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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运动成绩的好坏主要取决于运动训练科学化程度的高低。
对运动训练的全过程实行最佳的监测和控制，是提高训练科学化程度的重要保障。
针对运动训练过程的科学监控，已有许多学者从不同层面进行了研究。
然而，还存在诸多问题：运动队或教练员对运动训练过程是否进行科学监控的选择还主要以自发性为
主，没有形成制度化；还主要是从单个学科或某一领域进行监控，没有形成系统的监控体系；对训练
过程监控项目共性问题的研究较多，而结合专项特征的研究较少；过多地偏重于对训练结果的监控，
而忽视了对训练过程的监控；对训练过程的监控还主要依据年度大周期的规律，而不适应以小周期训
练为主的现实情况。
    为此，本书采用文献法、调查法、个案研究法、比较分析法和数理统计法等，对运动训练过程监控
的理论体系、优秀游泳运动员训练过程监控系统构建及运作模式进行了系统研究。
研究结果如下：    1．从运动训练过程监控的概念、内涵与外延、分类及主要特征人手，揭示了运动训
练过程监控的本质与规律，建立了运动训练过程监控的五大子系统，初步构建了运动训练过程监控的
理论体系。
    2．构建了我国优秀游泳运动员训练过程监控内容体系。
    （1）优秀游泳运动员的训练过程监控主要包括决定性因素监控和影响性因素监控两大类。
其中，竞技能力发展状况监控子系统、承受训练负荷状况监控子系统是决定性因素监控，而日常身体
机能状态和心理状态监控子系统、身心健康状况监控子系统与营养状况监控子系统是影响性因素监控
。
    （2）遵循全面性原则、系统性原则、针对性原则、可行性原则、相对独立性原则和可比性原则，依
据教练员、运动员、有关专家及已有研究成果，构建了优秀游泳运动员训练过程监控指标体系。
    3．建立了优秀游泳运动员训练过程监控系统及运作模式。
　　（1）从训练过程监控系统构成的“分系统”看，运动训练过程监控系统主要包括目标系统、人
员组织系统、软硬件系统、监控内容系统、实施系统及评估系统几个方面；从训练过程监控系统构成
的“子系统”看，运动训练过程监控系统主要包括运动员竞技能力发展状况监控子系统、承担训练负
荷状况监控子系统、日常身体机能状态与心理状态监控子系统、身心健康状况监控子系统、营养状况
监控子系统五大子系统。
二者共同构成了运动训练过程立体监控系统。
    （2）建立了以科研负责人为主的“行政管理人员—科研负责人—教练员三位一体”的运动训练过程
监控系统运作模式。
    （3）确立了训练过程监控结果评价的五项基本指导思想及对监控指标评价的三项参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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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大超，男，汉族，河南周口人，1972年11月生，教育学博士（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副教授。
河南大学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副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家
级裁判，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会员，校优秀学术群体成员，体育教育科学研究所专职科研人员，曾获开
封市青年科技奖和河南大学优秀科研工作者等多项荣誉称号。

    1997年6月毕业于河南大学体育教育专业，获教育学学士学位，同年被推荐免试攻读本校硕士学位
；2000年6月毕业于河南大学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2003年9月考
入北京体育大学攻读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于2006年6月毕业，获教育学博士学位，并回校
工作。

    近年来，曾主持国家体育总局等省部级课题3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省社科基金课题等国家级
课题4项，主持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教育“十五”规划项目、河南大学科研基金项目、
教改项目等6项，参与教育部“十一五”规划教材1部、其他著作2部，曾发表学术论文近30篇，其中核
心期刊近20篇，所撰写论文曾3次入选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体育科学大会、第12届国际体育信息科学
大会、2004年亚洲体育管理科学大会等国际体育科学大会，10余次入选全国体育科学大会、全国学校
体育科学大会、大学生运动会体育科学大会、全国首届体育博士论坛等国家级科研论文报告会。
论文曾获得教育部论文一、二等奖各1项，省教育厅论文一等奖6项，其他多项奖项。

    曾经在国家游泳队担任奥运科研攻关与服务人员，参与游泳高原训练、游泳最佳竞技状态形成规律
等多项课题的研究；曾担任第29届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技术官员（裁判员）工作。

    研究方向：运动训练过程监控、运动处方制定理论与实践、农村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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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引论1.1  研究背景竞技运动训练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出高水平、能在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
而运动成绩的好坏主要取决于运动训练科学化程度的高低。
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竞技体育的竞争真正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每个国家都更加重视运动训练过程的
科学化。
所谓“运动训练的科学化”，是指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及先进技术组织实施并有效地控制运动训练全
过程，进而实现理想目标的动态进程。
然而，近年来我国竞技体育训练过程的科学化程度虽在不断提高，但总体上仍然处于较低水平。
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在2004．年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曾讲到：“近年来，我国各级运动队训练
的科学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几届奥运会上取得的优异成绩也是与此分不开的。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方面存在的不足⋯⋯从总体上看，我国的体育科研力量还比较薄弱⋯⋯，训练
实践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科研与训练结合不紧、不实，教练员掌握科学知识、运用科学技术的意识
和水平有限，科研人员不能深入学习和深刻把握项目规律，对具体项目、具体问题的研究水平不高，
攻关能力不强，不能对训练提供有效的、具体的、量化的指导。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2005年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的讲话再次强调：推广优势项目的成功训练方
法和经验，加大科技对运动训练的指导和支持力度，建立并不断完善科学训练监控服务体系。
尤其是体能类项目训练过程的科学化程度更是有待提高的重点。
田径、游泳和水上项目“119工程”的提出正是反映出我国对体能类项目训练过程科学化存在问题的正
确认识。
比如，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和全国田径界专家在总结我国田径运动训练存在的主要问题时
认为：训练存在较大盲目性，突破口不清等。
所谓“训练的盲目性”，一方面是指对项目特点和规律认识的不清，另一方面是训练过程的科学化水
平不高。
而对运动训练的全过程实行最佳监测和控制，是有效地提高运动竞技水平和运动成绩的重要前提，是
提高训练科学化程度的重要保障。
训练过程的科学化，在宏观上主要指提高运动员成才率，缩短培养过程，延长运动寿命；在微观上主
要指加强训练过程的科学监控，提高训练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关于如何通过对运动训练过程的科学监控来提高我国运动员训练的科学化水平问题，已有许多学者从
不同层面进行了研究。
洪平、冯连世等从生物化学的角度进行了“优秀游泳运动员训练监控研究初探”；李静、王志强则通
过个案研究撰写了《国际运动健将李静多年跳远训练监控过程研究》论文；马巍然、孙正严等从计算
机监控系统设计角度，完成了《足球训练监控及评估系统的研究》等。
另外，王清等承担了“我国优秀运动员竞技能力状态的诊断和监测系统的研究与建立”的课题研究，
主要从一般训练学的角度，对运动训练过程竞技能力的各个方面如何诊断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研究。
北京体育大学2000级博士生尹军曾撰写了博士学位论文《田径训练过程控制理论的研究》，主要通过
已有资料的二次分析，对田径训练过程控制作了理论上的探讨。
上海体育学院2000级博士生姜传银曾撰写了博士学位论文《散打运动训练监控科学化探微》，主要从
生理、生化学科角度，对散打运动训练监控进行了实证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也一直十分重视对运动训练过程的科学监控。
尤其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以后，为实现“科技奥运”主题，科技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
教育部、国防科工委、国家体育总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
有关部门，共同组织实施《奥运科技（2008）行动计划》。
在这个计划中，国家体育总局所报的“运动科技”计划，把“运动训练的科学监控研究”列为首要问
题。
为此，国家体育总局还以“训练监控为重点”先后建立了训练监控、运动心理、运动创伤和医务监督
、运动营养、信息研究、体能训练与恢复六个重点实验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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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中国奥运军团以32枚金牌、雄踞金牌榜第二的骄人战绩铸就了我国竞技体育新
的里程碑，刘翔110米栏、孟关良与杨文军皮划艇、孙甜甜与李婷网球的重大突破等，震惊了世界体坛
。
最重要的经验之一是：2004．年的奥运周期，国家体育总局“以训练监控为重点”的科技备战取得了
显著成效，运动训练的科学化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然而，通过对我国运动训练过程监控的现状分析，发现还存在诸多问题：运动队或教练员对运动训练
过程是否进行科学监控的选择还主要以自发性为主，没有形成一套有一定部门主管的、训练过程中必
须遵循的规章制度；监控主要是从单个学科（如生理、生化等）或某一领域（心理能力、运动负荷等
）进行，没有形成系统的监控体系；目前，对训练过程监控各个项目共性问题的研究较多，而结合专
项特征的研究较少；过多地偏重于对训练结果的监控，而忽视了对训练过程的监控；对训练过程的监
控还主要依据年度大周期的规律进行监控，而不适应目前国际体育比赛次数大大增加、以小周期训练
为主的实际情况。
事实也证明，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哪个队或教练重视训练的系统、科学监控，哪个队或队员就能取
得突破。
中国皮划艇队的“神话”就是科研人员发挥集团优势所缔造的。
该队有5名博士和5名硕士作科研服务。
他们运用多种方法与手段对运动员的身体机能、运动能力、技战术特点、健康水平以及训练方法的有
效性进行监测和评定，采取营养补充、物理恢复、调整负荷等有效手段，使我国水上项目实现了历史
突破。
刘翔能够在雅典奥运会上夺取宝贵的金牌，主要得益于他的训练具有小周期、多层次、高质量的特点
，加上科学监控，以赛促练，赛练结合，符合国际比赛和训练的新趋势。
    目前，国外对运动训练过程科学监控的研究主要以服务具体项目训练实践为主，以小周期训练的科
学监控研究为重点。
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科学大会上，国外训练监控主要涉及训练的生理生化监控、心理监控和运动营养
监控等方面（胡扬，2004）。
国外研究的特点是：训练监控的生理指标非常简单，多为心率、摄氧量、血乳酸等；训练的生理监控
紧密结合训练，多将简单指标在整个训练周期中结合训练阶段、训练强度和训练量进行系统研究；重
视生物力学、心理学、生理学等多学科在训练监控中的应用；训练的生理监控研究更加倾向于将运动
员机能的实验室诊断改变为训练现场的诊断。
另外，从有关文献可以看出，国外对运动训练过程监控的一个最大特点是监控更加精细化、连续化。
例如，让运动员详细记录每次训练课的训练内容，以及运动员每餐食用的食物种类、数量和饮料、水
果等情况。
国外研究的不足主要表现为：对结合专项的纵深和系统研究远远不够。
比如，对运动心理学的研究，缺乏对训练及竞赛准备过程中运动员心理状态监控的系统研究。
尤其是在大型比赛备战过程中运动员的心理变化十分显著，如能摸索出运动员心理状态的变化规律，
进而实施有效的监测与调节，无疑会促进训练效果的提升和比赛水平的提高。
综观国内外研究现状，各个学科领域的专家从不同的角度都介入到训练过程的监控中，对提高训练过
程的科学化程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由于竞技能力是多维度的，运动员机体的变化也是多机制的。
所以，仅从单个学科或一般训练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或仅凭一个方面的变化来调控运动训练过程，显
然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
正如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杨树安所说：“竞技体育作为复杂的人体科学的研究对象，实践中的许
多问题都需要多学科、多层次的综合研究才能有效解决，包括多门学科，如运动医学、生理学、生物
力学、计算机科学间的综合攻关研究；需要人体科学与社会科学、心理学等的综合应用，生物化学、
生理学等微观层次的研究与有机体整体运动能力间的结合研究；现代高科技与传统科学间的结合等。
这种多学科综合性研究不仅仅是学科数量上的相加，而且有效地提高了体育科研运用于实践的整体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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