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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练员的岗位培训是终身教育的组成部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诸多文件中多次强调指出：“每个人的一生都应该不断接受不同层面的、不同
程度的职业教育的培训。
21世纪是终生教育的世纪，知识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翻新，靠经验、靠资历、靠一劳永逸的文凭去
胜任工作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教练员同医生、律师等一样也是一种专门职业，教练员的职业行为同样有许多特点和技术要求，要
胜任这种职业，必须得经过严格、科学的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的训练。
所以，不断吸取新东西，掌握教学训练的知识和技能，选择合理的训练行为，是教练员自身的迫切任
务和基本要求。
教练员队伍的素质直接关系到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关系到高校是否能够实现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目
标。
抓好我国高校教练员队伍建设，已成为我国高等院校进一步实施体教结合、落实“奥运增光计划”、
全面提高教练员训练水平和训练效率的一项重要的战略方针。
世界上最大的浪费，无过于不必要的、错误的、无效的工作所造成的浪费。
教练员的训练活动是一种严格的时限活动，在训练课上对时效的要求非常明显，向每次训练课要质量
已成为教练员的共识。
这就涉及教练员教学训练的工效问题，也就是教练员和运动员在单位时间内付出的劳动所取得的成功
率，即以最少的训练时间换取最佳的训练效果。
要提高训练效率就必然要涉及教练员的传播技能、技巧和最佳训练行为的选择。
所以，教练员基本教学训练技能是教练员训练能力形成的重要构成要素，也理应成为教练员岗位培训
的重要内容。
教育科学的研究表明，教练员的教学训练技能是可以分析的，也是可以有计划地予以训练和培养的。
创造有效的技能训练环境，使有经验或无经验的教练员能够在原有技能的基础上，掌握新的教学训练
技能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开展教练员基本教学训练技能的培训，对提高教练员教学训练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此，完善和改进教练员岗位培训的内容和方法，加速提高教练员的教学训练能力和教学训练水平已
成为提高我国高等院校竞技运动水平全局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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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十六章。
第1章：简要论述了职业培训和教练员职业培训的新理念以及国内外教练员职业培训的一些具体内容
和操作方法。
第2～3章：主要涉及教学训练技能的理论基础以及我国教练员教学训练技能形成的途径和存在的缺陷
。
第4章：论述了有关教学训练技能分类的原则、意义等，详细描述了本教材对教学训练技能分类的研
究和过程。
第5～14章：对本教材涉及的10项教学训练技能逐一进行了概念、功能、构成要素、类型以及运用要点
的详细阐述。
第15～16章：内容涉及对体育教练员教学训练技能培训的具体步骤，包括培训的设计、组织、程序和
各项准备工作以及操作与评价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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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四、直观演示技能的类型  五、直观演示技能的应用要点  六、直观演示技能评价单第十一章  反
馈技能  一、什么是反馈技能  二、反馈强化技能的功能  三、反馈技能的构成要素  四、反馈技能的类
型  五、反馈技能的应用要点  六、反馈技能评价单第十二章  变化技能  一、什么是变化技能  二、变化
技能的功能  三、变化技能的构成要素  四、变化技能的类型  五、变化技能的应用要点  六、变化技能
评价单第十三章  控制技能  一、什么是控制技能  二、控制技能的功能  三、控制技能的构成要素  四、
控制技能的类型  五、控制技能的应用要点  六、教学控制容易出现的错误与纠正方法  七、教学控制技
能评价单第十四章  结束技能  一、什么是结束技能  二、结束技能的功能  三、结束技能的构成要素  四
、结束技能的类型  五、结束技能的应用要点  六、结束技能评价单第十五章  教练员基本教学训练技能
培训模式的构建  一、教练员基本教学训练技能培训模式  二、教学训练技能培训总体设计方案  三、教
练员基本教学训练技能培训程序  四、教学训练技能实践课的组织  五、教学训练技能培训实践课中的
可变因素  六、培训实践课中各角色的任务  七、教练员基本教学训练技能培训模式的特点第十六章  教
学训练技能培训课的准备工作  一、教学训练技能录像示范带的制作  二、录像示范带的结构与制作程
序  三、教学训练技能培训课教案的编写  四、教案的设计与举例  五、教学训练技能培训课的记录与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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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设定教学训练目标的构成要素教学洲练目标的编写必须准确、严密，不能用模棱两可的术语来表
达要求运动员完成的学习训练任务。
如果训练课教学结束后，教练员所观察到的或通过实际测得的运动员动作技术行为变化能按课前所编
写的教学训练目标加以衡量和评价的话，那么该教学训练目标的编写就是成功的。
在编写规范的教学训练目标时，教练员应该考虑以下4个教学训练目标的构成要素：①谁（教学训练
对象）；②做什么（完成的学习训练行为）；③做到何种程度（行为水平）；④学习条件（完成学习
训练行为的条件）。
四、教学训练目标的类型这里的教学训练目标的分类是指对运动员预期的学习训练结果或行为变化的
分类。
对教学训练目标进行分类就是要对教学训练设计及教学训练目标设定中一些模糊的概念划清界限，以
便于教练员的教学训练及相互学习交流。
传统的教学训练把“三基”（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基本技能）作为一种教学训练目标，单纯强调“
三基”是不全面的。
我们认为，“三基”教学训练对运动员获得一定的知识，掌握一定的运动技术、技能是必要的，但仅
以此为教学训练目标就容易忽略运动员在学习训练过程中认知领域里所包括的理解、应用、分析、综
合、评价及情感领域中的部分教学训练目标。
因此，对教学训练目标进行分类，有助于教练员在设定教学训练目标时充分全面地考虑这些综合目标
，制定出全面的、最适合学习训练需要的教学训练目标。
当代美国的著名教育学家、心理学家本杰明·S·布卢姆在使教学目标明确化与系统化方面做出了较
大的贡献。
他把教育目标心理学化，按照达到目标所需的心理发展水平的高低，有序地组成系统。
布卢姆和他的同事在1956年将教学目标划分为三个领域，即认知领域：情感领域和心理运动领域。
在教学训练目标的设定过程中，作者将教学训练目标划分为四个领域，即认知领域、情感领域、运动
技能领域和身体素质发展领域的目标。
这四个领域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一个整体。
教练员应该意识到这四个领域是不可截然分开的。
在训练课教学中，教与学都应以行为目标为主导。
行为目标包含着两个独特的要素：①目的要素或内容焦点，它反映了教学训练的总目标和训练课的价
值取向；②对运动员所要求的动作技术行为的描述或教练员期望的动作技术行为的发生。
教练员可利用教学训练目标的分类对渐进的教学训练内容设定动作技术行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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