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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射击的优势项目地位与射箭项目奥运会金牌增长点问题
ΞΞΞ

StudyontheIssuesofSu periorEventsStatusofChinaShootin gandGold
MedalGrowthPointsofChinaArcher yintheFutureOl ympicGames

石 　岩1 　田麦久2ΞΞΞ

SHIYan 1 　TIANMai jiu2

摘要 :本文对我国射击的优势项目地位与奥运会金牌增长点问题进行了初步剖析 ,并重点探讨

了我国射箭项目成为潜优势项目与奥运会金牌增长点的几个问题。一些观点可供竞技体育主

管部门今后在制定项目发展规划和进行决策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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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issuesofsu perioreventsstatusofChinashootin gand goldmedal growth pointsinthe

futureOl ympic games,are preliminarilyanal yzed.Ontheotherhand,several problemsonChina

archerybecomin gsub-su perioreventsand goldmedal growth pointsinthefutureOl ympic games,

areem phaticallystudied.Someview pointsinthe paperwill providethereferencesfortherelevant

governmentde partmentsins portstomakedevelo pmental plansandmakedecisionsinthe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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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射击的优势项目地位与奥运会金牌增长点问题

1. 1 　理想与现实

在一份内部材料中看到这样的一段话 :“在射击运动界有

一种观点认为 ,射击比赛结果受偶然性因素影响较大 ,不可能

项项都好 ,反正‘东方不亮西方亮’,能拿到一、两块金牌就不错

了”。这恰恰表明 ,我们对于射击运动竞技规律的把握还远非

理想。应该说 ,这个运动员能够做到的 ,那个运动员也有可能

做到 ;韩国运动员在与射击具有同样竞技特点的射箭比赛中 ,

能够包揽全部项目的世界冠军 ,为什么中国运动员就不可能在

十几个小项的射击比赛中得到更多的金牌 ,绘出“东方西方一

齐亮”的美景呢 ?

从洛杉矶到悉尼的近 5 届奥运会上 ,中国射击比较出色地

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为我国奥运金牌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

特别是射击对中国竞技体育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在回顾这

段奥运历程时 ,可以看到中国射击的发展轨迹 ,有汉城奥运会

“一金未得”的低谷与失落 ,也有后来的崛起与发展 ,但是还没

有进入中国射击运动的辉煌时期 ,其原因就是在我国 7 个传统

优势项目中 ,射击所获奥运金牌数占所设比赛项目数的比例最

小。当射击界的同志们在为取得的奥运金牌欢欣鼓舞 ,并认为

可以自我满足与陶醉的时候 ,我国其它优势项目“大包大揽”奥

运会金牌的势头 ,让人们感到射击应该有更大的作为 ,言外之

意就是 ,射击应该拿到更多的金牌。

当射击界的同志们在谈论“东方不亮西方亮”的观点时 ,乒

乓球项目的“东方西方一起亮”的战绩 ,特别是韩国射箭的“东

方西方一起亮”,让我们感到了差距。至今记忆深刻 ,2001 年北

京第 41 届世界射箭锦标赛上韩国教练员 T 恤衫后面的“永远

不败”四个字 ,也佩服韩国人这种长盛不衰后形成的霸气。

我们不否认中国射击的理想是“东方西方一起亮”,但是回

到现实却表现为“东方不亮西方亮”。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中国

射击肯定是不会满足于现实 ,那么在实现理想的征途上 ,中国

射击应该怎么思考与操作呢 ? 我们认为 ,应该走出“东方不亮

西方亮”的怪圈 ,从观念上突破是第一位的 ,中国射击应该永远

争第一 ,中国射击不应满足于现实 ,应该有更大的作为 ,而且也

完全可能实现“东方西方一起亮”。

1 . 2 　2004 、2008 年奥运会中国射击的目标定位与金牌增长点

据新华网报道 :“在悉尼奥运会后 ,中国射击队制定了一个

保守的目标 ,在雅典奥运会上至少夺取 2 枚金牌 ;亚运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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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又提出在雅典奥运会上力争取得 4 至 5 枚金牌 ,并给出了理

论依据 ,即按照概率学的基本规律 ,射击运动的优势项目在奥

运会上的成功率一般为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 ,在 3 个有夺冠希

望的项目中 ,大概能保证只有一项能取得奥运金牌 (注 :这就是

中国射击重大比赛金牌预测的所谓‘三保一理论’) ,现在中国

射击队大致有 12 个优势项目 ,因此在 2004 年雅典奥运会上可

以夺取的金牌数大致为 4 枚 ,最少也可以拿到 3 枚 ;在今后的训

练中 ,将采取一定的措施增加中国队的优势项目 ,力争夺取 5

枚金牌。”

我们基本认同中国射击队 2004 年雅典奥运会的这一奋斗

目标。在确保以往取得过金牌的优势小项胜利的同时 ,其它的

小项上再出现 1-2 个“黑马”,就可以实现 4-5 枚金牌的奥运

奋斗目标。在雅典奥运会上我国其它优势项目可能受到更强

烈“阻击”而夺取金牌困难加倍的情况下 ,目前处于快速发展时

期的中国射击 ,迎来了表现与证明自己的大好机会。中国射击

如果能够实现这样的奋斗目标 ,必将成为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的

“一大亮点”,对我国奥运军团金牌总数做出巨大贡献。把握机

会 ,在中国奥运金牌涉险之机展现中国射击的强大与风采 ,也

可以为射击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实现辉煌创造更加有利的发

展条件。

近年来 ,俄罗斯竞技体育的重新崛起对中国在雅典奥运会

上实现奥运金牌增长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射击是俄罗斯的传

统优势项目 ,俄罗斯射击肯定要在雅典奥运会上再次证明自己

的实力。加之 2004 年奥运会是在欧洲的希腊雅典举行 ,场地、

气候、饮食、人文社会等因素都不利于我们 ,因此 ,要想在雅典

奥运会上实现中国射击的奥运金牌增长目标也决非易事。

对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 ,中国射击的奋斗目标应该是很

明确的 ,也就是要夺取奥运会所设射击小项的一半以上的金

牌 ,力争夺得 50-60% 左右的奥运会射击金牌。具体来讲 ,除

去“奥运瘦身计划”中射击要减小项的影响 ,2008 年北京奥运会

中国射击的奋斗目标应该是 7-8 枚金牌左右 ,至少也应该完

成 5-6 枚的任务指标。实现这一奋斗目标的关键是在所有奥

运会射击项目上都要具有争金夺银的实力 ,并形成更多的射击

金牌增长点。从目前的情况看 ,女子步枪和女子飞碟等项目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射击新的金牌增长点。突出发展女子

射击项目是我国射击今后发展的策略之一。当然 ,就射击项目

而言 ,悉尼奥运会上男子气步枪夺金事例告诉我们 ,一些男子

项目也有很大潜力 ,也有可能成为奥运金牌增长点。

1. 3 　培养超一流射手是中国射击实现奥运辉煌的关键

过去有一种说法 ,奥运会上前 8 名的选手都有拿冠军的可

能 ,言外之意是 ,大家的水平比较接近。当我们的运动员拿不

到金牌时 ,这也许是最好的理由。尽管目前有这种趋势 ,但是

超一流选手在奥运会上夺取金牌的概率要大得多 ,因此 ,培养

超一流射手是中国射击实现奥运辉煌的关键。毫无疑问 ,形成

更多的奥运金牌冲金或夺金点是中国射击发展的重点 ,而支撑

这些点的是一些优秀的射手 ,特别是超一流的射手。如何培养

出一些超一流射手是中国射击备战与征战未来奥运会的关键

所在。

多次在世界大赛上取得好成绩 ,说明中国射击在培养世界

冠军和奥运会金牌得主方面具有自己独到的一些理论与方法 ,

但是 ,为何没有在奥运会上取得更多的金牌也不得不使我们思

考这样的问题 :中国射击的成功经验到底是什么 ? 中国射击的

训练理念是什么 ? 射击各个项目的制胜规律是什么 ? 进一步

讲 ,中国射击怎样才能在奥运会上更上一层楼 ,取得更多的金

牌 ?

首先 ,中国射击的“自我封闭状态”应该解除。胜利是好

事 ,但有时也是坏事。我们说中国射击有自我封闭的倾向 ,主

要是看到多次的胜利会给中国射击带来很多的自信 ,但是一种

潜在的危机也就出来了 ,固守自己的“宝贵经验”,不敢创新 ,加

之缺乏对外交流 ,使自己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 ,这样非常不利

于中国射击的发展。射击要发展 ,必须要开放。没有进一步的

开放 ,训练的创新就无从谈起 ,没有创新 ,项目就会停滞不前 ,

甚至倒退。如何开放 ,并在开放中寻求发展是我们应该思考的

一个重要问题。

其次 ,对射击训练理念和制胜规律要加强认识。中国射击

没有实现“东方西方一起亮”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在训练理念和

制胜规律的认识上还不到位。过去射击界有一个好的传统 ,就

是教练员的科研意识强 ,经常发表一些比较好的射击研究论

文。现在 ,好的科研论文少了 ,也很少有人写了。对此 ,我们感

到一些忧虑。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对射击训练理念和制胜规律

的认识是动态的、长期的 ,不是一次性的 ,同时 ,由于一些胜利

很可能会使我们将一些错误的东西误认为是对的 ,并在后来的

运动实践中去应用。如果中国射击不能“与时俱进”,在训练理

念和制胜规律认识上停滞或落后 ,在训练方法和手段上“惯性”

下去的话 ,那么即使再苦、再累 ,也难以有所突破。

第三 ,应该探寻培养超一流射手的理论与方法。奥运会冠

军是优中选优的产物 ,是超一流选手的比赛结果。我们应该树

立培养超一流射手的强烈意识 ,探索“锻造”超一流射手的方法

手段 ,从“魔鬼式训练”中学会坚强 ,从“非常训练”中学会适应 ,

从比赛中获得经验与自信 ,使他们具有超强的实力和超人的心

理 ,在世界比赛上稳定出色发挥 ,并最终成为超一流射手。培

养超一流射手对中国射击来说 ,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我

们过去曾经培养出来过 ,现在也在培养一些 ,今后还会培养出

来更多。现在的问题是 ,要更加有意识地去培养 ,要尽快建立

培养超一流射手的理论与方法体系 ,同时要注意宏观战略研究

与微观技术层面探讨相结合。

最后 ,应继续加强射击科研与心理训练工作。以往在这方

面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但是在中国射击走到今天的

时候 ,面对 2004 、2008 年奥运会 ,中国射击的科研工作面临的

挑战是“还能做什么”的问题 ,也就是还能为射击训练与竞赛解

决什么问题。是停留在激光测试辅助训练、心理咨询与赛前准

备工作上 ,还是寻求拓展新的突破口 ? 我们在 2002 年国家级

教练员研讨班上与几位射击教练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交谈 ,感

受到他们期望训练有新的突破的想法。一方面是更高层次的

科研需求 ,一方面是科研工作的局限性 ,看来中国射击下一步

应着手解决好这一影响到今后发展的问题。

2 　射箭能成为未来奥运会我国金牌新的增长点吗 ?

2 . 1 　射箭项目的归属

我国竞技体育项目通常被分为 3 类 :一是优势项目 ;二是

潜优势项目 ;三是落后或薄弱项目。有人指出 :奥运会优势项

目应该是有实力在奥运会上获得奖牌的项目 ;奥运会潜优势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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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是指有实力在奥运会上获得前 8 名和近年来水平提高较快

的项目 ;其它的奥运会所设的项目为奥运会一般项目。然而 ,

通常人们认为 ,优势项目是指那些在历届奥运会上经常拿金牌

的项目 ,如乒乓球、羽毛球、体操、跳水等。据统计 ,在最近 3 届

奥运会上 ,我国运动员分别在 28 个项目中的 12 个项目上夺取

金牌 ;在 2000 年悉尼奥运会上 ,我国选手在参加的 24 个项目的

9 个项目上夺取冠军。潜优势项目是指在奥运会上较少拿到金

牌 ,但是有实力去竞争冠军或“冲金”的一些大项或小项 ,如击

剑、柔道、男子举重与一些女子项目等。落后项目则是指那些

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很大差距的运动项目 ,如网球、田径大部

分项目、男子三大球等。严格来讲 ,所谓的优势项目应该是有

实力在奥运会上拿金牌的大项目中的那些小项 ;潜优势项目是

指那些有希望冲击金牌的一些小项 ;其它均为落后项目。

射箭应该归属什么项目呢 ? 第 41 届世界射箭锦标赛后 ,

由于中国射箭女队首获世界团体冠军 ,因此有人提出了“射箭

是金牌增长点项目 (也就是潜优势项目)”的说法。为了进一步

了解这方面情况 ,在 2001 年国家级教练员研讨班举办期间 ,我

们向国家体育总局的有关领导提出这个问题 ,得到的回答是 ,

在我国潜优势项目中目前还没有考虑把射箭这个项目列入。

“射箭是金牌增长点项目”的说法还只是一家之言 ,并没有得到

进一步科学论证与确认。如果射箭不是潜优势项目 ,那么只能

属于落后项目了。对于这样的归属 ,中国射箭界的从业人员们

能接受这样的现实吗 ?

尽管我国射箭近些年来取得了一些好成绩 ,但是由于在奥

运会比赛中的成绩并不理想 ,因此并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中

国射箭在 2001 年有了一些变化 ,但是我们认为 ,还是“量”上的

增长 ,并没有“质”上的突变。我们现在还远远不是高兴的时

候 ,盲目的乐观可能是悲剧的开始。现在中国射箭最需要做的

一件事是“研究”,好好分析一下我国射箭运动的现状和未来发

展空间 ,重新明确 2004 、2008 年中国射箭项目的目标定位 ,当

然更重要的是对射箭项目成为 2004 、2008 年奥运会我国金牌

新的增长点要进行可行性论证。

2. 2 　对射箭成为未来奥运会我国金牌新的增长点的思考

据有关方面统计 ,2001 年九运会射箭比赛整体水平超过第

八届全运会 ,男子射箭成绩有很大幅度的提高。有 5 人在个人

排名赛中达到 660 环以上 ,还有两位选手则达到 559 环 ,这样的

好成绩是历届全运会所罕见的。个人淘汰赛中 ,男子 18 支箭 8

人次达到 165 环以上 ,最好成绩是 169 环 ,12 支箭则有 3 人次

平 114 环的全国纪录。但相比之下 ,女子个人排名赛成绩并不

十分理想 ,只有 3 人达到 650 环以上。女子 18 支箭最高成绩是

168 环 ,12 支箭只有 1 人达到 110 环以上 ,成绩是 112 环。团体

赛中 ,男队、女队最高皆是 246 环。有关专家指出 ,此次比赛的

成绩虽然还不错 ,但要达到世界高水平 ,18 支箭男子要 168 环

以上 ,女子要 166 环以上 ,而 12 支箭男女都要 112 环以上 ;团体

女队要在 245 环以上 ,男队要在 248 环以上 ,由此看出 ,我们的

整体水平还是不够高。

按“同群优先发展”原则 ,中国射箭应该与射击一样 ,早就

应该在奥运会上拿到金牌了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 ,我们在射箭

这个项目上好像并不走运 ,几次与金牌失之交臂。个中原因很

是值得反思。可以说 ,中国人非常适合从事射箭项目 ,过去的

辉煌就是例证 ,近 20 年的起伏徘徊说明了什么 ? 我们在训练

等方面落伍了 ,现在虽有改观 ,但是根本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

决。

第 41 届世界射箭锦标赛的成绩让人看到了中国射箭“崛

起”的一缕曙光 ,但是我们很清楚我们现在的总体实力与我们

的老对手韩国还有较大的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使得我们在

比赛中经常处于劣势。仅凭 1～2 次侥幸地战胜他们 ,并不能

说明这种差距的消失。俗话说 ,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现在对

于强大的韩国射箭 ,我们了解的并不多。偶尔战胜 1 次韩国运

动员 ,足以让我们和国内媒体高兴一阵子。现在还没有进入真

正的中韩对抗的时代 ,最起码这种状态要延续到 2004 年雅典

奥运会 ,可以预期中韩对抗、火拼 ,甚至中国完全取代韩国成为

霸主应该是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上。

就 2004 、2008 年奥运会来讲 ,我国射箭主要还是在女子个

人和团体上有竞争金牌或奖牌的实力 ,在这其中最有希望的是

女子团体。对于这一点 ,大家都很清楚。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去

确保我国在这个小项上的优势能够得到充分发挥 ? 我们需要

好好研究这样一个困扰中国射箭发展多年的问题。如果我们

把这样的问题交给洋教练去解决 ,他能承受得了吗 ? 要想在

2004 、2008 年奥运会上有所作为 ,也就是拿金牌 ,仅靠“中长期

聘用洋教练的引进策略”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必须还要实施“科

技先行策略”、“突出女子优势策略”、“赛制改革激励策略”等 ,

也就是说 ,我们在射箭项目备战 2004 、2008 年奥运会中 ,必须

有“超常规的做法”。只有继续加大射箭项目改革的力度 ,勇于

探索 ,大胆实践 ,中国射箭才有可能成为我国潜优势项目 ,并在

2004 、2008 年奥运会上实现金牌零的突破或有更大的作为。

在 2000 年悉尼奥运会上 ,我国的优势项目充分发挥了水

平 ,其中跳水金牌 8 取 5, 羽毛球 5 取 4, 乒乓球和女子举重全

拿。在目前优势项目金牌“饱和”、金牌空间有限的情况下 ,优

势项目已经没有多少潜力可挖 ,而增加金牌的出路在于那些非

优势项目中有望拿金牌的项目上 ,通过这些潜优势项目潜力的

挖掘来实现金牌增长的目标。目前来看 ,我国潜优势项目的发

展并不乐观 ,挑战大于机遇。像奥运会这样的大型比赛 ,对于

潜优势项目的脱颖而出 ,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从近几届奥运

会比赛情况来看 ,潜优势项目为我国奥运金牌增长所做的贡献

还不大。要使一些潜优势项目为我国奥运金牌增长所做的贡

献加大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2001 年国家体育总局提出 ,为了在 2004 年奥运会 ,特别是

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上再创佳绩 ,使中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

展 ,应该巩固优势项目群 ,开发和扩大适合中国实际的潜优势

项目以及扩大新的金牌增长点 ,也就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现有的

奥运会优势项目 ,大力开发奥运会潜在优势项目。

面对我国竞技体育进行项目布局结构调整的大好机遇 ,射

箭项目要借助这一东风 ,通过自身的努力 ,使射箭项目能够被

列入我国 2004 、2008 年奥运会潜优势项目群组中 ,争取在资金

和政策等方面得到更大的支持和倾斜。对此有关射箭主管部

门应积极地行动起来 ,考虑 2004 、2008 年奥运会中国射箭应该

如何应对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中国射箭的发展不是哪几个

人的事情 ,而是大家共同的事业。为此 ,我们建议 :尽快召开专

题研讨会或论证会 ,请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来献计献策 ,共同

谋划中国射箭的发展之路。

需要指出的是 ,在经济全球化、体育国际化的大背景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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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射箭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寻求发展 ,需要以更加开阔的胸

怀接受各种有益的建议和批评 ,从而走出封闭、狭隘意识的束

缚 ,在射箭运动科学化训练的大道上阔步向前。

3 　再论射箭成为我国奥运会金牌增长点项目问题

3. 1 　对射箭成为我国奥运会金牌增长点项目的分析

3.1.1 　成绩资本与地位获得

从悉尼奥运会我国所取得的成绩来看 ,我国奥运金牌绝大

部分出自我国 7 个优势项目 (乒乓球、羽毛球、跳水、体操、射

击、举重、女子柔道) ,其它项目奥运金牌贡献率仅为 7% 。悉尼

奥运会上跆拳道项目实现了金牌零的突破 ,男子花剑和女子自

行车也有很好的表现 ,可以称为我国奥运会潜优势项目。2002

年我国一些女子项目 (如女子曲棍球、女子游泳等) 也有不俗的

表现 ,有望成为在奥运会上“冲金”的潜优势项目。

与我国上述潜优势项目相比 ,射箭以往世界大赛的成绩和

现有世界大赛竞争实力并不差 ,尽管射箭在 2000 年悉尼奥运

会与 2002 年釜山亚运会上的成绩不理想 ,但是我们仍然认为 ,

射箭是目前最有希望成为我国奥运金牌增长点的项目之一。

射箭是我国奥运金牌增长点项目来源于我国射箭在世界

大赛上取得的成绩。翻开近些年中国射箭的成绩簿 :1984 年洛

杉矶奥运会个人银牌、1987 年世界锦标赛个人冠军、1992 年巴

塞罗那奥运会团体银牌、1994 年广岛亚运会团体冠军、1996 年

亚特兰大奥运会个人银牌、1999 年法国世界锦标赛团体亚军、

2001 年北京世界锦标赛团体冠军等。这些成绩说明一个问题 ,

中国女子射箭水平 10 年来一直是世界级的 ,具有在世界大赛

上争金夺银的实力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 ,女子射箭在 2004 、

2008 年奥运会上将有可能成为一匹“黑马”,实现中国射箭历史

上金牌“零的突破”,其更重要的意义是为中国奥运军团贡献 1

-2 枚宝贵的金牌 ,形成金牌新的增长点。

3.1.2 面对现实 :机遇与挑战

从 1984 年开始 ,我国射箭多次与奥运金牌失之交臂 ,我们

不能说我们没有夺冠的机会。俗话说 ,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

人们。在反思这一现象时 ,我们认为 ,更多的是我们自己在工

作上还没有做好。我国射箭在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的同时 ,也

留下了一些沉痛的教训。人们常讲 ,失败是成功之母 ,失败并

不可怕 ,但是其前提是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对于中国射箭来

讲 ,给人的感觉是我们还再犯过去的错误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

号 ,也是起伏不定表现的重要原因。

经过几十年、几代中国射箭人不懈的努力 ,中国射箭在近

些年的世界大赛上取得了一些很好成绩 ,成为国际箭坛上一支

不可小视的强队 ,但由于比赛发挥问题 ,有冠军实力的中国射

箭多次难以在奥运会上表现自己和证明自己 ,这的确是让人感

到非常遗憾的事情。现在留给中国射箭冲顶的机会已经不是

很多了 ,我们只有把握有限的机会 ,才能实现奥运金牌梦想 ,促

进我国射箭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3. 2 　我国射箭项目奥运夺金的策略问题

3.2.1 　完善我国射箭奥运夺金计划

从 2002 年 12 月 3 日中国体育报上了解到有关部门已经制

定了我国射箭项目 2004 和 2008 奥运争光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由于没有看到这个方案的具体内容 ,因此也不好发表意见 ,但

是建议在《中国射击射箭》等内部刊物上刊登全部内容或摘要 ,

征求大家的意见 ,以便不断完善我国射箭奥运夺金计划。

3.2.2 　科技支持要有“大手笔”

近年来我国皮划艇项目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科研

工作的“大手笔”,有一些作法值得借鉴 ,如外聘几位体育科学

博士担任科技副领队 ,定期邀请国内外一流的专家学者讲学 ,

为教练员开办研究生课程进修班 ,建立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科研

工作流动站 ,成为国家体育总局 119 工程科学化训练保障体系

第一个带有示范性质的试点单位等。

我国射箭项目的科研工作是断断续续的。从 80 年代初的

射箭运动员心理训练开始 ,此后有射箭动作力学分析、射箭训

练计划安排、射箭运动员中初级选材、射箭运动员体能训练以

及射箭心理研究等。可以说研究不少 ,可真正能派上用场、发

挥作用的并不多。现在看来 ,射箭科研工作难以更好地为训练

服务的关键问题是没有建立起灵活的“开放式”科研机制 ,也与

大家对科研工作的认识不到位有关。另外 ,我国射箭项目的科

研工作 ,过去常被认为只是少数科研人员的事情。

我国射箭要实现奥运会金牌突破 ,必须要重视全方位的科

研工作 ,充分发挥科技在射箭训练中的重要作用。目前 ,应该

引进一些高学历的专业技术人才进入国家队教练组 ,尽快集中

我国射箭方面最优秀的科研人才组建奥运攻关专家组或智囊

团 ,合理利用这些有限的人才资源 ,同时要加大教练员培训力

度 ,创设一个良好的科研工作氛围 ,从而加速我国射箭训练工

作的创新 ,提高运动成绩。

3.2.3 　在处理与外教的关系上 ,变“依赖”为“依靠”

聘请国外优秀的教练员执教国家队是正确的举措 ,但是在

如何使用外教上 ,笔者认为过去有“过分依赖”的倾向 ,这是不

足取的。在对待外教的问题上 ,允许有不同的运作模式 ,但是

有一个原则 ,就是只能依靠 ,不能依赖。在重用外教的过程中 ,

容易出现忽视或削弱科研和管理工作的问题。外教不可能解

决所有训练和比赛问题 ,我们的教练员、科研人员和管理者要

帮助他做好工作 ,要加强与外教在训练问题上的互相交流与沟

通。此外 ,在充分发挥外教作用的同时 ,对外教的使用要适度 ,

要注重培养我们自己的教练队伍。

我国射箭能取得一些好成绩 ,说明我们在训练上有一些可

取之处 ,但是由于以往几次重大比赛的挫折可能会导致人们怀

疑和否定我们过去的一切 ,也会在邀请外教执教以后 ,把训练

全交给他 ,全盘“韩化”。在这里 ,需要说明的是 ,外教毕竟只是

一名过客而已 ,邀请外教帮助我们 ,我们要向他学习一些先进

的射箭训练思想和方法 ,而不是学他所有的东西。

3.2.4 　实施个性化的训练 ,打造奥运金牌选手

由于每个运动员在身体和心理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 ,因

此 ,应该对他们因材施教。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个性化训练已

经成为当今高水平运动员运动训练的主流。要想进行个性化

训练 ,除了可以利用教练员丰富的经验以外 ,更多的要凭借现

代体育科技 (如生理、生化、力学和心理等方面) 的一些手段 ,来

定期监测、诊断 ,并及时反馈给教练员 ,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

本文作者之一曾经对山西省射箭女队的几名优秀运动员做了

连续 10 年的追踪研究 ,发现她们不仅在个性上差异较大 ,而且

也随着时间的推移 ,个性还会有一定的变化 ;在个性测查的同

时 ,也提出了不同个性运动员各自的训练和比赛策略 ,取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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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效果。

近几年国内涌现一些优秀的年轻射箭选手 ,加上已有的一

批高水平运动员 ,可以说我们有比较好的一支优秀射箭运动员

队伍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总是寄希望于有更出类拔萃的

选手出现。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这种心态会误事的。

实际上 ,未来的奥运会金牌得主就在我们上面这支队伍中 ,我

们现在并不缺“千里马”。当务之急是 ,要看到并“挖掘”这些优

秀选手射箭天赋 ,为他们“量体裁衣”,从他们中培养出奥运冠

军。

3.2.5 　认真做好大赛前的准备 ,对运动员参赛进行风险管理

射箭竞赛发展到今天 ,由于比赛规则的变化使其竞争越来

越激烈和残酷。要想夺取奥运会金牌 ,光有平时高水平的训练

成绩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具有过硬的心理品质和出色的赛前准

备 ,还需要战胜大赛各种风险。2002 年 ,在两个不同的学术活

动中国家射击队总教练许海峰讲了同一内容“射击运动员赛前

准备”。事实上 ,许海峰总教练所谈的赛前准备主要针对的是

各种各样的比赛风险 ,其赛前准备的目的是要把运动员参赛风

险降低到可以容忍的程度或最小。他虽然没有提出参赛风险

这个词 ,但是比赛中发生的那些不利事件或因素就是理论研究

上所讲的风险 ,只不过他是从操作层面上来讲这样的问题。我

们认为 :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备战奥运会和征战奥运会 ,可以

说是今后中国竞技体育一种新的奥运夺金和奥运金牌增长的

工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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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乙组人均总分与各单项经济发展指标间的均未见显

著相关 ,但与人口增长率间仍有一定相关趋势 ( r=0.482-0.

533,0.1> p>0.05 ) 。农村女性组还显示与恩格尔系数 ( r=0.

495-0.535,0.1> p>0.05 ) 存在一定相关趋势 ,与食品支出显

著相关 (r=0.721, p=0.05 ) 。总体趋势仍和成年甲组接近。

上述结果表明成年组人均体质总分与人口增长率关系最

密切 ,人口增长率较高的市大部分是人口密度偏低 ,经济相对

滞后。其次是城市人体质总分与恩格尔系数负相关 ,而农村人

与恩格尔系数正相关同时又与人均生活费呈负相关趋势。值

得注意的是这些规律性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农村 ,随年龄增长 ,

相关在减弱。男子甲组作为农村的支柱群体 ,更为典型。反映

城市已开始注意到经济和人民体质协调发展 ,而农村明显滞

后。

2.4.4 　老年人组 　老年人体质均分与人口增长率 (r=0.569-

0.624, p<0.05 )及恩格尔系数间的关系与成年组较一致 ,仍主

要表现在农村 (r=0.511-0.547,0.1> p>0.05 ) 。城市人群的

人均总分与收入之间甚至有负相关趋势 (r=-0.522,0.1> p>

0.05 ) 。

3 　结论

3.1 　对三地区 13 个市的体质综合评价总均分和经济、社会发

展单项指标间关系的分析结果表明本省苏南、苏北、苏中三地

区的总体分析可见经济发达地区体质总评也较好的趋势 ,但进

一步对 13 个市的相关分析则呈不同表现。

3.2 　幼儿体质与各项经济指标无关 ,表明总体经济基础水平

较高的省 ,区域性差别不足以影响幼儿群体体质发展。

3.3 　儿童青少年 ,特别是城市女孩 ,在快速生长发育期体质状

况较多依赖家庭经济条件。随年龄增长 ,发育成熟后则和成年

人接近 ,受地区和人口分布影响较大。

3.4 　成年人和老年人体质均分与人口增长率及恩格尔系数关

系较明确 ,而且主要在农村较典型。城市成年人体质状况与恩

格尔系数呈负相关而农村相反 ;特别是农村成年甲组 ,还和农

村人均生活费负相关。农村经济和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并未

相应促进体质增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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