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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20年来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研究进展

何悦，汪威
（湖北大学  体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摘  要：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是我国体育强国建设的关键。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研究方

法，对近 20 年来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现状、问题、对策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

行梳理和总结。结果表明：（1）培养模式由体育系统独办转变为多元主体共同办； 

（2）对体制机制的研究较少，且对两者概念与关系模糊；（3）对国外成功经验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美、德、俄、法、日五个体育强国；（4）在培养过程中存在着培养体制

落后、资金来源单一、后备人才萎缩、学训矛盾突出、竞赛秩序混乱、教练员水平偏

低等问题；（5）发展对策大多是从宏观视角提出，过于空泛，可操作性、实效性有待

进一步加强。展望：加强政策落实和理论研究；重视体教融合视域研究；研究重点由

宏观向微观转变；强化多学科和跨部门的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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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Reserve Talents Training in Competitive Sports in Recent 20 
Years

HE Yue，WANG Wei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Abstract: Reserve talents in competitive sports are the key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sports nation in China. 

Using literature, logical analysis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hina’s competitive sports reserve talent cultivation in the past 20 years are combed and 

summari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training model has changed from being solely run by the sports system 

to being jointly run by multiple subjects; (2) There is little research on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and the concept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are vague; (3) The research on successful experience abroad i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five sports pow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Russia, France and Japan; (4) In the training process,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backward training system, single source of funds, shrinking reserve talents, prominent contradictions 

in learning and training, chaotic competition order, and low level of coaches; (5)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re mostly 

put forward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which are too vague, and their oper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need to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Prospect: Strengthen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attach importance to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change the research focus from macro to micro; strengthen multi-disciplinary 

and cross-departmental cooperative research.

Key words: China; Competitive sports; Reserve talent; Research;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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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仍存在一系列的问题。鉴于此，本文试图对 2001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有关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文献归纳整理，从中总结出各个研究主题、存在的不足

以及对后续研究的新方向，为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

养改革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1  研究检索成果与分析
1.1  中国知网论文检索分析

在中国知网CNKI系统中以“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为

篇名，期刊范围为“体育类CSSCI”，时间界定为2001年

1月 1日—2020年 12月 31日，检索结果为78篇，去除8

篇与本文无关文献，剩余70篇有效文献。根据发文时间，

由图 1 可知，整体上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其中 2005—

2006年发表论文最多，达到9篇；2016年未发表任何文献。

从图2可知，根据研究主题，当前研究主要聚焦在竞技体

育后备人才、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后备人才培养等。

“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后备人才为

竞技体育繁荣发展提供支撑。自 2001 年 7 月北京申奥成

功后，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

2002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1］，它对新时期体育工作进行

部署，强调发现和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使我国在北

京奥运会上取得了历史性突破，金牌数独居榜首。2017

年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竞技体育

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指导意见》［2］，是建国以来首次以“竞

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命名的指导性文件，开创了新时

代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新局面。随后 2020 年颁布《关

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3］，为竞

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做出了新贡献。近 20 年来，我

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备受关注，全国各省市重视竞技体

育后备人才培养，同时各专家、学者也对后备人才进行

大量研究，使得我国竞技体育有了质的飞跃，但在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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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1—2020 年 CNKI 收录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CSSCI 研究主题分布

1.2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

分析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该领域最

高研究水平。由表 1 可知，近 20 年来，竞技体育后备

人才的课题立项和论文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该领

域理论研究也日益增多，研究从宏观的竞技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到微观的具体项目后备人才，研究深度与广

度正在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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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情况一览表

项目名称 立项时间 项目负责人

社会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及其可持续发展 2001-07-01 钟秉枢

中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2002-07-01 杨再淮

我国中小学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与实施 2006-07-01 杨烨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全面教育和可持续发展培养模式的研究 2011-07-01 刘江南

体育强国视野下中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2011-07-01 郑宇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可持续发展运行机制研究 2013-06-10 阳艺武

我国三大球后备人才培养路径协同优化研究 2014-06-11 贺新奇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研究 2015-06-16 李赞

我国优秀运动员后备人才储备困境与改革路径研究 2015-06-16 李留东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学理逻辑、应然机制与路径选择研究 2017-06-30 张天峰

基于灰色理论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研究 2017-06-30 杜和平

“一带一路”背景下马术运动后备人才培养研究 2017-06-30 李树屏

我国和欧洲部分竞技体育强国后备人才培养模式的比较研究 2018-06-21 武文强

我国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多元协同培养机制建设研究 2020-09-27 唐建倦

我国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多元培养与整合发展研究 2020-09-27 龚波

乐部没有按照规定要求建设二、三线队伍［21］，只有北

京国安、山东鲁能、广州恒大等少数几家中超俱乐部梯

队建设较为完善［22］。该培养模式在我国起步较晚，尚

不成熟，且长期受到政府主导的制约，还存在较大的不

足［18］。俱乐部作为社会力量加入到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培养行列之中，会相比其他模式更注重运动员带来的经

济效益，项目选择上偏向于观赏性强、普及性高、竞争

激烈的项目。整体来看，“俱乐部—国家队”培养模式

发展前景十分乐观。

4）“单飞”模式 

该模式最本质特点是非政府干涉，由家庭承担竞

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一切费用。“单飞模式”仅存

在部分项目上，比如网球项目袁梦、李娜模式，台球

项目的丁俊晖模式，高尔夫球项目的冯珊珊、李昊桐

模式［4，19，22，23］。作为新兴培养模式，其发展在我国受

到体育体制、经济状况等多方面限制，需要政府大力支

持、体育市场发展、人们思想观念转变来促进该模式的

壮大［24］。但现如今，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家庭对运

动员的自主投入不断增加，也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带来了更多可能性。

5）“小学—中学—大学—职业队—国家队”模式

职业队的大多数运动员都是通过比赛层层选拔出来

的，我国最具典型的就是CUBA联赛和“北理工模式”。

CUBA 联赛组委提出，中国篮球的发展应吸取国外青少

年篮球的成功经验，将业余训练体系融入校园之中，构

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小学—中学—大学—职业队”篮球

人才培养模式［25-28］；而“北理工模式”是立足于普通学

2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现状
2.1  培养模式

1）“体校—省队—国家队”模式

我国主要是以体校为基础的三级训练网培养模式，

即“地（市、县）业余体校—省队—国家队”［4-6］，或

是“基层业余体校—重点业余体校—中心业余体校和专

业队”［7］，抑或者是“业余体校—体育运动学校—优秀

运动队”［8，9］，各级业余体校和省（市）运动学校依旧

是培养主体［10］。该培养模式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

家百废待举，为快速振兴体育事业，提高竞技水平而产

生的，其带领着我国竞技体育从“落寞”走向了“辉煌”，

为我国竞技体育的崛起提供了丰富的人才资源。但是随

着社会与经济不断发展，该模式逐渐与时代要求不相匹

配，开始倒逼竞技体育进行改革。

2）“普通学校—省队—国家队”模式

主要有“高校”试办“高水平运动队”的培养模式［9］；

“小—中—大”学校一条龙培养模式［11-13］；“体教融合”

模式［6，14-17］；另外还有“清华模式”，即在其附属中学

开设体育特长班选拔优秀人才，以直通清华大学吸引生

源［18，19］。运动员学生除了日常训练以外，文化教育也

不能被忽视，该模式依靠教育系统内的普通学校，能确

保每个运动员接受文化教育，有效缓解学训矛盾，促进

运动员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未来我国必须是完全依托

教育系统培养的全新模式［6］。

3）“俱乐部—国家队”模式

我国主要在职业联赛项目上采取俱乐部的形式［20］。

足球是我国第一个尝试职业化发展的项目，但大多数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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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教育形成的“小学—中学—大学—职业队”的足球

人才培养模式［29］。该培养模式虽能够有效避免体育人

才资源的浪费，保证后备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但成功输

送到国家队的运动员却少之又少。

2.2  体制机制

1）培养体制

在训练体制方面，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多强对

抗的训练体制，例如“走训制”“三集中办学制”等［30］。

该训练体制对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多元化培养带来了

显著的影响和效益，但在改革过程中，各训练主体之间职、

权、利的矛盾冲突未得到有效改善，需理顺多元与多层

次之间的关系，遵循人才培养和运动训练规律，探索出

与我国基本国情相配套的训练体制［17］。

在竞赛体制方面，实行以奥运战略、全运会战略为

主要目标的多元化竞赛体制［17］。这种竞赛体制能够提

高社会各阶层对后备人才培养的关注度，增补竞赛经费，

积累比赛经验，检验训练效果等；同时也存在着弊端，

如赛事安排衔接不够、竞赛市场混乱、运动员管理力度

欠缺等。建议加强管理竞赛体制；完善运动员注册制度；

规范赛事秩序［31，32］。

在管理体制方面，现行是以政府集中管理为主，社

会体育组织辅助管理的结合型管理体制［11］。如举重、

跳水等项目是由政府集中管理，“三大球”项目则采用“政

府＋社会”结合型管理体制［33］。在该体制下，能够充

分调动政府、社会组织等各方积极性，高效整合体育资源，

集中全国力量发展竞技体育，培养后备人才；弊端是过

分依赖政府，管理部门权责不清。亟须更新体育管理观念，

明确各类体育管理部门权限，转化政府职能，健全体育

协会管理制度［17］。

学者针对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制进行了

全面、深入地分析，大体形成了“问题—建议”的研

究范式，发现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制存在的

问题主要集中在：培养体制发展滞后；过度依赖政府；

各类体育管理部门权限不明；竞赛市场紊乱。竞技体

育后备人才培养体制改革与发展，不是一时半刻就能

完成，需政府、社会、个人等多方力量长期共同努力。

改革应朝着建立符合时代要求，与市场经济相适应，

以政府为主导、依托社会与市场，具有生机与活力的

新培养体制方向前进［34，35］。

2）培养机制

在宏观调控机制方面，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市场

发展相对滞后、区域发展不均衡、市场调节失灵、缺失

等现象严重。在市场自身调节能力不足之际，就需要政

府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主要体现在健全人才市场法规、

制定发展规划、保持人才供求动态平衡、协调各市场主

体的关系这四个方面［36］。

在动力激励机制方面，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

在社会转型期，都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运行过

程中动力不足、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仍存在，建议革新动

力激励机制，建立起顺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全新适度

动力机制和灵活激励机制，保障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培养机制良性运行［37，38］。

在利益整合机制方面，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是“行

政控制强制服从”的整合机制，具有高效性，但在运行

过程中强调国家、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社会转型时期，

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各培养主体合理的利益需求，但国家、

集体、个人三方利益调和困难、利益协调机制不完善等

问题依旧存在，建议构建以市场为导向，各层次利益相

协调的新整合机制［39］。

培养机制通过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过程中内部各

部分之间相互作用实现其特定的功能。正是由于宏观调

控、动力激励、利益整合等机制之间相互关联、协调运

作，才使得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高效推进。从目

前关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体制”“机制”文献来看，

对于这部分的研究较少，不够全面，且未理清“体制”“机

制”两者的概念和关系，文章内容和题目不符合。体制

是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因此要加强对该领域进行研究，

明晰体制与机制两者的区别，为后续研究打下基础。

2.3  国外经验启示

从美国经验来看，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逐渐形

成了教育系统内“小学—中学—大学”一条龙的培养

体系［40］。美国之所以成为体育强国，主要是因为将体

育与教育融为一体，使体育竞赛贯穿于整个教育计划之

中，保证每一个运动员接受文化教育。我国在推进“体

教融合”模式时应该循序渐进，逐步在教育系统内构建“一

条龙”培养体系，解决好学生运动员学习与训练之间的

矛盾［41］。

从德国经验来看，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采取三级

培养模式，即俱乐部—体校—奥林匹克训练基地［42］。

其中俱乐部是采用分级赛制的基层体育组织，能够有效

地带动更多参与者，扩大后备人才总量，并增加运动员

比赛经验。建议我国应让与竞赛管理权限；重视运动员

的文化教育；提高教练员素质；完善竞技后备人才培养

模式；提高场馆的利用率［40］。

从俄罗斯经验来看，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实行“中

央集权”管理模式，运动员主要来自体校。中央高度重

视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颁布了大量的法规政策，

保障运动员、教练员、管理人员等人的合法权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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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要以法律的手段保障各培养主体权利和义务，同时

法制化建设要遵循体育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随着体育

的不断发展而修改和完善体育立法［41］。

从法国经验来看，法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采用

“双计划、三阶段”的训练理念及模式，即强调文化教

育与运动训练同等重要，基础选材—成绩提高—精英培

养三阶段密切结合［43］。建议我国应促进运动员全面发展；

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加强教练员队伍建设；提高场馆开

放与利用率［44］。

从日本经验来看，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是由政府与社

会组织共同管理的综合型管理模式，即采取民办官助的

形式，政府进行宏观把控，依靠各方社会力量发展体育；

培养理念是以教育为主，学校为依托，将教育与体育相

结合，全面培养后备人才。我国应破旧立新，破除传统

的“金牌至上”观念，坚持“以人为本”，加强运动员

保障工作，重视文化教育，促进运动员全面发展［41］。

由此可知，目前针对国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

研究成果较少，且得出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解

决好文化教育与运动训练之间的矛盾，促进运动员的全

面发展；二是完善后备人才培养模式，转单一为多元化；

三是创新教练员培训模式，建立高素质教练员队伍；四

是科学选址、合理规划，提高场馆开放与利用率。因此

对于这些成功经验不能全盘照搬照抄，要将其与我国的

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极具中国风格的竞技体育后备人

才培养体系。

3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存在的主要
问题

3.1  培养体制落后

培养体制是影响后备人才开发的关键因素，决定着

如何培养、培养什么样的竞技人才［20］。我国竞技体育

后备人才培养体制总是落后于经济体制，当前突出问题

在于体制创新目标模糊、管理部门职责不明确、各利益

集团运行不规范、政府和市场难协调等，严重阻碍了我

国竞技体育的发展［34，45］。

3.2  资金投入不足

我国体育事业的资金投入主要来自政府的财政拨款，

来源渠道单一且有限，大多数体校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另

外加上投入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对竞技体育、奥运与

非奥运项目、一线与二三线队伍投资比例失调［46］，这必

然会导致我国竞技体育二三线队伍逐渐萎缩以及项目发展

两极分化严重，甚至会影响到整个后备人才培养效益［47］。

3.3  后备人才萎缩

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我国独生子女家庭迅

速增加，适龄青少年人数不断减少，导致体育后备人才

资源短缺；再加上青少年肥胖人数上升，体质下降，使

可供选择总量进一步减少［20，30，48］。另外近几年国家大

力发展高等教育和取消二级运动员高考加分政策，使越

来越多的家长不愿孩子走上运动员的道路，许多优秀体

育苗子被“扼杀”［47，49，50］。

3.4  学训矛盾突出

学训矛盾始终伴随着后备人才培养工作，至今都未

得到有效解决，青少年儿童参加运动训练的年龄同时也

是接受文化教育的关键时期，在训练过程中，普遍重体

轻文，导致运动员文化水平偏低，退役难就业；加上训

练科学化程度低，训练的质量难以保证［5，30，51］。调查发现，

往往对学习不够重视或学习积极性不高的运动员的运动

天赋较高，如果不加以引导，重视文化，其势必难以达

到运动顶峰［52］。

3.5  竞赛秩序混乱

竞赛是选材、训练、管理、资金投向的风向标，

它贯穿于整个培养过程，对后备人才的培养具有杠杆

作用［46］。但由于我国竞赛体制陈旧，竞赛杠杆作用未

能得到充分发挥，存在着一些弊端，例如“买”队员、“雇

佣”队员、以大打小现象严重；使用违禁药品；项目安

排不合理；个别裁判员吹“黑哨”等，严重打击了教练员、

运动员训练的积极性［32，47］。

3.6  教练员水平偏低

运动员想要取得优异的成绩，除了自身努力以外，

还需教练员的科学指导，两者缺一不可［47］。教练员是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关键，参与了后备人才“选材—

训练—竞赛”整个过程，其水平的高低直接或间接地影

响到后备人才运动水平和培养效益［53，54］。我国教练员

执教水平普遍偏低，高学历教练较少，科研能力较差，

以至于不得不聘请外教，例如在 2010—2011 赛季中，

CBA 和中超的大部分俱乐部都聘请了外教［55］。

4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发展对策
4.1  推进体制创新，完善后备人才培养体制

在培养体制上，应分阶级、分层次、有计划、有重点

地推进体制创新，探索与建立适应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新培养体制［31，56-58］。改变原来国家统一包办的

单一培养模式，深化体教融合，构建教育系统内的“小学—

中学—大学”一条龙培养体系［51，59］；鼓励社会多元主体

一同发展竞技体育，优化“选材—育才—成才”体系，丰

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资源库，提升人才培养效益［49］。

4.2  优化投资结构，建立多元化资金渠道

整合我国资源，充分挖掘社会力量，允许和鼓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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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各种力量参与到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序列之中［56］；

优化投资结构，增加投入比重，发挥体育彩票公益基金

的作用，将经费直接投入到单项协会和运动员，并建立

完善的监督体系，对政府的投资进行监督［5］；鼓励场馆

在闲置时间对外相应开放，增加自身创收效益［46］。

4.3  拓展生源基础，提高“选才—育才—成才”

效益

挖掘和培养更多、更有潜力的后备人才，首先应优

化选材机制，提高选材的科学化水平，运用科学技术建

立“人才信息库”，对运动员的技能指标、发展状况进

行实时跟踪、检测［5，49，60］；其次探索出缓解学训矛盾

的新途径，促进运动员的全面发展［51，57］；再次应优化

体育发展环境，吸引各级各类人才进入到体育行业之中，

畅通运动员出路［18］；最后完善运动员保障体系，使运

动员心无旁骛地参与到训练和比赛之中［31，56］。

4.4  改革竞赛制度，充分发挥竞赛杠杆作用

改革竞赛制度，首先根据运动员的水平高低要有不

同的要求，将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与高水平运动员的训练

目标相区分，防止“拔苗助长”现象［61］；其次是改进

运动员的注册制度和参赛资格审核制度；最后应加强对

竞赛体制宏观调控，安排竞赛日程时，既要考虑同类赛

事内部连贯，也要考虑不同赛事之间的衔接，充分发挥

出竞赛杠杆的调节作用［31］。

4.5  加强教练员培训，引进高学历高水平的教练员

打造“高学历、高水平、高素质”的教练员队伍，

首先应对在职教练员进行培训，提供进修机会，进一

步提升专业素养和科研意识［46，49，59］；同时引进一批

年富力强、资历深厚的教练员来提升整体素质［60］；最

后还需加强制度建设，提高教练员薪资待遇，激发教

练员的积极性，使教练员全身心地投入到后备人才培

养工作之中［54］。

关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发展对策、优化路径的文献

相对较多，目前主要基于宏观层面提出促进竞技体育后

备人才培养的建议，而对于管理人员、教练员、运动员

等个人主体的微观层面研究较少。此外，学者们从多方

面提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发展对策，但各对策之间联

系不够紧密，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总之，这些发展对

策都是从宏观视角提出，过于空泛，可操作性、实效性

有待考量。

5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展望
5.1  加强政策落实和理论研究

落实政策是实现政策目标最直接的手段。国家与地

区颁布的政策多而全，但是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落实

工作并不理想，对政策深入的理论研究也较少。认真做

好政策落实工作，不仅仅是解决体育系统的内部问题，

而是关系到调动和发挥学校、社会、家庭等多元主体参

加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积极性的问题。首先应从思想

上高度重视，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

有什么样的言行；其次应从工作上切实抓紧，抓住不放，

一抓到底，认真实干，注重成效。最后应从政策上做出

细分，把任务细分到各个部门，明确部门职责。总之，

加强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政策的落实工作和理论研究有

助于我国后备人才培养有序、稳步开展。

5.2  重视体教融合视域研究

2020 年 9 月颁布《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

康发展的意见》，强调“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推

动青少年文化学习与体育锻炼协调发展”［3］，这一文件

引起了体育界学者极大的关注。深化体教融合，加强学

校体育工作，完善体育赛事是大势所趋，在夯实青少年

体质健康的基础上推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可持续发展。

体教融合已成为现阶段的研究热点，因此，需抓住这一

热点，从体教融合视域下研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5.3  研究重点由宏观向微观转变

经过几十年的长期发展，对于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

才培养研究，专家，学者们基本上已达成共识。但从现

有研究来看，大多是针对宏观层面，针对微观层面的研

究却寥寥无几，对此，①“分阶段”进行研究。竞技体

育后备人才培养分为“选材—育才—成才”三个阶段，

每个阶段培养的侧重点不相同；②“分项目”进行研究。

不同项目技术特点存在差异，再加上我国“三大球”和

冬季项目相对薄弱，在针对每个项目进行研究的同时应

着重研究“三大球”和冬季项目；③“分区域”进行研究。

我国幅员辽阔，当前研究涉及区域不全面，主要集中在

经济发达地区或者体育强省，有待加强对西部、东北部

等地区的研究。总之，今后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研究应

从宏观向微观进行转变。

5.4  强化多学科和跨部门的合作研究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研究涉及的领域广，内容丰

富，跨越了多门学科，涵盖了体育学、医学、法学、人

才学和教育学等其他学科。但现阶段我国竞技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研究仅涉及到体育学和教育学，对于其他学科

基础理论研究还是较少，这使得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培养难以全面、深入地进行研究。此外，竞技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还涉及到政府、社会、学校、家庭等不同部门，

需要这些部门通力协作进行培养。因此，未来对于竞技

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研究应打破学科壁垒、加强不同学

科和部门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高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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