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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主要运用文献资料法、调查法、逻辑分析法等，对坪山区实施“体教融

合”的发展历程与培养体育后备人才的探索实践进行了总结和研究。研究发

现，坪山区通过建立政策和组织保障，完善经费激励机制，加强队伍管理等，

初步建立了以“区业余体校为龙头、重点项目学校为标杆、特色项目学校为基

础”体教紧密融合的全区业训网络体系。坪山区“体教融合”形式的探索实践

不仅为自身后续发展提供了经验，也为其他省市提供了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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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颁布《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

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提出了“体教融合”战略［1］，

旨在通过多部门、多主体共同协作与参与来挖掘体育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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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教育功能［2］。

“体教融合”突出的是教育和体育系统二者的融合，这也是我国竞技体育

后备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必经之路。其主要优势表现在：（1）缓解学训矛盾，

培养全面发展且具有体育特长的人才；（2）有利于解决退役运动员就业困境；

（3）有利于促进体育事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4）有利于促进素质

教育的广泛深入。“体教融合”体现了以体育人、全面发展的根本目标，是教育、

体育改革的大方向，已势在必行。

深圳市坪山区高度重视体教融合的改革创新工作，在实施“体教融合”过

程中，坚持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义务共尽，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成果共用”

的理念，积极寻找融合点，推动了全区青少年竞赛训练和素质教育工作向更高

层次发展。在实践过程中，坪山区积累了大量经验，本次研究不仅通过总结经

验与教训，明确自身问题和今后发展方向，也为其他城市和地区开展“体教融合”

提供实践经验和借鉴价值。

1  国内“体教融合”存在的问题

第一，体育和教育主管部门难以形成合力。由于缺乏政策保障和组织保障，

两大部门难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第二，体育教学一体化课程变革难以推进。当高校进行体教融合的体制改

革时，作为金字塔底基的中小学要同步融合，但师资、场地和经费制约了学校

体教融合的发展。

第三，体育竞赛体系和运动等级制度较为缺乏。青少年 U 系列体育赛事仅

存在于校园足球，其他运动项目缺少系列比赛，没有梯队建设难以提高学生体

育竞技水平。

第四，招生不规范。生源的“出口”和“入口”衔接不畅，且存在恶性竞争，

造成体育人才资源的流失和财力的浪费。

第五，“学校、家庭、社区”一体化模式难以形成。家庭教育阻碍学生体育教育，

社区无力开展多样体育活动弥补学校课余体育锻炼的不足，学校体育场地资源

不能与社区共享。



·211·
深圳市坪山区“体教融合”实践模式的探索研究2023 年 12 月

第 5 卷第 4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scps	 https://doi.org/10.35534/scps.0504022

2  坪山区实施“体教融合”历程

2.1  体教一家，共建体育特色学校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2021 年）、《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2020 年）

等文件的出台，进一步把学校体育作为教育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的一个基

础性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学校体育的地位和价值得到极大提升［3］。坪山

区体育局联合教育局对学校在体育训练和竞赛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并选择具有

突出体育特色项目的学校定位为“体育特色学校”，充分调动学校的积极性和

示范效应。截至 2022 年，坪山区拥有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和高水平项目学校 53 所，

共建体育特色学校模式业已成熟和稳定发展，成为坪山“体教融合”改革的一

大“招牌”。

2.2  体教联手，共办少儿体育竞赛

《意见》将“完善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作为深化体教融合改革的关键手段，

并对学校体育竞赛体系的建设工作做出全面部署。在体教融合战略下，学校体

育改革要坚持“健康第一”的发展理念，围绕“教会、勤练、常赛”来推进工作，

其中“常赛”就是要组织面向全体学生的体育竞赛活动［4］。在此背景下，坪山

区教育局主动与体育局加强合作，每年联合举办多个项目的青少年 U 系列比赛，

打造棒垒球、乒乓球、排球等特色项目及赛艇运动联盟学校项目品牌，受到了

学校的热烈欢迎，业训基础得到巩固和发展，“体教融合”优势显著，联赛形

式形成了品牌和传统。

3  坪山区实施“体教融合”，培养体育后备人才
的实践探索

3.1  步入法制轨道，完善政策保障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提高“体教融合”水平的指示精神，促进坪山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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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融合”工作的开展，坪山区教育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2025 年）中提

出要加强体教融合顶层设计。2009 年，坪山区委、区政府出台《关于加强“体

教结合”推进青少年业余训练工作的实施意见》，对坪山区“体教融合”工作

的开展提出总的目标、纲领、原则及指导意见。2010 年区教育局、体育局又联

合出台了《关于加强“体教结合”推进青少年业余训练工作的管理办法》，从

体系上把握了“体教融合”实施的细节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和途径。

这两项政策的出台在区一级层面上填补了国内“体教融合”发展在政策法

规方面的空白，从法规方面明确了体育、教育部门在“体教融合”中应承担的

责任。这对体育、教育部门转变观念、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为大力推进“体教融合”指明了道路和方向。

3.2  建立共管制度，完善组织保障

“体教融合”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体育和教育的各个层次，需要

强有力的组织保证。2010 年坪山区便成立了“体教结合”领导小组，全面负责

并具体指导、协调、监督坪山区的“体教融合”工作。

坪山区“体教融合”组织体系建立后，由区领导直接带头保证了“体教融合”

政策和措施大方向上的切实可行性，各局、各部门的共同参与保证了实施环节

的协调和高效，真正做到了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共同研究、共同协商、共同行

文、统一制定规划、统一部署工作，促使“体教融合”的运作得以正常、有序、

顺畅地进行，使“体教融合”能够真正做到规范化、制度化和长期化，这无疑

是在全国范围内走在了前列。

3.3  加大资金投入，完善经费保障

为促进“体教融合”工作有序推进，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相互协商，努力

做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大“体教融合”训练、竞赛和奖励投入。对于训

练而言，学校的师资、工资福利、文化学习要求、所需的硬件设施由教育部门

负责；教练和其他人员的工资福利、训练生活要求、训练办公经费由体育部门

负责，形成分工明确，既合作又制约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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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共同承担、共同出资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节约资源和

优化配置，将经费集中投入到体教共同受益最明显的体育竞赛上，通过以赛带

练的方式，谋取最大的产出比，获得业训改革的长足发展和进步；而训练经费

奖励机制的建立使得参与业余训练的人数也大幅提高，达到了奖励先进、鼓励

后进、扩大业余训练规模、巩固业余训练基础的既定目标［5］。

3.4  加强体系管理，完善机制保障

坪山区为提高“体教融合”办事效率，在实践中促进“体教融合”管理工

作向程序化、规范化转变，建立了整套系统的管理机制：①决策管理，“体教

融合”领导小组建立会议协调机制，负责“体教融合”的发展策略、训练监督

和项目检查工作；②竞赛管理，包括竞赛的组织、报名、参赛范围、参赛资格、

选拔资格、投诉处理等，在各方面都有细致的规范要求；③学籍管理，必须经

过学校申报、体育局审核、教育局同意多级复查的严格程序办理入学手续； 

④经费管理，规范经费的拨付、使用以及奖励、补贴等，同时专门设立经费监

督管理制度，保证专款专用；⑤训练管理，各校成立业训领导小组；⑥总结表彰，

每年末由“体教融合”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对全区“体教融合”工作先进单位和

个人给予表彰。

坪山区“体教融合”管理体系明确规范了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的责任与分工，

规范了部门与个人的责任与分工，使得部门之间能够在责任明确的基础上相互

协调，形成合力，再加上可靠的政策法规和组织领导机制，最终形成了一套真

正有用、实用、高效的管理模式，促进了管理工作向规范化、制度化转变。

3.5  加强队伍建设，完善训练保障

教练员在运动训练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是高水平运动员能否持续

提高的关键。坪山区十分重视教练员队伍的建设和发展，积极探索、努力创新，

走出了一些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之路：①购买服务，由区体校和项目学校共同

出资，通过提高教练员待遇，把高水平教练员兼职体育教师引入项目学校执教，

保障训练质量；②适当引进高水平专业教练，按照人才“绿色通道”调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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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编制内待遇，不断为坪山区教练员队伍补充新鲜血液；③业训工作计入课时

工作量，合理安排教练员的日常教学与业余训练工作，为教练的业余训练创造

有利条件；④加强教练员的培养，有计划地开展业务培训进修、组织赛事观摩

和参加学术活动等，不断提高教练员的专业水平。

坪山区以购买服务方式引进优秀教练员兼职教师的模式为全国首创，目前

已逐渐完善，并取得非常好的成绩。下一步坪山将向全区更多特色体育项目开

放这一模式，通过提高待遇，合理回避编制、学历等难题的“购买服务”模式

为教练员队伍整体能力水平的提高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

3.6  拓宽训练途径，完善措施保障

3.6.1  体教联办赛事，发挥竞赛的调节作用

青少年体育系列赛事由区教育局、体育局联合主办，统一制定比赛计划、

规程和办法，经费由教育、体育部门按预算各承担 50%，既能节约资源办赛事，

又能促进部门之间的协调。体教联合举办系列赛事是坪山区“体教融合”措施

改革中又一领先全国的创新，已经施行了十多年，为坪山竞技体育发展选拔了

大量优秀的后备人才。通过竞赛，一方面调整了业余训练的项目设置，同时寻

找和选拔体育后备人才，有利于竞技体育水平的提高。

3.6.2  体教联合挂牌，鼓励学校发展特色体育

通过联合挂牌办学，以教育为依托，挖掘、开发、培育体育市场，为“体教融合”

增添后劲。同时，这一举措可以有效地促进学校体育工作的开展，提高学校的

声誉和知名度，尤其有利于培养体育后备人才，使业余训练多出一条可行途径［6］。

4  坪山区业余训练“体教融合”模式的发展策略

近年来，坪山区籍运动员获得世界级赛事金牌 5 枚，国家级赛事金牌 37 枚，

省级赛事金牌 85 枚，在“校园足球”中坪山区各学校向上一级学校、足球协会、

足球俱乐部输送青少年专门人才达 36 人。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坪山区“体

教融合”培养模式中，运动员伤病缠身、训练与学习矛盾、运动员的文化教育

水平低、运动员的就业问题等仍是重大瓶颈。这些问题主要源自体育与教育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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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2］，为解决以上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1）尽快确定深化体教融合的管理主题和主导部门。建立教、体两部门形

成合力，其他职能部门协助的多元管理系统，针对体育工作薄弱环节做好政策

和制度的顶层设计，在各部门之间建立协同创新机制和融合协作的工作平台。

（2）进一步整合体教资源，争取政府、教育部门的关心和支持。①从源头

处解决问题，处理好学位问题，努力形成“小—初—高”甚至大学的“一条龙”

式升学管理机制，吸引更多优秀的体育人才进入“体教融合”业训模式；②合

理设置小、初、高的学校特色体育项目的竞赛体系和运动等级制度，以“校园

足球”为模板，大力发展校园青少年 U 系列赛事，搭建“校园普及—地区推动—

层层选拔—全国联赛”竞赛平台，同时进行梯队建设，解决学生后顾之忧的同时，

实现学生的可持续发展；③探索“学校、家庭、社区”一体化发展模式，增加

青少年体育参与的机会，形成家长主动参加体育、老师主动重视体育、家长主

动关心体育的新格局。

（3）进一步创新训练形式，做好人才储备、培养和输送工作。①引进退

役优秀运动员从事学校体育教学工作，保证青少年体育人才的师资力量；②打

通校园优秀运动员升学“最后一公里”，减少优秀运动员苗子的流失和失训； 

③最大化动员社会、市场的资源和力量，借鉴“体育俱乐部”“有偿训练”等

训练方式，扩大“体教融合”资金来源、进一步激发训练主体的积极性，使业

训走向社会化、多元化［7］。

5  小结

“体教融合”是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必由之路，坪山区教体部门在深

化业余训练改革的新形势下，通过步入法制轨道，完善政策保障；建立共管制度，

完善组织保障；加大资金投入，完善经费保障；加强体系管理，完善机制保障；

加强队伍建设，完善训练保障；拓宽训练途径，完善措施保障，已形成一套教

育部门与体育部门紧密融合并且实用、高效的“体教融合”培养体育后备人才

体系，有力地推动了全区青少年业余训练和素质教育工作向更高层次发展，取

得了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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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mainly use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investigation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sums up and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and the exploration practice of cultivating 

sports reserve talents in Pingshan District. The study found that Pingshan 

District had established policies and organizational safeguards, improved 

funding incentive mechanisms, and strengthened team management, the system 

of Industry Training Network of the whole district is established, which is based 

on the Amateur Sports School, the Key Project School and the characteristic 

project school. The practice of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in Pingshan 

District not only provides experience for its own follow-up development, but 

also provides useful reference for other provinces and cities.

Key Words: Pingshan district;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Practical 

experi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