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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比较分析对 ASC 的体育人才培养计划的内容、实施手

段以及发展水平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ASC 的体育人才培养计划涵盖面广、

资金力度大、针对性强。ASC 合理的体育人才培养路线、重视运动员的教育和

社会技能的学习以及合理的教练员与裁判员培养体系对我国的竞技发展有很高

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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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国土面积居世界第六，约相当于五分之四个中国，属联邦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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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为六个洲和两个行政区。澳大利亚的竞技运动水平突出，近三届的奥运会

奖牌榜排名都在前 6 名之内。澳大利亚竞技运动管理委员会（ASC，Australian 

Sports Commission）作为澳竞技运动的管理和发展机构，其制订的运动发展计划

为澳竞技运动的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ASC 历史沿革及其机构组成

澳大利亚政府在 1987 年把澳大利亚竞技运动学院（AIS，Australian Institute 

of Sports）并入 ASC。1989 年，政府明确了 ASC 的职责和作用，ASC 开始真正

作为政府机构管理体育运动事务，并由分管体育运动的内阁部长管理。

2006 年，ASC 进行了机构重组，把原先由 AIS 管辖的运动与发展部单独作

为 ASC 的一个部门。2010 年 ASC 新增了一个体制领导部门，负责落实和协调政

府的新政策。至此 ASC 有七个部门组成，最著名的部门就是 AIS，其它六个部

门分别为运动与发展部、社区运动、商业 ＆ 设施部、行政服务部、财务部和体

制领导部门。ASC 制订了许多运动发展计划并由各个部门负责。ASC 的运动发

展计划都有很强的针对性，涵盖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培养以及社区运动发

展等。这些计划的保障与实施，为澳大利亚的竞技运动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ASC 体育人才培养计划

2.1  竞技运动奖学金计划

竞技运动奖学金计划是 AIS 精英运动管理部门负责的一项重要的运动员资

助计划。AIS 向运动员提供竞技运动奖学金已经有 25 年历史，发放的主要对象

是本国有发展潜力的青年运动员，包括是奥运会选手、残奥会选手以及一些国

际知名运动员。奖学金发放多数为奥运项目，非奥项目如无框篮球、壁球等也

包括在内。各个项目奖金学金所规定的申请年龄和申请条件各不相同，如澳式

足球就规定，奖学金原则上从 ALF（Australian Football League，澳洲足球联盟）

U16 或 U18 的冠军队队员中进行选拔。竞技运动将学金是个人申请，AIS 在收到

申请书后会与该单项的权威组织一起对申请人进行挑选和审核，有时还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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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最后获批准的通常是在洲级或国家级各年龄组的比赛中取得过一定成绩

的，并被主教练认为有潜力发展成为国际级运动员和跳水一般在 9 月份申请，

壁球和游泳一般在 10 月份申请，铁人三项和曲棍球则在 11 月份申请，而体操

和田径则可以全年度申请。以田径为例，申请人必须是 18 － 23 岁之间的澳洲

公民，身体能够进行大负荷训练（伤病已恢复）。申请田径奖学金的运动员，

需要至少达到 AIS 制定的成绩标准。AIS 制订了 17 － 23 岁各年龄段田径成绩线。

以 17 岁男子运动员为例，100 米的成绩至少为 10.60 米、200 米为 21.50 秒、三

级跳为 15.15 米、10 公里竞走为 44 分 40 秒、5 公里竞走为 23 分。田径将学金

申请一般在 6 月份进行全国性的宣传，奖学金的发放从 4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为

一个阶段，运动员这时需要被重新评估之后，才能继续享受奖学金，下一阶段

时间从 10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运动员的奖学金在 2 － 3 万澳元左右（折合人

民币 13 － 20 万人民币左右）。

2.2  运 动 员 就 业 与 教 育 计 划（ACE，Athlete career and 

education）

ACE 是 ASC 的重点运动发展计划之一，由 ASC 运动与发展部负责。主要任

务是帮助精英运动员处理好学业、事业和个人生活三者之间的关系。正如 ASC 

的顾问 Dr Nathan Price 所说的，平衡学业和训练，对运动员的竞技生活有积极的

促进作用。著名游泳运动员索普就曾接受过 ACE 的培训。ACE 开始执行于 1994 

年，每年至少有 3000 名精英运动员受益一起此项目。当运动员进入 AIS 训练

时，ACE 计划的工作人员就会与运动员联络，问其是否需要 ACE 计划的支持。

ACE 提供以下服务：（1）退役后的职业咨询和规划以及相关课程和服务；（2）

教育指南，帮助运动员进入精英运动员高校联盟（EAFU，Elite Athlete Friendly 

Universities）的高校学习；（3）学习合理安排时间，平衡学业与训练的方法和

技巧；（4）求职技巧，包括撰写求职信、网络应用、面试技巧以及商业推举；

（5）帮助由于伤病或者其它原因而退役的精英运动员调整心态，转换社会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帮助运动员进入 EAFU 的高校学校。EAFU 是 ASC 在 2003 年联合

昆士兰大学和格里菲思大学组建的，是一个旨在让精英运动员接受高等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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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联盟。2004 年 5 月 AIS 向国会副总理递交了扩大 EAFU 的报告，之后各高

校开始陆续加入 EAFU。现在，EAFU 已有 38 所高校成员。各高校负责制订弹

性的课程设置，包括考核、注册和课时安排以支持运动员的训练，但前提是给

予运动员的支持都必须建立在学校的学业准则之上。以昆士兰大学为例，学校

要求运动员开学初就核对校历，以提早采取措施避免比赛和课业的冲突，并要

求与课任老师保持联系解决相关问题。如遇到考试与比赛冲突，则关注补考的

时间。如果以上都不能解决问题，则需发电子邮件到专门负责精英运动员的部门，

让学校给予协调。2003 年南昆士兰大学发布了一份 ACE 调查报告，共有 438 名

女性和 418 名男性运动员参与了调查，结果表明：有 74.6% 的运动员享受到了 

ACE 的培训，有 74.3% 的人高度满意 ACE 的培训，有 69.6% 的教练和 67.5% 的

家长支持 ACE 计划，随着 ACE 更加的深入和完善，会有更多的运动员参与到此

项计划中来。

2.3  运 动 人 才 发 掘 与 发 展 计 划（NTID，National Talent 

ldent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为了保证澳大利亚竞技运动的可持续发展性，ASC 在 2006 年，把原先的运

动人才发掘计划重组为 NTID 计划。 NTID 旨在通过与各个运动单项组织和各地

区的竞技运动学院合作，发掘出有潜力的运动员；并通过这一形式，传播体育

文化，深化竞赛领域和人群。ASC 在 2006 年拨款了近两千万澳元用于 2006 － 

2010 年的 NTID 计划，其中 480 万澳元用于加强和巩固 NTID 的工作网络，880 

万澳元用于 NTID 在社区的工作，720 万澳元用于支持在世界大赛上有潜力的运

动项目。申请成为 NTID 的运动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考核。以柔道为例，运动

员需要有一定的柔道基础，需要得到教练的推荐才能进行考核，考核时间一般

在 3 月至 5 月中旬。各个地区的竞技运动学院都会统一时间组织 NTID 测试训练

营，进行第一轮的基本技术测试，第一轮会有近 50% 的人被淘汰。之后，将到 

AIS 总部进行更进一步的技术和体能测试。NTID 柔道项目一般有 20 名正选运动

员以及 10 名替补运动员，这些运动员将进行专业的运动训练以及享受 NTDI 提

供的奖学金。NTID 选拔队员的年龄范围视各个运动项目的特点和奥运吉期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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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一项目的运动巅峰年龄段在 20 － 22 岁左右，那么针对于 2016 年里约热

内卢奥运会的选拔，年龄段在 14 － 16 岁间的运动员更容易入选。

2.4  社区运动计划

社区活动由课后活动团体计划（AASC，Active After － school Communities）

和专项运动计划（TSP，Targeted Sports Program）两个部门组成，主要针对社区

青少年的竞技运动发展。

2.4.1  AASC 计划

AASC 是一项关注发展小学生放学后（下午放学后三点至五点半）的体育锻

炼计划，目的在于给放学后的儿童创造更多的体育锻炼时间、更有质量的体育

锻炼过程。2005 年 ASC 把 AASC 计划向全澳 900 所小学，以及各社区的学生课

余时间监护会（OSHCS，Out of School Hours Care Service）进行推广。2010 年，

估计将有 3200 所小学超过 15 万的小学生将受益于此计划。申请 AASC 计划的

小学或 OSHCS，其任务是配合教练、老师一起制订有质量的、安全的、有趣的

体育锻炼。计划有严格的原则要求：必须是在小学生放学后，每次活动必须至

少 60 分钟且全员都参与，每周开展 2 － 3 次活动共进行 7 周，每次活动至少得

有 15 名参与者，活动中指导学生的老师、教练等必须接受过 AASC 的相关免费

指导培训。ASC 会向承担 AASC 计划的学校或 OSHCS 发放包括交通费、场地费、

器材费资金补助，鼓励其发展 AASC 计划。学校和 OSHCS 除了自己组织活动外，

还可以与当地的体育俱乐部合作。澳大利亚网球协会就与 AASC 计划合作，在

澳网协各地区的俱乐部开设了 AASC 网球培训班。培训班为初级班和提高班，

学员需要购买网球器械以及交纳一定的学费，学时为 8 周。

2.4.2  TSP 计划

TSP 是一项关注于残疾人、女性、土著、以及青少年运动的一项十分重要的

发展计划。ASC 为了更好地让 TSP 计划服务于残疾人体育运动，在 2009 年组建

了澳洲残疾人运动联动网络（Sports CONNECT Disability Sector Network）， ASC 

各洲的运动管理部门以及各运动项目组织共同参会，旨在给予残疾人更多的参

与运动的机会。ASC 负责拨款给有残疾人运动项目的单项运动协会，让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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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加大对残疾人运动的发展力度。在 2009 － 2010 年 TSP 计划就大力推广了

坐式排球、坐式板球、硬地滚球、坐式乒乓球（ploybat）、盲人门球等五项适应

性体育运动。从残疾人联动网络组建起，已经有来自 97 个运动组织包括 139 个

残疾人运动服务部门共同商讨如何改善残疾人运动。此外，有超过 1000 名残疾

人完成了 TSP 的网上调查问卷，给 TSP 今后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在女性参与运动方面，TSP 通过运用媒体等形式宣传女性平等的参与运动

的机会。此外，制订了运动领导人基金计划（包括女性奖学金）。运动领导人

基金旨在发掘女性运动员的领导能力，为有意向从事教练、体育行政官员、管

理人员、媒体等职业的运动员提供一个学习机会。申请领导人基金的人，需要

保证是运动员、或者是有运动员背景的体育工作人员或者是体育志愿者，申请

成功的人每年可获得 5000 澳元的基金，与之合作培养的单位，如俱乐部、运动

组织可获得 10000 澳元的基金，与之合作培养的单位，如俱乐部、运动组织可

获得 10000 澳元的基金。 ASC 鼓励申请人选择媒体如电视、报纸或者运动市场

营销等方面的培训，这些领域的申请者可获得最多 10000 澳元的基金。2009 － 

2010 年 TSP 向 132 位女性发放了总共 500000 澳元的基金。

澳土著运动员的发展也在 TSP 的计划之内，ASC 联合澳健康与老龄化部门

（DHA，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Ageing）共同制订了澳土著运动员计划。2008 

－ 2009 年 DHA 拨款 240.7 万澳元用于支持土著人的运动发展，以及给予土著

运动员支持。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土著精英运动员交通与住宿支持计划

（EITAAP，Elite indigenous Travel and Accommodation Assistance Program），只要

是代表洲和国家比赛的土著运动员、教练员、管理人员等享受到了 TSP 给予的

最低每年 1500 澳元，最高 4000 澳元的交通与住宿补贴。澳著名的女子 400 米

田径运动员凯西·弗里曼就是此计划的受益者。此外，2010 年 TSP 还组织澳曲

棍球队学习土著文化，以让他们更好地与土著运动员、教练员和谐相处。

TSP 还为 12 － 18 岁的青少年运动员制订了一套旨在解决其比赛行程费用等

方面的支持计划——运动冠军计划。申请人必须有资格参加洲级和国家级比赛，

且往返路大于 250 公里的均可申请。个人的申请额为 500 澳元，团队申请额为 

3000 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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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国家教练员与裁判计划

国家教练员鉴定计划（NCAS，The National Coaching Accreditaiton Scheme）

由 ASC 牵头，负责教练员资格水平的培训和鉴定，培训的运动超过 70 项。培训

的内容包括训练原则和专项训练学。训练原则内容分为两种，一种是针对初级

教练员，旨在指导和提高教练员与孩子的沟通交流能力，课时分为 5 个模块共 6 

－ 8 小时；另一种则是针对初级以上的教练员，旨在针对提高运动员竞技能力，

课时包括训练原则、训练管理、训练计划、训练过程、融合训练、运动安全、

训练技术、运动生理导论、基础运动力学、训练水平发展与提高、运动营养、

运动心理以及反兴奋剂等 13 个模块。而专项训练学的内容则包括专项运动技术、

战术、训练方法等。申请 NCAS 培训需要到 ASC 地区组织进行预报名，ASC 地

区组织审核候选人后才公布培训名单。教练员的等级划分根据各个项目的特点

有所不同，如篮球分为三级、足球分为六个等级，赛艇分为四个等级。等级的

命名也不相同，如篮球就用数字命名，游泳就以绿、铜、银、金和白金来命名

等级，还有的以俱乐部、地区、洲和国家级来命名。教练员申请等级时，需要

保证已经在四年时限内得满 ASC 所承认的评级积分，之后才能有资格参加教练

等级鉴定。申请 1 级的需要 90 个积分，2 级的需要 135 个积分，3 级的需要 180 

个积分。获得积分有多种方式，如作为 NBL（国家篮球联赛）的主教练可取得 

25 个积分，助理教练为 20 个积分，作为国家篮球教练员协会成员将获得 5 个积

分，参加 1 － 3 级的教练培训班的积分分别 3、5、10，在国家级的运动学术刊

物上发表论文可获得 5 个积分，任命为国家队指导可获得 25 个积分。

国家裁判员鉴定计划（NOAS，National officiating Accreditation Scheme）的培

养框架与 NCAS 大致相同，分为裁判原则、专项裁判课程以及裁判员实践。裁

判原则内容包括法律和风险、裁判错误总结、沟通技巧、冲害解决以及体适能

康复训练。专项裁判课程包括运动规则学习及裁判员角色任务分工，最后为裁

判实践。裁判员的培训以及等级认证由 ASC 在地区的机构负责。裁判员的等级

划分与 NCAS 一样，不同项目的划分和命名不同。裁判员在地区、洲或国家级

的比赛中参与裁判工作达到一定数量，才能申请更高一级的裁判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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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我国体育运动发展的启示

3.1  合理的运动人才培养路线

ASC 把少儿的课余体育运动，发展成为由政府推广、学校和社区承担，包

括老师、家长等社区志愿者共同组织的公益性活动。钟爱体育运动的少年儿童

可以选择学校或社区组织的活动，也可以选择体育俱乐部。在澳大利亚，社区

体育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澳大利亚基层的运动人才培养由社会培养主导，政府

的资金投入远远低于我国的基层体校运动员培养体制。ASC 通过设在各地区的 

NTID 计划组，引导有潜力的运动员从事专业训练，直至进入由政府直属管理的 

AIS。

3.2  提倡运动员的社会技能发展

ASC 高度重视运动员的社会技能发展，在 ACE 与 TSP 双重计划的保证与实

施下，澳运动员比我国的运动员有了更多的社会安全感。重视教育、鼓励学业

与训练平行发展是 ASC 的运动员培养理念，也是运动员得以全身心投入训练的

关键保障之一。纵观我国国家队、省队的运动员教育、运动员转业等问题，运

动员或是在某一高校挂名就读，或是给一笔“遣散费”让运动员自谋出路，留

一身伤病残余踏入正高速发展的知识型社会，出现高水平运动员沦为社会底层

劳工的事件也就不足为奇了。难得有一些运动真正进行高校潜心学习，或是被

某一事业单位特招用于机关运动竞赛使用。国外退役运动员在接受采访时，经

常会表达到：“我将好好地享受离开运动场的日子，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但在我国鲜有运动员能发出如此憧憬的展望。我国运动员教育和职后生涯发展

培养方式还过于单一，这一点上 ACE 多样化的运动员教育培养方式值得借鉴。

3.3  合理的教练员和裁判员培养体系

各单项运动委员会根据自身运动项目的发展规律及其特点制定教练员和裁

判员的等级划分，这对于运动项目间的差异性来说显得犹为合理。在教练员的

等级申请上，以积分的方式来衡量教练员的水平也是 ASC 值得借鉴的地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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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撰写高质量的论文和参与研讨会获取积分的方式，使得优秀教练员的训练心

得与经验得以有一个平台共享，也使教练员参与科研的热情得以提高。

3.4  完善的运动员资金支持计划

ASC 对于运动员的资金支持种类多，数量大。最大的资金支持计划为各类

奖学金，其次为就业与教育计划资助，以及针对青少年、女性运动员、土著运

动的比赛交通住宿等补贴。完善的资金支持计划能够更好地帮助训练资金困难

的运动员。基层俱乐部培养竞技运动员在我国正处在成长初期，因为完全是商

业化动作，首当其冲的就是资金问题。奥运冠军刘子歌所在的辽宁海舰俱乐部

与上海体工队的合作可以算是典范，但是诸如此类的合作在全国还很少。如何

更好的扶植基层民办体育组织的发展，鼓励其运动员参与比赛，增进交流，是

体育部门亟待解决的问题，ASC 在这一点上值得我国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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