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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竞技性是竞技体育的主要特征，运动竞赛是竞技体育行为链的核心环节。
竞技体育的从业者在比赛中展示自己的才华与意志，竞技体育的观赏者在比赛中欣赏运动员的精神与
技艺。
当代竞技体育的重要价值，正是主要通过运动竞赛这一受到广泛关注的社会行为，对于人类社会经济
、政治、环境等方面的发展，对于人们的认知和感情产生巨大的影响而实现的。
    运动竞赛的质量和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对社会影响的程度。
为了顺利地作好比赛的准备，并在比赛中成功地、充分表现出自己的竞技水平，则需要竞技体育从业
者，包括教练员、运动员，以及为竞技选手们提供支持与服务的管理人员、科技人员、医务人员等的
共同努力和创遣性的劳动。
    为了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在与竞技对手的较量中有满意的表现，运动员不仅要努力提高自己的竞
技能力，还要能够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在与竞技对手的较量中”充分地表现出自己已经具备
的竞技能力。
从而，如何准备比赛、如何参加比赛历来是竞技体育从业者认真思考和努力实践的核心内容。
    竞技体育行为链在时间维度上前后衔接着选材、训练与竞赛三个基本的环节，每个环节各有不同的
任务。
    运动员选材的工作任务是选拔出具有优越的遗传性竞技潜力的少年儿童，以期通过对其进行系统训
练培养出高水平的竞技选手；运动训练的工作任务是通过系统的专门训练活动，发展与提高运动员的
竞技能力水平；而运动员参加比赛的工作任务则是力求充分发挥运动员已经获得的竞技能力，使其转
化为理想的运动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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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赛前准备参赛目标的设立与2008年奥运会中国军团参赛目标的定位人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的，人的一切
行为也都是为了实现其目的而展开和进行的。
目标即是人们对于行为结果预先设立的要求或标准，是一种愿望，是一种期待。
竞技体育活动的主体目标就是生产出人们期待的运动成绩。
每支代表队、每个运动员参加比赛的目标通常都是争取好的名次或创造理想的运动成绩。
发展竞技能力与提高运动成绩，是运动训练和竞技参赛活动的直接目的。
运动员在训练中努力实现竞技能力的变化，并在比赛中力求将其表现为相应的运动成绩。
训练的目标与参赛的目标总体上是一致的，但具体上又是有差别的。
训练的所有内容、各种训练负荷、各式各样的训练安排，都是为了促进竞技能力的发展与提高，实现
预定的训练目标；而赛前的一切准备和参赛过程中的所有努力，则都是为了在比赛中能够充分地表现
出已经获得的竞技能力，实现预定的参赛目标。
训练目标是为参赛目标服务的。
实施目标控制，就是依实现预定目标的需要，组织实施整个工作过程，这是成功地进行社会实践的重
要原则。
竞技体育活动的目标控制，即指按照竞技目标的要求，组织与实施全部训练活动及全部参赛过程，同
样也是成功地进行竞技体育实践的重要原则。
为了有效地实施目标控制，首先就要求我们设立的参赛目标要准确、要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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