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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北京奥运会的圆满落幕，在国际竞技舞台上，我国夏季项目整体成绩达到了一个巅峰状态。
然而，作为国际竞技体育大家族中重要一员的冬季运动项目，近年来我国虽有突破，但整体水平在国
际上仍处于中游，冬夏竞技体育项目发展呈现不平衡状态。
 “奥运争光计划”的全面落实离不开冬季运动项目的支撑，尽快提高冬季项目竞技水平是摆在业内人
士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夏季项目的成功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紧紧依靠科技进步，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
    我国冬季项目训练与科研工作起步较晚，自20世纪50年代开展冬季项目以来，训练与科研呈现缓慢
发展的态势。
就短距离速度滑冰而言，虽然在竞技成绩上出现过几次高潮，但在科研上与夏季项目相比仍有较大的
差距。
训练过程经验成分占主导地位，对训练规律的认识还处于感性阶段，在实践基础之上借助于现代运动
训练科研成果及时地对项目特征、训练规律的系统研究一直是较为欠缺的，我国在此项目上成绩大起
大落与此不无关系。
在速度滑冰训练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方面，目前移植借鉴内容较多，尚处于一种“跟随状态”，适合我
国自身特点的原创性科研成果较少，综合性的系统研究更是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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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黑龙江省教学成果二等奖一项，在各类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主编教材三部。

    现任黄石理工学院体育部主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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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三、对项目特征的深刻认识是实施科学训练的基本前提在纷繁众多的竞技体育项目中，每一个
项目都有其独有的特征，科学的训练离不开科学的理论指导。
所谓科学的理论，就是对项目特征的深刻理解和对训练规律的正确把握。
短距离速滑运动员体能训练计划的制订与训练方法的实施，是在对短距离速滑项目特征和训练规律深
刻认识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是对短距离速滑训练特征的深刻反映。
通过对短距离速滑项目特征的研究，探寻其规律，并进行系统性梳理，初步建立其理论框架，可为我
国教练员提供一份较为科学、明确的参考性文件。
丰富我国短距离速滑专项训练理论，这对指导和规范训练实践过程，做到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加强短距离速滑专项理论对运动训练与竞赛实践的指导，提高训练的科学化程度，促进我国短距离速
滑运动的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四、评价与诊断是提高短距离速滑专项体能水平的有效途径训练信息反馈是实现训练控制的前提条件
，因此在训练中教练员及科研人员必须重视及时获取有关运动员训练的各种反馈信息，以便于更好地
对训练过程进行有效控制，使训练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而要获取训练信息，则是通过监测措施来完成的，随后将获取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得到有价值的参
考资料来指导以后的训练实践。
这个监测和加工处理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进行“评价与诊断”的过程。
对运动员的体能水平评价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对其体能状况进行诊断。
通过诊断，对其体能进行综合评估和比较，发现其不足，以便根据运动员的具体隋况，实施科学训练
。
“诊断是训练活动的起点，科学诊断是运动训练科学化的基本内容之一，它能够为建立训练目标和制
订训练计划提供重要依据。
”由于体能训练过程的长期性和影响因素的复杂性，需要教练员和科研人员不间断地对运动员的训练
状态进行动态评价和诊断，并根据反馈结果及时对训练方案做出调整。
随着现代竞技体育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项目开始重视训练的评价与诊断工作，其方法越来越先进
，效果也越来越明显。
目前，许多国家对一些重点项目建立了“高级运员综合监测系统”，从而实现了在系统化程序基础上
的有效控制，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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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作者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之上经进一步修改、补充完成的。
感谢我的导师上海体育学院吴瑛教授，三年的求学生涯导师为我倾注了大量心血。
感谢上海体育学院余继英教授、陈及治教授、杨再淮教授、司虎克教授、徐昌豹教授、朱咏贤教授、
陈文鹤教授、冉强辉教授等老师们在研究过程中给予我细致、无私的指导与帮助，衷心地谢谢老师们
！
感谢上海体育学院研究生处的老师在学习过程中给予的帮助与支持；感谢阿英嘎、张庆文、董仲明、
孔庆涛、华力君、刘平等同学，是他们的帮助与鼓励使我走过了漫长而艰辛的求学之路。
本研究在调查问卷发放、专家访谈和测试过程中得到了冬管中心的各位领导，国家队谢天恩教练、陈
光磊教练，八一队肖汉章教练、扎布教练，黑龙江省体工队邓绍新教练，佳木斯体工队朴京柱教练，
大庆体工队张鲁海教练，吉林省体工队贾玉波教练，哈尔滨体育学院朱志强教授、蒙猛教授、颜彤丹
教授以及沈阳体育学院教授专家们的大力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感谢在体能测试过程中给与积极配合的所有教练员和运动员！
感谢我的家人，父母、兄弟姐妹们，感谢我的妻子邹丽，儿子陈奥，三年的求学生涯，他们为我提供
了物质上的保障和精神上的支持，免去了我的后顾之忧，使我能安心地顺利完成学业。
回顾过去，虽然自己尽心尽力，但也只是做了一点点力所能及的小事。
人生是有限的，但追求真理的道路永远没有终结，在今后的科学探索之路上，我将一如既往，努力进
取，不断地丰富和完善自己。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黄石理工学院引进人才项目，黑龙江省科技攻关课题《我国优秀短距离速滑运动员
体能训练特点及其评价与诊断方法研究》和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佟季奥运项目陆地与冰（雪）上训
练科学衔接及有效性的研究与应用》的资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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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优秀短距离速滑运动员体能训练理论与实践研究:以500m项目为例》：中国体育博士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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