袁分别聚焦于全国尧各省市尧各高

校和各运动项目遥此背景下袁2020 年 8 月袁国家体育总局尧教育

部印发 叶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曳咱17暂

第 源3 卷 第 1 期
湖北体育科技

Hubei Sports Science
Jan. 2024

Vol. 源3 No. 1
2024 年 1 月

28窑 窑



第 43 卷 湖 北 体 育 科 技 第 1 期

渊简称 叶意见曳冤袁 结合向融合之转变的声音在学界呼之欲出袁
叶意见曳颁布不但使得主题相关的科学研究呈指数增长袁还对

体育实践从业者产生了深刻影响袁一度产生谈体育必谈野体教

融合冶的现象遥
然而袁 体教融合的前世今生以及相关研究主题是如何演

化的钥 并且袁伴随各种流派与学说百花齐发袁相关学理问题也

亟待辩证与厘清遥 对一个主题已有进展进行适时量化回溯并

提出未来进路展望是对其进行客观认识的重要前提袁 有助于

帮助研究者梳理出主题全貌遥 此外袁体教融合还是体教结合的

应然进路袁野结合冶向野融合冶的嬗变意味着范围扩大和深度拓

展袁 未来在研究与实践层面如何深化融合仍然是研究者需要

考虑的重要问题遥
为此袁本研究围绕体教结合到体教融合的发展态势尧主题

演化和进路展望这一问题进行遥 基于前期文献基础并综合文

献计量学等方法学袁使用 CiteSpace咱18暂等引文软件袁遵循定量评

价结合定性分析原则袁对体教融合研究进行较为全面尧准确以

及前瞻的分析遥 为我国体育研究人员和从业者提供主题研究

野全貌冶袁为后续研究提供可借鉴的理论依据遥
1 发展态势

1.1 知识生产趋势院年发文量

通过图 1 发现我国体教融合研究发文量总体趋势呈波浪

式增长遥

图 1 产出趋势图

初始萌芽时期渊1991要2001 年冤院该时期主题尚处于萌芽袁
发文量处于个位数遥 11 年时间总发文量 19 篇袁占总量 1.41%袁
年平均发文量不足 2 篇遥 核心总发文量 6 篇袁占核心文献总量

1.53%袁核心文献年平均发文量不足 1 篇遥
快速增长时期渊2002要2008 年冤院由于北京奥运会成功申

办袁使得国内对主题关注迅速上升遥发文量突破个位数袁7 年时

间里总发文量 215 篇袁 占总量 15.91%袁 年平均发文量约 30
篇遥 核心总发文量 81 篇袁占核心文献总量 20.72%袁核心文献

年平均发文量约 11 篇遥
高位运行时期渊2009要2014 年冤院开始逐渐从野结合冶转型

为野融合冶袁国内对主题的关注保持高位运行遥 6 年时间里总发

文量 478 篇袁占总量 35.38%袁年平均发文量约 80 篇遥 核心总

发文量 114 篇袁占核心文献总量 29.16%袁核心文献年平均发

文量约 20 篇遥
此起彼伏时期渊2015要2019 年冤院趋势浮动较大袁数量交替

上升遥 5 年时间里总发文量 258 篇袁占总量 19.10%袁年平均发

文量约 50 篇遥 核心总发文量 39 篇袁占核心文献总量 9.97%袁
核心文献年平均发文量约 8 篇遥

演化突变时期渊2020 年至今冤院2020 年至今 2 年半时间共

发文 380 篇袁占总量 28.13%袁年平均发文量超 100 篇遥 核心总

发文量 151 篇袁占核心文献总量 38.62%袁核心文献年平均发

文量约 50 篇遥
1.2 知识生产保障院基金资助

全部文献中共 520 篇文献有基金资助袁占比 38.49%遥 核

心文献渊391 篇冤中共 228 篇文献被基金资助袁占 58.31%遥国家

社会科学在省级及以上资助项目中高居第一袁 全部文献累计

82 篇袁占比全部文献的达 6.07%曰核心文献累计 72 篇袁占比核

心文献的 18.41%遥 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尧广东省教育科

学规划项目和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等项目贡献

了属于东部尧华北和中部的野地方力量冶遥 国家留学基金项目有

4 篇袁均发表于 2019 至 2022 年遥 其中袁4 篇文献中 3 篇有关美

国野体教融合冶研究袁均为核心文献袁内容涉及大学篮球训练实

践尧野高校体工队冶模式人才培养和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等遥
我国体教融合领域亟待野走出去和引进来冶袁对标国际成功经

验是促进我国学者实现新融合理念与完成融合落地的重要举

措遥 未来袁应鼓励我国青年学者以出国攻读博士或访学形式出

国交流袁也应保持对英国尧德国和澳大利亚等体育强国融合举

措的持续关注遥
1.3 知识生产载体院载文期刊

主题载文核心期刊见表 1遥 除此之外袁部分期刊对于体教

融合的关注与推动作用不仅体现于刊登文献袁 还积极整合了

期刊编辑部尧 主管单位部门和领域知名专家等优势资源为其

进行解读与传播遥 叶武汉体育学院学报曳期刊社早在 2020 年 7
月渊叶意见曳冤颁布前便举行了该主题学术研讨会袁各专家分别

从体教融合的背景解读尧理念探讨尧方法选择和路径创新等方

面进行讨论遥 叶北京体育大学学报曳于 2021 年第 1 期开设了特

约专题院体教融合袁刊载来自清华大学尧北京大学尧北京体育大

学和苏州大学的 5 篇文章袁主要围绕着体教融合的清华模式尧
教育逻辑和运动技能等级标准等内容进行讨论遥 此外袁叶体育

学研究曳等刊物也相继开设体教融合专题征稿袁为主题领域高

质量成果提供刊载与传播的媒介遥
此外袁对主题研究的 IF 区间进行统计分析袁发现超过一

半的核心文献刊载于 IF=2要3 区间的期刊上袁5 以上的高影响

因子区间最少占比袁仅为 3.85%遥
1.4 知识生产载体院学科视角

学科作为研究成果的重要支撑袁 对主题进行学科构成分

析是了解该主题全貌的重要前提遥 通过对学科类别进行统计

发现袁文献涉及的一级学科几乎均为教育学遥 还涉及管理学尧
法学和文学等社会科学袁学科组成较为单一遥 未来主题研究应

主动使自然科学学科为其提供一定支撑袁 英国一项关于后备

人才成才率的研究咱19暂涉及受试者情况渊基因尧先天生理因素尧
心理技能尧动机取向尧性格特征等冤尧后天训练因素渊特定练习

与训练量尧童年运动游戏尧青春期后期运动专项训练冤遥 心理

学尧 形态学和生理学等自然科学学科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支

撑作用遥 我国早期通过野举国体制冶实现奥运会野飘升奏冶袁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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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题涉及的核心期刊一览表渊载文量跃10篇冤

体育文化导刊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体育学刊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体育学研究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体育与科学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体育科学

国家体育总局

北京体育大学

上海体育学院

华南师范大学

沈阳体育学院

成都体育学院

南京体育学院

天津体育学院

山东体育学院

江苏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武汉体育学院

西安体育学院

首都体育学院

国家体育总局

期刊 主管部门

58

39

27

26

25

20

18

18

15

14

14

14

12

12

载文量/篇 下载量/篇

44 678

65 017

58 005

40 146

33 388

34 302

47 114

31 422

13 490

26 266

30 905

16 501

10 924

28 297

被引量/篇

765

919

1 873

752

759

972

321

410

544

557

853

320

420

1 178

篇均被引

13

24

69

29

30

49

18

23

36

40

61

23

35

98

IF

3.098

2.896

4.414

2.94

2.653

2.458

3.405

2.634

1.459

2.774

2.917

2.159

2.852

6.468

表 2 主题核心作者一览表渊前十位冤

柳鸣毅

刘波

虞重干

郭修金

刘海元

贺新奇

王永安

刘伟

何志林

杨烨

须晓东

朱迅华

武汉体育学院

清华大学

上海体育学院

南京体育学院

首都体育学院

江西师范大学

西华师范大学

北京大学

上海体育学院

上海体育学院

江苏科技大学

江苏科技大学

作者 单位

7

5

6

7

5

6

5

6

7

5

10

6

发文量/篇 被引量/篇

132

70

873

436

205

208

129

71

129

212

121

63

篇均被引

19

14

146

62

41

35

26

12

18

42

12

11

下载量/篇

22 116

12 664

9 697

7 704

7 821

5 271

4 853

3 203

3 110

2 804

2 432

1 671

CSSCI 数量 综合指数

6

5

3

4

2

3

2

4

1

3

0

0

5 568

3 188

2 680

2 052

2 018

1 380

1 253

823

816

766

644

438

出生率快速萎缩的今天袁还需更加关注野成才率冶遥
此外袁对主题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袁发现文献资

料尧专家访谈和问卷调查是最为常用的研究方法袁分别占总文

献的 26.50%尧14.66%和 10.44%遥而数理统计尧实地考察和案例

分析等实证研究范式涉及的方法则较少遥 部分文献中甚至没

有写明具体的研究方法与分析流程袁可见袁统计学方法的规范

使用和实证分析范式的薄弱仍然是该主题亟待解决的问题遥
1.5 知识生产主体院核心作者

采用普赖斯定律咱20暂确定核心作者发文量阈值袁计算公式院
N=0.749 浊max姨 袁其中 浊max 表示发文量第一作者的发文量遥 计

算得出最 浊max越10渊须晓东冤袁核心作者发文阈值 越2.368 5遥 对

前 10 高产学者主题相关发文量尧被引量和篇均被引等五项指

标进行综合评价渊表 7冤袁综合指数算法院发文量 *0.25+被引量

*0.25+篇均被引 *0.25+下载量 *0.25遥
通过表 2 整体观测出袁主题核心作者除前 3 位以外袁其余

作者综合指数差距较小袁 印证了该主题核心学者整体科研水

平呈层次性分布以及均衡性特点袁 以下学者为主题研究作出

巨大贡献遥 柳鸣毅高居第 1袁 6 篇高水平论文均于 2020 年发

表袁分别从不同角度尧研究对象循证切入遥 排刘波排名第 2袁主
要研究方向为体教融合与大学竞技体育德国体育研究遥 虞重

干排名第 3袁主要研究体教结合尧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和高水平

运动队建设等遥
1.6 知识生产客体院关键词

关键词通常以最精炼的形式表征一篇研究成果最核心的

信息袁不但具有统领全文的作用袁更是挖掘详细信息的源头咱21暂遥
图为关键共现分析图谱袁表为图谱中涉及的关键词具体数据袁
直观显示了体教融合主题研究中频次排名前 20 的关键词遥 出

现频次越高表明该关键词在主题中更多的被关注与研究咱22暂袁
主题出现频次最高为 野体教结合冶渊632冤袁野体教融合冶渊345冤与
野竞技体育冶渊163冤排名第二与第三袁野教体结合冶渊105冤等关键

词分列其后遥 中心性能够表征这一词在连接其他关键词的作

用袁排名前三的分别为后备人才渊0.59冤尧后备人才培养渊0.44冤
和体教融合渊0.38冤袁表明该主题后备人才及其培养在其中起到

了重要的野中枢作用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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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热点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Burst 值主要作用为检测关键词的野突变冶袁其数值表明了

该关键词突变的幅度咱22暂遥 体教融合以 132 高居第 1袁学校体育

和青少年分居第 2 和第 3袁近 3 年来产生野突变冶的关键词最有

可能成为主题领域未来研究的前沿趋势遥

图 3 关键词 Burst突变检测分析

关键词主题聚类能够特定算法将关系紧密尧 相似的关键

词聚集成类袁并赋予聚类名称及具体数值袁聚类中数值最大的

关键词则成为该聚类名称遥 值一般在咱0袁1冤区间内袁 值>0.3
就意味着划分出来的类团结构较为显著袁 上述图谱的 Q 值为

0.784 8遥 值>0.5 的聚类一般被认为是合理的袁 当 值=0.7
时袁聚类效度较高且令人信服咱23暂袁 值 0.628 代表主题聚类图

谱结构有较高效度遥 对该部分结果结合文献分析袁可将主题归

纳演化为院1冤学理概念的辩证与厘清曰2冤体教结合的缘起与发

展曰3冤结合向融合的转变与发展曰4冤体教融合政策解读研究曰
5冤体教融合国际镜鉴研究遥

图 4 关键词聚类要时间线图

2 主题演化

2.1 学理概念的辨正与厘清

体教融合与体教结合无论是在关键词或主题聚类中袁均
为研究的聚焦点遥 随着叶意见曳出台袁研究者和实践从业者均对

其进行了带有主观视角的解读袁 而对体教融合学理概念进行

辨正与厘清则是对其正确认识的重要前提遥
其一袁野体教融合冶中野体冶与野教冶具体指向亟待明确遥 事实

上袁一部分学者将野体冶与野教冶解读为野体育冶与野教育冶野体育训

练冶和野文化教育/体育教学冶遥 然从其英文语境进行深入探析袁
发现体育一词对应翻译可有 野Sport冶野Sporting冶野Sports冶野Exer鄄
cise冶野Physical Education冶等遥而我国体育英文对标的是野Sport冶
与野Physical Education冶袁教育则为野Education冶遥 Physical Edu鄄
cation 本就是 Education 重要分支袁 我国体育学的学科设置亦

归属教育学门类遥 因此袁野体冶与野教冶二字指向野体育冶与野教育冶
显然不妥要要要本就是融合共生尧互相支撑遥 对此袁认为叶意见曳
中野体冶与野教冶应指向具体的野竞技体育冶与野学校体育/教育冶
或野市级及以上体育部门冶与野市级及以上教育部门冶遥

其二袁野融合冶与过去的野结合冶产生了语义的内涵转变遥 从

字面意思上理解袁似乎野融合冶一词比野结合冶一词程度更深袁而
从叶意见曳中亦可发现袁对于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二者的有机

交互比以往政策力度更大遥 野结合冶可以理解为是为了解决过

表3 主题高频关键词信息一览表渊前二十位冤

体教结合

体教融合

竞技体育

教体结合

后备人才

" 体教结合"

学校体育

高校

青少年

培养模式

632

345

163

105

98

76

70

64

57

53

关键词 频次

0.15

0.38

0.18

0.23

0.59

0.29

0.12

0.24

0.05

0.08

中心性 Burst 值

7.72

132.00

5.80

9.77

0.00

10.09

16.25

7.60

10.92

0.00

关键词

体育教育

校园足球

培养

人才培养

运动员

体育后备人才

高水平运动队

后备人才培养

对策

可持续发展

频次

48

47

46

43

42

41

36

32

31

28

中心性 Burst 值

0.09

0.00

0.26

0.03

0.04

0.35

0.28

0.44

0.09

0.15

0.00

3.65

4.09

4.47

6.83

0.00

3.69

0.00

5.0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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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运动员野学训矛盾冶等问题所提出的应急思路袁即通过野恶补

文化尧职业教育冶来解决运动员上升空间尧就业出路不顺问题遥
而野融合冶则秉持体教协同育人尧一体化推进的发展理念袁弥合

野夺标冶和野育人冶之间的鸿沟袁最终使得竞技体育能够回归教

育遥 融合比起结合袁多了野齐心协力冶尧少了野貌合神离冶遥
其三袁野体教融合冶目的是解决野体教分离冶的历史问题遥 这

一问题则已是老生常谈要要要可分为宏观尧 中观和微观 3 个层

面遥 宏观层面袁其目的是要实现国家层面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

的协同共治共理袁 解决过去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各自为政的

问题曰中观层面袁实现竞技体育回归国民教育体系袁解决过去

将大部分体育资源集中于精英运动员身上而忽视了学校尧群
众体育曰微观层面袁实现运动员和普通学生之间的身份融合尧
转变袁疏通运动员上升通道尧促进普通学生体质健康尧完善青

少年体育赛事等遥
2.2 体教结合的缘起与发展

由于 20 世纪 90 年代体委业余体校与普教之间存在种种

冲突袁导致 2 者难以野结合冶袁间接催生体校学生文化水平低与

招生困难现象遥部分学生不但难以进入竞技体育领域进行职业

体育训练袁而且在升学尧就业与保障等方面也受阻遥其影响了社

会舆论导向与公众认知袁造成了野业余训练的逆潮冶遥这一时期袁
主要有 4 种较为主流的体教结合基层实施模式袁分别是野一条

龙模式冶野分级互管模式冶野校体联合模式冶和野社会化模式冶遥 其

中袁黎禾苗对野社会化模式冶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袁首先对业余

训练社会化体系的可行性进行了论证袁而后构建了可以在基层

全面推广的业余训练社会化模式版图咱24暂遥郭宪玉也持同样的看

法袁并且将业余体育训练社会化看作未来的必然趋势咱25暂遥
体教结合要解决的便是过去我国关于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上存在的问题咱26暂遥有学者认为解决方案可涉及野强化冶后备人才

培养模式要多渠道注入发展动力并疏通社会化路径咱27暂袁而具体

则可通过加强青少年体育激励尧 完善选材机制以及建设教师

队伍等举措来使得其实现咱28暂遥 而后备人才的升学专业应合理

设置袁避免人才与资源的教育资源的浪费咱29暂遥 此外袁学校体育

的基础性作用也不容忽视袁 沈建青认为应当让学校体育承担

起青少年业余训练的责任咱30暂袁让学生都能参与到体育锻炼中

去袁并学会至少一项运动技能袁将体育后备人才的种子撒在学

校体育的土壤里遥 过去袁高校常通过专业队进高校的形式实现

体教结合袁一方面能为高校参加比赛袁另一方面能为运动员

提供升学机会遥 然而袁也有观点认为其意义在于体育与教育系

统的有机结合袁而非一味追求野金牌冶与野文凭冶的结合咱31暂遥 体教

结合被认为必须与我国 21 世纪高等教育培养全面发展尧高素

质的复合型人才战略目标契合咱32暂遥
2.3 结合向融合转变与发展

体教融合模式初期主要聚焦转变可行性与发展模式遥 吴

建喜于 2009 年首次阐明了野体教融合冶和野体教结合冶的关

系袁其认为野体教融合冶是野体教结合冶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最终

方向咱23袁33暂遥 学界已经意识到在我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道

路上袁文化与职业教育能够贡献的力量有限袁并且近年来我国

青少年体质的下降也能在一定层面上反映出学校体育与竞技

体育的衔接上存在问题遥 而在大洋彼岸袁美国已经凭借成熟的

体教融合模式成为世界一流体育强国遥 自此袁我国开始着力于

体教融合转变的发展模式和战略思考遥 上海市率先从实践层

面开始入手野结合冶向野融合冶转变发展问题袁并且在学界引起

了巨大的反响袁许多学者就此展开了探讨遥 有学者提出融合是

对结合的创新和升华袁应建立教育为主尧体育为辅野普通学生

与后备人才冶共同发展的培养战略袁这一观点正是我国野体育

回归教育冶夙愿的雏形咱34暂遥
在对于体教融合理论基础层面进行讨论之后袁 我国学者

开启了实践层面的发展模式研究遥 国内从体教结合模式演化

为了诸多发展模式渊图 5冤袁例如院为野混合型冶野省队校办冶野清华

模式冶与野南体模式冶等模式咱35-36暂遥 其中袁混合型的融合模式被

关注度较高袁其涉及 3 个方面袁首先是通过体育与教育系统融

合实现野选材一体化冶曰其次依托教育部门袁破除学训矛盾曰最
后是体校与各类学校渊高等院校尧体育传统特色学校等冤协同

发展咱37暂遥

图 5 体教融合模式发展演变

近年来袁由于我国出生人口率下跌袁有学者对体教社融合

模式进行设想咱38暂渊图 6冤遥 成才率需要运动训练科学化袁中小学

渊幼儿园冤 选拔运动员数量增加需要儿童青少年体质整体提

升遥 实现训练科学化与选材尧教练员和科研水平等紧密相连袁
体质提升与家庭尧 学校和社区努力息息相关遥 此模式涉及体

育尧教育系统和社会力量 3 方面袁教育系统需加强对体育课和

课余训练的重视渊田径尧游泳尧体操和三大球等项目冤袁而体育

和教育系统在此过程需为其课余训练搭建平台尧 引进体育竞

赛和选拔后备人才遥 青训学院在学制上涵盖中学与大学本科

阶段袁其有着与传统模式类似的培养目标袁并且训练及保障水

平更高遥 青训学院和大学共建运动队能使得 野体教分离冶得以

消除袁强调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提升为运动员选材奠定基础袁
通过政府搭台调动社会力量使得多元化的俱乐部尧 企业能够

野融合冶其中遥

图 6 体教社新融合模式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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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体教融合政策解读研究

对叶意见曳进行整体解读尧深入挖掘和量化分析有利于精准

把握其传导的信息与指向遥 2020 年举行的 野体教融合理念窑方

法窑路径冶研讨会中袁众多学者认为叶意见曳是我国相关政策治理

的现实机遇袁而方法学的支撑是其落地生根的重要保障咱39暂遥 叶意
见曳 涉及学校体育尧 业余体校和社会体育组织 3 大分别代表

体尧教和社的主阵地袁借以组织实施和政策进行保障袁通过青

少年体育赛事体系和体育教师/教练员进而在基层实施 野教
会尧勤练尧常赛冶咱40暂袁其最终目的导向为我国后备人才培养与儿

童青少年体质水平的整体提升遥孙科认为叶意见曳主要落脚于学

校体育尧青少年体育赛事尧社会组织 3 大方向袁并提出政策推行

在部门合作尧政策配套尧资源调配中可能遇到的阻力咱41暂遥 对叶意
见曳的研究还涉及其量化袁有助于挖掘政策内容语义与政策力

度变化等信息遥 一项政策量化评价发现其内涵由后备人才培

养延伸至青少年健康促进袁由竞技体育扩散至学校体育袁而今

后的政策制定应注意预测性内容尧动态评估等内容咱42暂遥 此外袁
也有学者以多源流理论为视角袁对叶意见曳进行分析袁结果表明

叶意见曳的出台是由焦点事件的催化作用尧利用野吸纳要辐射冶
积累经验和多层次多类型的意见表达渠道所导致咱43暂遥

图 7 叶意见曳描述图景

2.5 体教融合国际镜鉴研究

有关美国野体教融合冶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 2006 年袁研
究涉及其学校体育发展尧体育经济开发和体育社团作用等方

面咱44暂遥 同年袁有学者也对美国野后备人才冶经验进行借鉴咱45暂遥
2008 年袁有学者指出借鉴美国篮球野体教结合冶的成功经验袁从
追求竞技成绩转变到追求运动员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咱46暂遥
美国中小学后备人才培养特点被认为是严格的学籍管理尧青
少年对体育的兴趣和学校对学生运动员良好教育咱47暂袁而学生

运动员文化素质与运动成绩的全面发展则是体教结合得以运

行的重要前提遥 美国大学生运动员成功的重要因素则得益于

系统制度治理体系尧严格招生与毕业标准尧竞争性奖学金政策

和强大学术科研保障咱47暂遥 此外袁美国学生运动员培养体系特征

则包含学训结合的制度尧基于科学的训练保障尧细致合理的文

化学习尧无缝对接的职业过渡和完善的组织保障咱48暂遥
对英国体教融合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竞技体育袁 其后备人

才培养特点是系统化的配套制度袁 由下至上逐步专业化的路

径咱49暂遥 英国模式与其 2002 年颁布的叶体育尧学校体育和俱乐部

联合战略曳政策袁值得我国借鉴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方案咱38暂遥

近期袁一项对叶欧盟体教融合指导纲要曳的研究显示咱50暂袁欧洲体

教融合政策在于以后备人才培养为引领袁协同推动竞技体育尧
学校体育和教育达成融合于一体遥 此外袁也有学者总结日本学

校体育政策的发展演变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影响咱51-52暂遥

图 8 叶体育尧学校体育和俱乐部联合战略曳实施路径

3 进路展望

过去袁我国的体教融合尧后备人才培养和学校体育改革通

常借鉴世界各体育强国的做法遥 而迈入新时代袁作为正在实现

伟大复兴梦的我国应该有站在世界地图最前端的魄力来思考

具有中国特色的体教融合发展道路遥 基于已有的梳理和呈现袁
发现 30 余年来该主题研究取得巨大进展遥 然而袁叶意见曳及其

伴生的连带效应要推动我国野体育回归教育冶袁实现真正的野体
教融合冶并对接我国建成野体育强国冶与野健康中国冶的现实重

大战略袁还需多方共同参与在以下问题中持续发力遥
3.1 保持对主题的关注并主动对接国际

主题发文量在叶意见曳颁布后达到发文量顶峰袁但要实现

体教融合袁势必在未来仍然要持续加强对主题的研究和关注遥
同时袁 近年来多位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的海归学者为学界呈

现国际方案袁学习国际经验并结合国内特色案例袁是探索中国

特色体教融合模式的重要依据袁 国际各体育强国的体教融合

举措仍然是值得借鉴的内容遥 过去袁学者多对各国已有经验进

行理论上的描述性呈现袁 但对于我国如何从实地基层中进行

借鉴与模仿的应用研究较少遥 然而袁如何在我国已有特色案例

上吸纳国际经验却是对接尧融合的难点遥 未来袁应立足于我国

体育与教育系统发展现实袁 对二者协同发展与对接策略进行

深入讨论遥
3.2 加强多元学科交互与实证范式研究

主题涉及学科视角与研究范式较为单一袁 学科视角主要

从体育学尧教育学和管理学等学科开展相关研究袁研究范式则

主要聚焦于质性研究袁方法学多采用文献资料尧专家访谈和问

卷调查等方法遥 综合运用各学科独有的理论与方法有助于实

现多元学科交互袁 更有利于对我国体教融合研究内容进行深

挖袁可为主题提供更为创新尧前瞻的思考和梳理遥 例如袁统计

学尧运筹学和情报学等学科的运用可对叶意见曳在基层落实的

具体情况量化得以层层反馈袁 以发掘融合究竟在各个环节的

落实尧发力情况以及问题所在袁为相关监管部门决策提供了详

细的数据支撑遥 又如袁可对我国后备人才成才率等内容进行实

证案例研究袁以挖掘培养过程中主尧客因素对其培养质量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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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权重袁为基层教练员等角色提供决策参考遥
3.3 建立融合为导向的学术合作共同体

主题学术合作共同体涉及基金资助尧 核心作者和载文期

刊等内容袁基金提供了合作的后备保障袁核心作者是合作的中

心主导袁载文期刊是合作成果的传播平台遥 未来袁应建立以融

合为导向的学术合作共同体袁 此处融合一方面指向以体教融

合为研究目标导向袁 又指向三方应齐心协力形成融合的合作

模式遥 以核心作者为中心带动各类院校尧政府机构和社会力量

的共同参与袁 实现协同发展并更好的使研究成果反哺实践应

用遥其中袁具体可采取袁校内尧校校和校社的合作机制遥此外袁呼
吁国内体育尧 教育类主流刊物对主题相关的国家级和省部级

重大基金给予关注与支持袁促进共同体的形成袁并定期举办学

术论坛和专题征稿袁 促进体教融合不同思想的交流并强化研

究激励机制遥
3.4 拓宽我国顶层融合研究的理论边界

结合主题演化袁 我国未来顶层融合研究理论边界可从以

下切入遥 其一袁以学生体质健康促进和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为目

标袁融合体育系统尧教育系统和社会力量 3 大力量建立青训学

院袁探究体教社融合新模式遥 其二袁持续加强对体育后备人才

的研究袁从过去的野拓宽数量冶变为野提升质量冶袁加强对后备人

才成才率与其他各影响因素之间联系的关注袁 主要从新时代

培养模式尧青少年体育赛事建设和育人夺标的视角进行研究遥
其三袁围绕新时代学校体育发展的需求袁应扎根本土并从国际

借鉴尧创新融合到前端引领袁力争为亚洲各国家乃至世界贡献

关于学校体育的野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冶遥 从体育教师教学能

力研究尧 科技赋能教学的理论及应用和学科核心素养塑造等

视角进行研究遥
3.5 深挖我国基层融合实践的微观路径

主题微观路径探究不应仅停留于人文思辨袁 会导致融合

之策难以在基层实践中落地生根遥 应深挖基层所需的融合路

径袁通过实证分析尧比较研究和过程追踪等应用性研究袁使得

融合过程中的相关变量尧路径能够可操作和复现遥 本文建议通

过过程追踪法尧 结构方程模型和德尔菲法等定性与定量相结

合的方法袁推进主题微观路径的实证研究袁为融合的推进提供

更多来自基层的野声音冶遥 例如袁后备人才培养方面袁从运动员

长期发展理论尧 教育学理论与运动训练学等理论中深挖学训

矛盾原因与破除之道遥 又如袁学校体育改革方面袁采取加速度

计等设备监控和挖掘普通学生日常体力活动水平与学业表现

等关系遥 此外袁科技赋能在野教会尧勤练尧常赛冶中的伦理研究尧
需求分析和应用场景等内容值得被重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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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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