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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 : 我国运动员群体的战略抉择

王晓红 , 李金龙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 , 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 : 2008 北京奥运会是中国竞技体育战略发展的一个拐点。本研究采用文献法、调查法等研究方法 ,

回顾了我国运动员群体成长环境的社会变迁 , 揭示了现阶段我国运动员群体的特征 , 即民族精神的弱化

性、运动寿命的短暂性、职业声望的不稳定性和文化教育的边缘性。研究表明 , 后奥运时期必须将文化教

育作为运动员群体的战略选择。因为 , 提高运动员群体的文化素质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时代脉搏 , 强化

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水平是保证运动员群体退役出路的基础 , 解决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问题更是竞技

体育良性运行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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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 the Strategic Choice for Chinese Athletes
WAN G Xiao2hong , L I Jin2long

( P. E. Department of Shanxi University , Taiyuan 030006 , Shanxi China)

Abstract : The Beijing 2008 Olympics is the watershed of China’s competitive sports. The thesis adopts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investigation to review the change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identifies the fea2
tures of the group of athletes in current situation , such as the weakening national spirit , temporary sport life2span ,

unpredictable reputation and marginal education. The result shows that in the post2Olympic era , education should

be focused in the strategy of training the athletes , because it embodies the spirit of people first . Enhancing educa2
tion can ensure the retired athletes have a decent access to society and facilitate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the com2
petitive spo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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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后奥运会时期运动员群体面临的转变

2008 年北京奥运会 ,运动员群体经历了盛大的狂欢 :精

彩的演绎、完美的谢幕 ,将永远载入中国体育发展的绵延史

册。那一刻 ,国人对运动员群体的倾注达到了巅峰 ,极大地激

发了亿万人民的体育情感 ,成为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一个转

折点。然而 ,对运动员群体文化素质的质疑 ,就不曾中断过 ;

对运动员群体素质的批评动辄见诸报端。长期以来我国运动

员群体的文化教育问题也一直未得到实质上的突破。文化教

育全面地、持续地影响着人的一生 ,处于我国社会的优先发展

战略地位。在以全面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时期 ,在以

实施义务教育免费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教育变革中 ,在运动

员群体成长的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势下 ,长期被忽视

的运动员群体文化教育问题自然被提到日程上来。在分析大

量文献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认为 ,运动员群体必将面临

着以运动训练为主走向以文化教育为主的战略转变 (图 1) 。

2 　我国运动员群体成长环境的社会变迁

211 　政治环境的变迁 　鸦片战争以来 , 旧中国受到外国列

强的侵略兼之国内长期的不稳定 , 经常处于挨打的被动局

面 , 是一个落后国家。“东亚病夫”如影随形 , 笼罩着中华

民族一个多世纪 , 深深地刺痛着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灵。

1949 年之前 , 我国运动员参加三届奥运会 , 每次都铩羽而

归 , 一牌未得。当时一家外国报纸刊出了这样的一幅漫画 :

奥运五环旗下 , 一群蓄着长辫、身穿长袍马褂、形容枯槁的

中国人 , 扛着一个硕大无比的鸭蛋 , 画题为“东亚病夫”。

作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 , 很多国家不承认中国的独立主权

地位。竞技体育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共同语言 , 利用它发展同

其它国家的友谊 , 可以提高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同时 , 体

育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体现 , 不仅能为外交服务 , 而且能够

利用肢体语言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精神面貌。因此 , 展示竞技

体育水平对于刚刚走上独立自主道路的中华民族来说显然具

有特殊的政治意义 , 新中国的运动员群体便在这种政治背景

下酝酿产生了。

图 1 　2008 年奥运会前后运动员群体面临的转变

1952 年 2 月 18 日 , 为准备参加第 15 届奥运会 , 中共中

央组织部和团中央联合发出了《选拔各项运动选手集中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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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 通过行政体制和财政支持来集中有限的资源保障

一支高水平的运动员队伍 , 并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一直保持着

115 万人左右的体育精英。竞技体育专业训练体制成为历史

必然的选择 , 这种竞技运动直接为特定的国家和阶级利益服

务 , 执行政府或政治集团的意志 , 并以政府提供所需经费为

条件 , 因而它是一种较为特殊的竞技运动体制。[1 ]半个多世

纪里 , 我国运动员群体从来不曾忘记为祖国争光的重托 , 取

得得了各项国际荣誉 , 竞技体育的政治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展

示。中国利用竞技体育这一手段来表现国家实力、扩大影

响、改善和促进国家之间的关系 , 增进友谊 , 提高国际声誉

和国际地位 , 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 增强国民的民族精神

和凝聚力等。“乒乓外交”、“女排精神”、“申 (承) 办奥

运”、夺冠军、破纪录 , 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体育热”、

“爱国潮”, 彰显了竞技体育的国家政治功能。但随着我国经

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 ,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格

局发生的重大变化 , 竞技体育发展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

势 , 由竞技体育所衍生的政治功能在逐渐淡化。

212 　制度环境的变迁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 , 便组建了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了更好更系统地培养运动员 , 我国

建立了从县级业余体校、省市体工队到国家队的“一条龙”

训练和管理体制。1951 年 4 月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

工作大队 , 并相继成立各大军区体工队。1953 年 , 各、省、

市、自治区都相继成立了体训班 , 即后来的省体工队。自

此 , 从中央、军区到各省、市、自治区一级逐步设立了体育

训练班 (以后改称体育工作队、体育学院运动系) 。为更好

地培养优秀运动员 , 提高运动技术水平 , 在参照前苏联的经

验、完善竞赛制度和运动员等级制度的基础上 , 1956 年起

开始在全国建立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到 1957 年末 , 全

国已有 23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所属的 92 个市、20 个

县办起了 159 所业余体校 , 在校学生达 117 万多人。[2 ]此后

又在 1962 年提出 : 专、市、县体委也应办好一所或几所重

点青少年业余体校 , 把业余训练工作切实地领导起来。[3 ]在

此基础上 , 各县体委的基层业余体校也红红火火地兴办了起

来 , 在校运动员群体人数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达到高峰。

同时 , 为了参加重大国际赛事 , 并设置多个项目的国家常训

队。自此 , 中国的竞技体育训练体制逐步形成“思想一盘

棋、组织一条龙、训练一贯制”的三级训练网体系 , 军事化

的训练体制成为我国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基本制度。我国长

期以来实行的“三级训练体制”, 具有相对封闭独立、专业

化程度高、优势力量集中的特点 , 曾经有效地促进了我国各

项运动技术水平的快速提高 , 为竞技体育创造了辉煌的成

就 , 也为体育事业谱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随着市场经济的号角吹响 , 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

各领域的体制发生着重大变革。在竞技体育领域 , 运动员群

体的退役安置政策也发生了重大变革。2007 年 , 国家六部

委联合印发《运动员聘用暂行办法》 (体人字 [ 2007 ] 412

号) , 是我国运动员培养制度的一项重要变革。《办法》指

出 :“优秀运动员岗位与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管理岗位、

工勤技能岗位并列管理 , 不划分岗位等级 , 不控制内部结构

比例”。将优秀运动员群体纳入国家事业单位编制 , 解决了

运动员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 , 这一举措不仅确定了优秀运动

员群体作为事业单位正式职工的身份 , 同时保障了优秀运动

群体所享受的待遇和保障政策 , 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但

《办法》同时也提出 :“优秀运动员停止训练后 , 给予不超过

一年的职业转换过渡期”、“优秀运动员退役时 , 按规定领取

退役费或自主择业经济补偿金”。这个政策适应了我国市场

经济条件下的用人机制 , 不仅解决了运动员长期滞留的问

题 , 而且打破了以往的退役安置政策。从此 , 运动员群体退

役后的再就业问题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进行市场选择。对运

动员群体而言 , 这无疑成为一种噩耗。由于体制优势 , 运动

员群体在跨入体育这一领域时便成为了准城市居民或城市居

民或甚至跨入更高一级的发达城市。当已经熟悉和留恋城市

中的人文环境和生活节奏等各种社会资源的便利时 , 退役后

一般都不愿再回到原籍或农村 , 千方百计地希望能驻留在城

市中。但除了体育之外 , 文化基础薄弱、没有其它专长的运

动员群体在这种城市化的进程中成为了城市的边缘群体、弱

势群体。生存的竞争压力造成了他们内心的焦虑和无助 , 与

理想的价值追求相抵触。从某种意义上讲 , 运动员群体将处

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利益受损群体 , 如果不能接受更好的教

育 , 或许并不能享受到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成果。

213 　家庭环境的变迁 　家庭是运动员群体成长的首要环境 ,

是从事竞技体育训练的坚强后盾 , 因而家庭的强力支持是竞

技体育发展的基本源泉。新中国建立初期 , 由于我国经济发

展比较落后 , 在社会资源和发展机会有限的情况下 , 面对优

厚的待遇 , 家长愿意将子女送入运动队 , 为竞技体育提供了

充足的青少年后备力量 , 创造了我国竞技体育的辉煌成就。

在当时 , 城乡和身份差异特别显著。由出生而决定的农业与

非农业人口、由资历、学历和分配工作所决定的非农业人口

中的工人与干部身份之分 , 对绝大多数人而言 , 是一次定终

身的。[4 ]从总体上来说 , 城市人的生活水平是大大高于乡下

人的 , 持有户口的人在收入、消费、社会福利、就业等各个

方面所享有的条件和待遇都是持有农村户口的人所不能比

的。即使同在城市中的工人与干部身份 , 同样体现着巨大的

利益差别 , 两种身份在工资、住房、医疗等福利待遇上均有

很大差异。处于发展初期的竞技体育却为广大工农子弟提供

改变原有身份的这样一个机会。在当时的条件下 , 进入体校

是一种改变身份的重要途径 , 除了在队里享受的待遇外 , 很

多队员退役后还以工人或干部身份被分配到工厂、政府部门

工作 , 这就是所谓的安置。这种机会尽管比较少 , 但确实给

他们改变人生道路提供了一种可能。获得一个城市户口 , 这

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村家庭而言是“山沟里飞出的凤

凰”, 是家庭的荣耀 ; 获得一份正式工作 , 对城里人同样是

梦寐以求的 , 早早立业就是对家庭的贡献。如果获得国家正

式全日制中等专业技术学校、高等学校毕业的具有中专、大

专、大学本科等以上学历的学生 , 还可获得干部身份。竞技

体育为具有运动天赋的农家子弟提供走向城市的通道 , 实现

了由“农民”到“工人”或“干部”的跨越 , 获得了更好的

生活环境和更高的社会地位。

20 世纪 90 年代初 , 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 , 这种体制弊

端也日渐凸显 , 如运动训练与文化学习脱节、选拔路子越来

越窄、运动员再就业难等等。特别是学训的分离 , 在某种程

度上是以牺牲很多青少年的文化学习作为代价的。这种代价

使很多运动员退役后难以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 即使获得机会

也难以胜任。也正是这种代价使得很多家长由于担心子女的

未来出路而不敢轻易将孩子送入体校参与竞技体育。随着国

家实施免费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 , 读书、上

大学则无疑是一个家庭最明智的选择。家长已不愿意支持子

女从事竞技体育 , 即使支持其最终目的也仅是为孩子接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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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创造机会 , 以争取有限的教育资源 , 从而以期改变子

女的未来 , 而不是希望子女能在竞技体育上获得多大成就。

在今天这个越来越重视知识的时代 , 在许多家庭都只有一个

孩子的情况下 , 家长绝对不愿再让孩子远离课堂 , 用孩子的

未来作为赌注。竞技体育的人才选拔所面临的家庭环境的这

种尴尬 ,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家长担心子女的文化素质得不到

提高造成的。文化学习与运动训练的矛盾如果不能得到有效

解决 , 将可能成为阻碍竞技体育未来发展的最大症结。

3 　现阶段我国运动员群体的基本特征

311 　精神意识的弱化性 　新中国成立后 , 体育作为对外展

示国力的一个窗口。“振兴中华、为国争光”始终是中国运

动员群体所秉承的最高国家意志和崇高情怀。“胸怀祖国 ,

放眼世界”、“人生能有几回搏”、“冲出亚洲 , 走向世界”、

“乒乒精神”、“女排精神”等这些人生信条曾激励一代又一

代年轻人豪迈壮志报国情 , 也曾鼓舞各行各业轰轰烈烈搞建

设。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 , 这种爱国情怀无时无刻不

铭刻在每一代、每一个运动员的心目中。那种不甘落后、不

畏艰险、勇于攀登的雄心壮志 , 对振奋民族精神、增强国人

凝聚力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然而 ,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

中 , 这种爱国情怀和民族意识也逐渐在淡化。改革开放 30

年来 , 中国在政治、经济、教育、科技、军事、体育等各方

面都取得了惊人成就 , 已经或正在改变世界 , 超出了凭借竞

技体育来打造国际地位的时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

逐步过渡的社会转型期 , 谋求物质利益和经济利益成为主要

目标 ,“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的趋势进一步发展 (呈

现) [5 ] 。在这种情况下 , 个性张扬将逐步取代和超越国家和

集体的传统定势 , 运动员群体追求的个人成就与经济利益 ,

通过拼搏实现自身在社会中的价值和地位。正在大步迈向市

场经济的中国 , 张扬的个性、自由的主张、独立的思考 , 使

整个社会焕发出勃勃生机。运动员群体也需要融入市场 , 追

求完美自我。当众多运动员在公众场合表示父母成为其坚韧

不拔向上的动力时 , 恰恰体现了国家精神意识的弱化。当

然 , 这并不等于他们不爱国 , 也不等于他们缺乏民族精神 ,

却正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自我社会价值的实现。只有当每个人

的社会价值都能够得以实现时 , 才更能显示出一个国家的真

正实力。我们早已超出需要用金牌来表明中国的地位的时代

了 , 应该淡化金牌情结。[6 ]在这种情况下 , 我们长期所依靠

的竞技体育训练体制 , 运动员从小被送进体校 , 从此和社会

隔绝 , 以放弃文化课作为代价专心训练 , 退役后缺乏一技之

长 , 导致谋生困难。因此 , 当体制脱离社会 , 运动员群体不

能获得更好的生活时 , 这种精神无疑将对运动员群体不再具

有约束力和迸发力。

312 　运动寿命的短暂性 　运动员这一职业对运动员群体来

说是用青春作为代价换来的。运动寿命是运动员的命脉 , 退

役意味着运动寿命的终止和运动生涯的结束。我国很多运动

员在义务教育阶段甚至学前阶段就进入了运动训练阶段 , 基

层教练为了实现短期成绩目标 , 往往在训练中过早过大地采

用与身心发育规律不相符的强力手段 , 导致运动员的运动能

力增长空间大大缩小。另外 , 由于不重视运动员群体的文化

教育 , 不能很好地领会教练员的训练意图 , 也不能有效地发

挥自主能动性 , 影响其竞技水平的提高 , 最终被激烈的竞争

所淘汰。一项调查显示 , 接受调查的 1 476 名田径青少年运

动员 , 能连续在全国比赛中保持前 10 名的 , 随着年限的增

加 , 人数呈骤减的态势 , 其中之 1～ 2 a 的有 993 人 , 占

6617 % , 而能保持 5 年以上的仅为 1714 % , 能保持 8 年以上

的仅 411 % , 绝大多数过早地结束了运动生涯。[7 ]另外成材

率不高也导致中国运动员群体的运动寿命较短。有人曾对全

国和国际青少年比赛前 3 名选手进行了调查 , 成年后最终能

进入全国前 10 名的仅有 109 人 , 成材率仅 1411 % ; 能进入

奥运会、亚运会前 10 名的分别只有 17 人和 2 人 , 成材率分

别占 212 %和 0126 % , 这一状况令人担忧。诸多研究表明 ,

在我国田径、游泳、艺术体操、篮球、足球等许多项目中 ,

我国优秀运动员的最佳竞技时段、运动寿命明显短于世界优

秀运动员。[8 ]运动员群体运动寿命的短暂意味着过早地退出

运动生涯 , 除少数有幸进入到高校继续升学外 , 大部分尚处

于年少的他们将分流到社会。当由于文化教育而产生的种种

谋生难题困扰他们时 , 将直接影响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

313 　职业声望的不稳定性 　新中国成立后 , 由于党和政府

对竞技体育的重视 , 运动员群体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体育运动

本身 , 对整个社会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小球转动大球”

更是掀开了中美两国的友谊 , 对积极开展中国的外交活动产

生了重要影响。所有这些 , 都说明国家对运动员群体的重视

程度 , 无疑也提高了运动员群体的社会声望。同时 , 国家也

给予了运动员很高的待遇 , 也使得运动员这一职业得以稳定

下来。如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 (在国家经济建设比较困难的

情况下) , 国家给运动员提供了极高的待遇 , 如高质量的自

助餐、服装、住宿和工资 , 而且在退役后也给他们提供工作

和上学机会继而成为国家干部或正式职工 , 这在当时人们连

吃饭、穿衣、住宿等都比较困难的条件下 , 无疑有着至高无

上的荣誉。1984 年奥运会上获得零的突破之后 , 中国运动

员群体在国际舞台上连创佳绩 , 国人对运动员群体更是关注

有加。这些条件在当时远远高于普通民众的生活标准 , 是很

多人可望不可及的 , 应该说这一阶段运动员群体的职业声望

还是比较高的。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 , 我国进行了几次

社会职业声望调查 , 从社会阶层结构模型粗略地来看 , 运动

员作为专业技术人员 , 这一职业处于中层及上层社会地位

(表 1) 。但从调查年份观察看 , 运动员的职业声望排序在呈

逐年下降趋势。

表 1 　不同时期运动员群体的职业声望排序

排序 调查年份 调查范围 声望得分 来源

18 ①～50 ② 1983 北京 6218 钟秉枢 ,《成绩资本与地位获得》: 42

18～80 1990 北京 - 钟秉枢 ,《成绩资本与地位获得》: 43

25～80 1990 广州 - 钟秉枢 ,《成绩资本与地位获得》: 43

32～100 1993 全国 6014 陈婴婴 ,《职业结构与流动》: 67

19～100 1998 深圳 7416 045
杨继绳 ,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报告》:
121

25～100 1999 北京 69127
李强 ,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
构》: 144

35～69 1999 全国 7417 李培林 , 等 ,《中国社会分层》: 130

28～81 2001 全国 68121
李春玲 , 《断裂与碎片 : 当代中国社会
阶层分化实证分析》: 173

31 - 81 2001 深圳 69119 汪开国 ,《深圳九大阶层调查》: 227

　　注 : ①表示运动员的职业声望排列位置 ; ②表示该调查

所有涉及的职业种类。

当运动员群体的运动生涯结束时 , 其职业声望便出现一

个拐点 , 发生突变。改革开放以来 , 随着劳动人事制度不断

深化 , 运动员群体的出路越来越难。同时 , 岗位竞聘对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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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能力的要求越来越严格。身处竞争如此激励的竞争社会 ,

由于运动员从小置身于封闭式的制度环境 , 对社会环境不熟

悉 , 仅在竞技体育方面的一技之长 , 在就业中显然处于劣势

地位。正如某运动员所说 : “专业化的训练使运动员只熟悉

于自己的项目 , 一旦走出训练馆 , 既没有接受足够的文化 ,

又不了解社会 , 退役后找工作四处碰壁司空见惯”。在这种

情况下 , 运动员群体的社会地位显然处于劣势 , 大部分运动

员认为退役后的社会地位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在市场经济

的大潮中 , 形成了台上风光无限、台下生活拮据的“中国特

色”的运动员群体 , 使运动员这一职业声望呈下降态势。当

然 , 也有个别运动员的社会声望变化不大或呈上升趋势 , 如

退役后仍然从事本专业 , 如当教练、体育政府管理人员等。

总的来说 , 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 , 我国运动员群体的社会声

望呈现出由高到低的转化特征 ; 从运动员群体的生命发展历

程来看 , 由于成绩资本随着时间的流逝已渐渐不具优势 , 而

且又没有储蓄更多教育资本 , 这种职业声望的突变便在意料

之中。当一个职业发生群体性的向下流动趋势时 , 这种职业

便会越来越失去吸引力。

314 　文化教育的边缘性 　在我国目前实行的训练体制中 ,

随着竞技体育职业化和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 竞争日益激

烈 , 处于学龄期的运动员群体面临的成绩压力与日俱增 , 而

视专业队为“终生就业”的社会思维惯性 , 人们很容易忽略

运动员群体文化教育的提高。在现行训练体制下 , 有运动天

赋的儿童从小进入当地的业余体校训练 , 如跳水、体操、游

泳等小龄项目 4～7 岁即开始训练。由于目前我国训练的科

学化程度还较低 , 很多运动队靠“耗时战”来提高运动成

绩 , 有时 1 天训练时间高达 8 h 以上 , 如此冗长的训练时

间 , 留下的学习时间毕竟少得可怜。即使在有限的学习时间

中 , 运动员由于身心疲惫 , 学习成了“放松”的另一种形

式 , 上课睡觉是普遍现象。

表 2 　运动员群体学历水平与实际水平的秩次情况

(Rank) (n = 377)

N Mean Rank Sum of Ranks

实际水平 - 学历水平 Negative Ranks 224a 72100 10 296100

Positive Ranks 0b 0100 0100

Ties 153c

Tota l 377

　　a 实际水平 < 学历水平 ; b 实际水平 > 学历水平 ; c 学历水平

= 实际水平。

随着教育的普及与深化 , 2008 年秋 , 我国开始实行免

费义务教育 , 高等教育实现了由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教育的

转化。然而 , 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水平却不尽人意。业内

人士坦言“多数运动员都是小学水平 , 成绩越好 , 文化水平

越低”。中国传统的社会意识中对运动员群体文化教育素质

低这一现象已成为一个共识 , 正是由于所接受的文化教育较

少 , “头脑简单 , 四肢发达”成为运动员群体的社会标签。

2000 年公众对于中国体育代表团内部行为识别满意度调查

结果表明 , 对文化素质感到满意和非常满意的仅为 1316 %

和 417 % , 感到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高达 22 %和 814 %。[9 ]

虽然目前运动员大部分都在各级各类学校就学 , 但所获学历

与实际水平却相去甚远。笔者 2008 年奥运会前后对运动员

群体文化教育情况的调查显示 (表 2) , 负秩次 (学历水平

> 实际水平) 为 224 个 , 正秩次为 0 个 , 正秩次之和与负秩

次之和相差上万倍 , 说明运动员群体的学历水平与实际水平

差异非常显著。这一显著性通过相关性检验也体现出来 (表

3) , Sig1 为 01000 , 远远小于 0101 的水平。即使目前处于

主流方向“体教结合”, 在某种程度上“实质上只是三级训

练体制的变形”[10 ] , 并没有很好地处理好学训矛盾。如此看

来 , 运动员群体文化教育水平低成为不争的事实 , 他们成为

了文化教育的边缘群体。

表 3 　运动员群体的学历水平和实际水平的

相关性检验 ( Test Statisticsb) (n = 377)

实际水平 - 学历水平

Z - 101505a

Asymp1 Sig1 (2 - tailed) 01000

　　a Based on negative ranks ; b Wilcoxon Signed Ranks Test1

4 　文化教育是我国运动员群体的战略选择

411 　提高运动员群体的文化素质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时

代脉搏 　构建和谐社会 , 民生成为时代的主题 , 彰显着对人

性的关怀 , 使得“以人为本”成为时代发展的强音。无论可

持续发展观还是科学发展观 , 其核心和宗旨都是“以人为

本”。诚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每

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按照马克思、

恩格斯的设想 , 在“自由王国”里 , 由于先进生产力和社会

交往的高度发展 , 社会成员自身素质的普遍提高 , 旧的分工

模式将被淘汰。人们将摆脱那种终身固定于某种职业分工、

使人的才能受到束缚抑制的桎梏 , 每个人都可以结合社会的

需要和自己的兴趣、特长 , 自由地选择和变换工作 , 全面地

发挥自身的能力 , 既为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 , 又使自己成为

真正全面发展的新人。[11 ]为此 , 竞技体育的发展也必须以运

动员为本 , 使运动员在结束竞技生涯回归社会后再现活力 ,

避免出现众多因基本生活拮据而变卖象征荣誉与成就的金牌

的悲剧。运动员在完成了对竞技运动的贡献后 , 再次回归社

会参与财富创造 , 如何重塑运动员的社会价值便成为体育人

深思的问题。然而 , 文化教育的缺失使得运动员退役时面临

重重困难。当人们为“训练重要还是学习重要”这一伪命题

而喋喋不休时 , 一批一批运动员的生命价值已在不知不觉中

消耗殆尽。显然 , 忽视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 , 不符合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 , 也违背奥林匹克宗旨。当竞

技体育不再以追求短期的金牌效益为唯一目的 , 而以体现

“以人为本”的文化教育作为发展战略目标时 , 我国竞技体

育一定会迈上一个新的发展高度。因此 , 我国竞技体育的发

展应以运动员群体为中心 , 将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与运动

训练统筹兼顾 , 培养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

才能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时代发展脉搏。

412 　强化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水平是保证运动员群体退役出

路的基础 　近年来 , 运动员退役安置、保障等问题突出 , 也

是体育管理部门和运动员个人比较关注的棘手问题。国家制

定和出台了相关办法与规定 , 如《关于进一步做好退役运动

员就业安置工作的意见》、《自主择业退役经济补偿办法》、

《关于做好运动员职业转换过渡期工作的意见》等等 , 都在

积极有效地为妥善安置退役运动员做努力。各省、市、自治

区、直辖市的政府与体育行政部门 , 也积极采取各种措施解

决运动员群体的退役安置问题 , 但收效甚微。1998 - 2002

年调查数据显示 , 组织分配占待分配人数比例 , 由 25167 %

下降到 7163 % , 上大学的人数占待分配人数的比例 , 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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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3 %下降到 2121 %。[12 ]宏观政策和各种措施仅在一定程

度上满足少部分层次高、影响大、成绩突出的运动员 , 而对

解决绝大多数运动员群体的退役问题还相当困难。即使运动

员得到了安置 , 但生存状况令人担忧。随着社会媒体曝光率

的提高 , 退役运动员的生存窘境不时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变革 , 打破了传统的单位

终身制度 , 国企改制、事业聘用 , 灵活的用人机制加快了社

会成员的社会流动。依靠计划分配和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对退

役运动员进行安置将会面临巨大挑战 , 即使对运动员进行安

置 , 也可能出现不能胜任工作的局面。退役运动员普遍受教

育程度低 , 综合素质长期在低位徘徊 , 适应市场选择的能力

存在先天不足 , 二次就业的难度越来越大。即使优秀运动员

退役后被带有严重“计划性色彩”地安置 , 也不能保证其最

终就业 , 市场化的经济体制使得组织安置力度越来越弱。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 , 国有企业改革 , 落实了企业用人自主

权。2009 年 , 我国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取得积极进展 ,

聘用制度推行范围继续扩大 , 全国事业单位签订聘用合同人

员的比例达到了 80 % ; 2010 年 , 我国将加快事业单位人事

管理法规体系建设 , 继续推行聘用制度 , 争取在全国全面建

立聘用制度。《运动员聘用暂行办法》 (体人字 [ 2007 ] 412

号) , 实施后 , 政策安置将随之退出历史舞台。因此 , 唯有

从根本上提高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水平 , 也才能充分保证

他们退役后的自然分流与合理就业。

413 　解决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问题更是竞技体育良性运

行的根本 　从运动员群体产生的社会环境来看 , 无论政治环

境还是家庭环境 , 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入口的萎缩、出

口的窘境 , 使得竞技体育的吸引力逐渐弱化 , 而其根源则属

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跟不上去。当循环不能通畅时 , 竞技

体育的发展自然受到制约。因此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竞技体

育良性运行的根本还必须解决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如果

还是按现行“重训练 , 轻文化”的训练体制环境培养 , 自然

不可能再吸引家长和学生 , 也不可能得到社会的支持。有关

体育后备人才的研究资料表明 , 我国竞技体育已存在一定的

断层、后备队伍萎缩等危机。资料显示 :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

人才 1996 年有 308 282 人 , 到 1999 年减至 153 508 人 , 近

50 % ; 少儿体育学校由 2 679 所减少到 1 782 所 , 约占

33 % , 运动员也由 306 869 人减少到 185 184 人。[13 ]其中一

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运动员群体的文化素质低 , 得不到家长

和社会的支持。与其说世纪之交的县级体校合并至教育系统

是体制上使然 , 不如说是竞技体育忽视运动员群体文化教育

所付出的代价。运动员群体在当今的市场竞争中 , 由于文化

素质较低 , 技能单一 , 往往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 所

以家长并不鼓励孩子从事竞技体育 , 即使子女得到体校的青

睐 , 也往往遭到谢拒。家长更不能容忍孩子放弃学业 , 过早

进入运动队从事专业训练。如果说在国家不断加大教育投资

力度、义务教育实行免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社会大背景

下 , 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素质低下 , 必然加剧后备力量的

短缺 , 这种格局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竞技体育良性发展的瓶颈

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用人制度的变革已经触及各个领域 ,

知识经济、学习社会已在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面前吹响了号

角 , 如果仍坚持以运动训练作为运动员群体首要发展的惯性

思维 , 势必付出巨大代价 , 而这种代价在市场经济的自我淘

汰机制中可能无法挽回。因此 , 唯有切实地将文化教育作为

运动员群体的战略选择 , 竞技体育才能走上良性发展之路。

追求更好生活条件和更高社会地位是每个人得以前进的

动力 , 而当这种动力受到限制时 , 人们自然会转而寻求其它

的发展途径。天行健 , 君子以自强不息 ; 地势坤 , 君子以厚

德载物。我们必须重视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 , 从内部催生

自身发展的动力 , 从外部形成强大的社会引力 , 培元固本方

能生生不息。从竞技体育的长远发展来看 , 强化运动员群体

的文化素质 , 是为了更好地拓展竞技体育事业发展的空间。

因此 , 2008 年奥运会后 , 唯有从战略发展的高度解决好运

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问题 , 才能获得竞技体育获得良性运行

的条件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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