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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笔者对参加 2001 - 2002 年全国青少年 U - 17、U - 15 足球冬季训练营教练员的调查 , 从年龄结构、专项

训练年限、执教年限、学历结构、职称结构、需完善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及培训状况等方面对 2008 年国奥队适

龄球队教练员进行了分析 , 为今后六年内对 2008 年国奥队适龄球队教练员的培养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和理论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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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 age Team And Research On 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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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coachs of U - 17、U - 15 which attending 2001 - 2002 winter training camp were investigated. The form of age ,

fixed numble of year of training , fixed numble of year of instruct , form of academic credentials , form of the title of a technical

post , form of prefect knowledge and ability and situation of foster was systemicaly , roundly analysed. The poupose is to offer scien2
tific reference and the basis of theory for foster 2008 China Olympia football team coachs of the right age team in six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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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111 　研究对象

参加广东清远 2001 - 2002 年全国 U - 17、U - 15 足球冬

季训练营的 173 名教练员。

112 　研究方法

11211 　问卷调查法

针对教练员基本状况进行了问卷调查 , U - 17 教练员

发放 86 份 , 回收问卷 85 份 , 有效问卷 78 份 , 有效率为

91176 % ; U - 15 教练员发放 81 份 , 回收问卷 75 份 , 有效问

卷 71 份 , 有效率为 94167 %。

11212 　数理统计法

运用 excel2000 对回收问卷在进行了统计处理。

11213 　逻辑分析法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1 　年龄结构分析

年龄结构是指人才群体中年龄的比例关系。年龄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人才心理功能的变化 , 又在一定程度上是人

的知识、经验多少的标志。因此 , 它关系到人才群体的个

体创造力和生命力 , 是影响人才群体活力的重要因素。从

表 1 中可以看出 , 30 岁以下的年轻教练员数量比较少 , 这

可能是由于实行了职业化后 , 物质的刺激使得运动员尽可

能地延长自己的运动寿命 , 他们通过科学而刻苦的训练保

持了竞技状态 , 从而推迟了退役年龄 , 这也就推迟了他们

走上执教岗位的年龄 ; 30 - 39 岁年龄段的教练员人数最多 ,

可以说是目前教练员队伍的中坚力量 , 他们在年龄上有优

势 , 但在经验方面还比较欠缺 , 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和完善 ;

40 - 49 岁的教练员也占相当的比例 , 这一年龄段的教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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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为丰富的经验 , 在年龄上也还有一定的优势 , 他们

在青少年训练中可以起到很好的带头作用。还有少部分 50

岁以上、经验丰富的老教练员仍然工作在第一线 , 他们可

以对年轻教练员起到传、帮、带的作用。总体来看 , 国奥

队适龄球队教练员以中青年为主 , 但是 30 岁以下的教练员

数量相对较少 , 教练员后备力量相对较弱。

表 1 　国奥队适龄球队教练员年龄结构统计表

年龄分布

　30 岁以下 30 - 39 岁 40 - 49 岁 50 岁以上 总数 　

U - 17 (人) 18 29 23 8 78

U - 15 (人) 12 37 19 3 71

合计 (人) 30 66 42 11 149

% 20113 44130 28119 7138 100

212 　个人运动经历分析

专项运动技术是搞好教学和训练工作的基础。而专项

技术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练员曾接受专业训

练的年限。教练员只有精通本专项运动技术 , 才能搞好专

项运动技术的传授 , 纠正错误动作 , 改进运动技术 , 不断

提高运动员技术水平。从统计的数据看 (见表 2) , 有一部

分教练员只接受过 3 年以下和 3 - 5 年的专项训练 , 国内外

大量有关足球运动员成材的文献资料表明 , 要想熟练地掌

握并能够合理的运用足球专项技术一般要经过 8 - 12 年的

专项训练 , 这说明国奥队适龄球队教练员中有部分教练员

接受的专项训练年限较短 , 一定程度反映出他们的专项技

术一般 , 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教学和训练能力。

接受过 6 - 10 年和 10 年专项训练的教练员占绝大多数 , 表

明绝大部分国奥队适龄球队教练员接受过长时间的专项训

练 , 具有较高的专项技术水平 , 能够胜任青少年训练工作。

表 2 　国奥队适龄球队教练员专项训练年限统计表

专项训练年限分布

　3 年以下 3 - 5 年 6 - 10 年 10 年以上 　总数 　

U - 17(人) 1 17 36 24 78

U - 15(人) 5 21 31 14 71

合计 6 38 67 38 149

% 4170 25150 44197 25150 100

213 　教练员执教年限分析

执教年限指从事教练工作的年限 , 它主要反映教练员

的资历和经验。调查结果显示 (见表 4) , 国奥队适龄球队

教练员中 , 5 年以下执教经历的教练员近三分之一 , 这些教

练员刚刚走上教练员岗位 , 各方面的经验还处于积累阶段 ;

6 - 10 年执教经历的教练员超过了三分之一 , 可以说这部分

教练员在教学、训练、管理和交际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的经

验但是还不够丰富 ; 11 - 15 年执教经历的教练员经验比较

丰富 , 但是人数较少 , 出现了一定的断层 ; 具有 15 年执教

经历的教练员人数也较多 , 这可以说是国奥队适龄球队的

一笔财富 , 他们具有丰富的经验 , 能对缺乏经验的教练员

起到传、帮、带的作用。总体上分析 , 国奥队适龄球队教

练员中 , 绝大多数教练员的执教年限较为丰富 , 近三分之

一的教练员执教年限较为短暂 (5 年以下) , 这主要是由于

这部分教练员刚刚从职业队退役而走上教练员岗位。

表 4 　国奥队适龄球队教练员执教年限统计表

执教年限分布

　5 年以下 　6 - 10 年 　11 - 15 年 　15 年以上 　总数 　

U - 17 (人) 16 29 15 18 78

U - 15 (人) 29 23 11 13 71

合计 (人) 45 52 26 31 149

% 30120 34190 17145 20181 100

214 　教练员学历结构分析

教练员的学历代表曾接受正规教育的程度 , 是衡量一

个人知识水平的标准之一 , 同时也显示着其训练、科研的

潜在能力。从表 5 中可以看出 , 已经有五分之一的研究生

和大学本科这样高学历教练员工作在青少年训练的第一线 ,

这主要是因为近几年各大体育院校培养出了大量的高学历

足球人才 , 他们具有一定的科研和创新能力 , 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改善我国足球教练员来源渠道单一的现状。大专学

历的教练员超过了半数 , 是国奥队适龄球队教练员的主体 ,

他们具备了一定的知识水平 , 这为他们今后进一步的提高

奠定了基础。而有少数教练员还只具有中专、高中学历或

没有学历 , 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教练员接受过长时间的专

业训练 , 没有时间和机会走进高等学府完成学业。

表 5 　国奥队适龄球队教练员学历结构统计表

研究生 大本 大专
中专

高中
其它 总数

U - 17(人) 2 15 44 14 3 78

U - 15(人) 1 14 39 16 2 71

合计(人) 3 29 83 30 5 149

% 2101 19146 55170 20113 3136 100

215 　教练员职称结构分析

教练员职称是其总体能力及其成就的外部表现 , 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人们对其专业能力的认可程度。从表 5 中可

以看出 , 国奥队适龄球队教练员中 , 中级和高级职称的教

练员超过了半数 , 这说明大部分国奥队适龄球队教练员的

教学、训练能力比较强 , 并在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

初级职称的教练员也占五分之一 , 说明有一部分教练员的

教学、训练能力还需进一步提高 ; 而还有四分之一的教练

员没有职称 , 这主要是因为一些刚退役的运动员走上教练

员岗位时 , 由于人事关系的缘故 , 使得他们没有机会进行

职称的评定。

216 　教练员知识结构分析

知识是教练员实践活动性质、特点、内容和方法的理

论概括和总结 , 是教练员从事训练、比赛和管理工作的理

论依据和行动指南。知识不完善直接影响教练员理解认识

问题的深度 , 影响其专业能力的形成发挥。教练员的基本

任务是指导运动训练 , 而运动训练主要是一种对运动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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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生物改造和生物适应的过程。因此 , 体育基础理论和足

球专项理论知识是教练员知识结构的核心。另一方面 , 运

动训练的对象是人 , 而人兼有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两方面

的特点。因此 , 体育社会学等社会学科知识在教练员知识

结构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 (见表 6) ,

心理学、教育学居首位 , 青少年球员正处于生理、心理还

未完全成熟的阶段 , 如何遵循心理、教育规律 , 使得他们

健康成长就需要教练员掌握心理学、教育学方面的知识。

居第二位的是足球专项理论 , 这说明国奥队适龄球队教练

员在足球专项理论方面还比较欠缺 , 严重影响到教练员教

学、训练的科学化 , 也是知识结构中急需提高的知识。居

第三位的是管理学和社会学 , 随着社会的发展 , 青少年球

员所处的环境、接触的事物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这给教练

员的管理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 客观上要求教练员了解这方

面的知识。运动医学列第四位 , 由于只有少数球队配备队

医 , 因此大多数球队教练员要对球员的伤病进行诊断、治

疗 , 这就需要他们在今后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哲学、谋略

学和体育基础理论也占一定的比例 , 说明国奥队适龄球队

教练员在社会学科及专业基础方面仍需加强学习。

表 6 　国奥的适龄球队教练员职称结构统计表

初级 中级 高级 其它 总数

U - 17 (人) 15 31 12 20 78

U - 15 (人) 16 33 4 18 71

合计 (人) 31 64 16 38 149

% 20181 42195 10174 25150 100

表 7 　国奥队适龄球队教练员知识结构统计表

体育基

础理论

足球专

项理论

心理学

教育学

管理学

社会学

运动

医学

哲学

谋略学
总人数

U - 17 (人) 23 38 48 36 9 14 78

U - 15 (人) 10 43 41 25 35 24 71

合计 33 71 89 61 44 38 149

% 22115 47165 59173 40194 29153 25150 100

注 :问卷中此部分为多项选择 ,所以选项频数总和与人数不等。

217 　教练员能力结构分析

能力是指教练员在独特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所表现出的

一种具有鲜明的职业色彩的综合心理特征 ,是教练员顺利完

成各项工作所必备的职业素质。教练员的多种能力只有有

机地结合在一起 ,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调查结果显示 (见

表 7) ,国奥队适龄球队教练员最需完善的能力是创新能力 ,

这符合现代训练的发展趋势 ,现代训练的发展趋势要求教练

员有创新能力 ,靠创新取胜 ,不断的创造出新的训练方法和

培养人才的新途径 ,才能夺取比赛胜利 ,培养出高水平的体

育人才。居第二位的是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随着足球运

动和社会的发展 ,足球技战术、训练的科学性及运动员的思

想等各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 ,如何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是教

练员面临的挑战之一。社会交际能力列第三位 ,随着足球运

动的飞速发展 ,各种社会交流活动日益加强 ,这就要求教练

员要提高自己的社会交际能力来适应这种形势。组织管理

能力也占相当大的比例 ,这与教练员需完善的知识结构中管

理学和社会学居第三位是一致的。此外 ,动作示范能力、临

场指挥能力占的比例较少 ,从另一方面说明国奥队适龄球队

教练员接受的专项训练时间较长 ,技术较为出色而且具有丰

富的实战经验。

表 8 　国奥队适龄球队教练员需完善能力结构统计表

动作示

范能力

临场指

挥能力

语言表

达能力

组织管

理能力

社会交

际能力

创新

能力

制定教学训

练文件能力

分析解

问题能力
人数

U - 17 (人) 8 15 19 28 31 45 19 36 78

U - 15 (人) 4 27 15 17 329 17 33 25 71

合计 (人) 12 42 34 45 60 62 52 61 149

% 8105 28119 22182 30120 40126 41161 34190 40194 100

　　注 :问卷中此部分为多项选择 ,所以选项频数总和与人数不等

218 　教练员培训状况分析

现代足球运动水平的不断提高 ,运动竞赛和训练中的对

抗和竞争日益激烈 ,对运动员的身体素质、技术、战术和心理

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 ,这一趋势对教练员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教练员只有通过培训 ,才能不断地吸收新的知识 ,掌握

现代足球运动的发展趋势 ,从而提高教学和训练水平。从调

查中发现 (见表 8) ,国奥队适龄球队教练员中 ,有 80 %以上

的教练员接受过岗位培训并取得了证书 ,特别是超过 60 %的

教练员获得了 B 级和 A 级证书 ,这说明国奥队适龄球队教练

员大多数接受过岗位培训 ,对世界足球运动的发展有着比较

深刻的理解 ,这对他们的科学化训练有着极大的帮助 ;但是 ,

仍有少数教练员没有接受过培训。

表 9 　国奥队适龄球队教练员培训状况统计表

A 级 B 级 C级 无 总数

U - 17 (人) 21 37 12 8 78

U - 15 (人) 12 28 20 11 71

合计 (人) 33 65 32 19 149

% 22115 43162 21148 12175 100

3 　结论与建议

311 　结 　论

(1) 30 - 39 岁和 40 - 49 岁的中青年教练员是国奥队适

龄球队教练员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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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奥队适龄球队教练员绝大多数接受的专项训练

年限较长 , 运动经历较为丰富 , 专项技术比较出色 , 完全

能够胜任青少年的训练。

(3) 国奥队适龄球队教练员大专和大专以下学历占绝

大多数 , 总体上学历较低 ; 职称结构较为合理 , 以中级职

称教练员居多。

(4) 国奥队适龄球队教练员教练员最需完善的知识结

构是心理学和教育学、足球专项理论以及管理学和社会学 ;

最需完善的能力结构是创新能力、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及社会交际能力。

(5) 国奥队适龄球队教练员绝大多数接受过教练员岗

位培训 , 持有中级以上的教练员等级证书 , 但仍有少数人

没有接受过岗位培训。

312 　建 　议

(1) 大力加强年轻教练员的培养 , 促进教练员梯队建

设。

(2) 与高等体育院校联合 , 使一些技术比较出色的退

役运动员和现役教练员接受系统的高等教育 , 从而改善教

练员的受教育程度。

(3) 从实际出发建立科学、合理的职称评定制度。

(4) 中国足球协会要紧跟现代足球发展趋势 , 根据教

练员的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培训内容 , 使教练员的能力结构

和知识结构得到完善。

(5) 继续加大教练员岗位培训力度 , 延长培训时间 ,

扩大培训规模 , 增加培训次数 , 使青少年教练员尽快地得

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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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感、美感 , 从而产生愉快的心情和强烈的运动欲望 , 提

高健身的积极性。

3 　结 　论

(1) 大众艺术健身操是根据健身俱乐部的经营特点和

健身会员的年龄、职业、学历结构以及健身目的和健身意

向 , 选择大众艺术健身操成套动作的内容。调查结果表明 :

大众艺术体操风格的健身操 , 符合绝大多数健身者的审美

情趣和健身目的 , 是 26 岁以上人群首选健身方法 , 占有明

显的市场优势。

(2) 大众艺术健身操是根据健身操的健身功能 , 遵循

有氧代谢及体育教学的规律 , 以医学、训练学的基本理论

为依托 , 确定课的结构、教学形式和教法特征 , 并以中国

人体质评价标准作为检验健身效果的客观指标 , 确保大众

艺术健身操的科学性。

致谢 :

在实验过程中 , 得到体操教研室王爱兰、张蕊、王丽

君、许波 4 位老师的大力帮助 , 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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