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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参赛理论体系的构建
———兼论竞技体育学中国学派

石 岩，赵 阳

( 山西大学 体育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 文章简要回顾了竞技参赛理论体系构建的历程，当今竞技参赛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许多是田麦久教

授研究团队开展系统的竞技参赛理论研究的结果，然后介绍了竞技参赛理论体系构建的意义与竞技参赛理论体系

的基本框架，同时说明了竞技参赛理论的主要内容。最后，论述了竞技体育学中国学派以及竞技参赛理论对其重要

贡献，指出竞技体育学中国学派是指依靠共同的研究信念和方向，在其领军人物田麦久教授的带领下而形成的科学

共同体，并有完整的研究体系、研究内容以及方法论，竞技参赛理论是竞技体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竞技体育学

中国学派的特色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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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竞技参赛理论体系构建历程回顾

( 一) “克拉克现象”
以往也有一些探讨运动员参赛问题的研究，但

是发表在《北京体育学院学报》1991 年第 2 期上的

《体能类项群选手在重大比赛中的“克拉克现象”》
这篇论文，却开启了田麦久教授研究团队竞技参赛

理论研究的“先河”。
这篇论文是经田麦久教授指导，由研究生李益

群完成的北京体育学院 1990 届硕士学位论文。显

然，这一研究起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
( 二) 田麦久教授研究团队多年研究积淀

近二十年来，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

体育学者，特别是一批充满创造性思维的年轻学者，

在田麦久教授指导下，在竞技参赛这一充满挑战的

理论领域中进行了富有科学意义的探索，完成了一

系列高质量、高水平的科学论文( 表 1) 。
表 1 近二十年来有关竞技参赛方面的研究生学位论文情况

研究领域 论 文 题 目 姓名 时间

赛前准备

赛前情绪的因素结构、自陈评定及注意特征 张力为 1999
竞技信息及我国优秀选手对竞技信息的处理 许小冬 2004

我国优势项目高水平运动员参赛风险的识别、评估与应对 石 岩 2004
峰前状态理论及中国可测量类项群优秀运动员峰前状态的评定与应用 顾季青 2007

参赛行为

《孙子兵法》与竞技战术理论审视 姚家新 1998
易地参赛环境及运动员的适应性调节 马红宇 2001

运动员竞技能力的参赛变异及其成因与对策 熊 焰 2005
双人跳水比赛制胜因素解析及中国高水平运动员的训练实践 周继红 2006

音乐伴奏难美项群高水平竞技选手参赛结果的可控分析与施控策略 王 宏 2008

赛后认知
体能主导类项群运动员大赛中的“克拉克现象” 李益群 1990

技能主导类非测量性项群的竞技表现及其条件极值 蔡 睿 2001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在竞技参赛理论研究

中，田麦久教授培养出的多位具有运动心理学背景

的博士姚家新、张力为、马红宇、许小冬、石岩全部参

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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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看到的竞技参赛理论方面的研究成

果，大多是田麦久教授研究团队开展系统的竞技参

赛理论研究的结果。
( 三) 第七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总结中首次提

出“参赛理论成为热点问题”
第七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于 2004 年 10 月 24 －

28 日在北京体育大学举行。田麦久教授在大会上

作“中国运动训练学理论研究的新进展”的主题报

告。在四个方面的新进展中，位列第三的“参赛理论

体系的提出与构建”被首次明确提出来。另外，田麦

久教授在“我国体育科学的新征程———第七届全国

体育科学大会学术总结”中指出:

“可以相信，参赛理论的研究将得到有

关各界的更大重视，必将成为体育科研工

作中一个重要的热点问题。”［1］

田麦久教授在这次大会学术总结报告中提到的

石岩和许小冬的研究成果是他们 2004 年在北京体

育大学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这两篇博士学位论文

入选第七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并作专题报告，石岩

在《体育科学》( 2004 年第 9 期) 、《中国体育科技》
( 2004 年第 5 期) 和许小冬在《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 2005 年第 4 期、2006 年第 9 期) 等刊物上发表的相

关论文，“助推”了我国竞技参赛理论的研究，并在

某种程度上使之成为“热点”。
( 四) “田麦久教授执教四十周年学术思想研讨

会”首次提出构建竞技参赛理论体系

2004 年 11 月初，田麦久教授应邀到山东理工

大学和曲阜师范大学讲学，同时让郑念军、蔡睿和石

岩等一起参与这个活动。在山东的一周时间里，给

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次与田麦久教授的讨论，话

题是竞技参赛理论问题。这次讨论的焦点是构建竞

技参赛理论体系的时机是否成熟。学术上一向严谨

的田麦久教授此时需要的就是一种“支持”的声音，

而我们的讨论也达到了这样的效果。短暂的山东之

行预示着田麦久教授研究团队在竞技参赛理论体系

构建上将会有大的“动作”。
2005 年 1 月 7 日上午，“田麦久教授执教四十

周年学术思想研讨会”在北京体育大学举行。在

“竞技体育科学: 我终生的追求———执教 40 年向母

校的汇报”的发言中，田麦久教授指出自己的学术研

究主要集中于六个方面，其中第六个方面就是“提出

并正着手构建竞技参赛理论体系”。
在下午举行的“田麦久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

上，田麦久教授与他培养出的四位博士郑念军、邓运

龙、袁守龙、石岩和 160 余名参会师生进行了学术

对话。
当被问及“竞技参赛理论的研究进展”时，田麦

久教授指出:

“与竞技参赛理论相关的问题，人们早

就有研究。但是，我们正式提出这个概念

却只有半年的时间，指的是运动员在比赛

中如何能够正常地甚至超常地发挥出已经

具备的竞技能力问题”; “近几年，我的博

士生进行选题时，有不少都是围绕参赛理

论的”;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开始

认真思考建立这个理论体系，后来确定为

‘竞技参赛理论’，核心问题就是如何指导

教练员和运动员在比赛中高水平地表现运

动员的竞技能力。我们相信，这个研究方

向拥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必将成为竞

技体育理论中的核心组成部分。”［2］

( 五) 《运动训练学》教材的“第十三章 参赛的

准备、进行与总结”
田麦久教授曾主编过一本全国统编教材《运动

训练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2000 年版) ，主要用于体

育院校开设这门课程。
2005 年应高等教育出版社之邀，田麦久教授为

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体育专业编写《运动训练

学》。这次教材编写除了在内容上吸收了近年来最

新研究成果，有较大变化外，在结构体系上也作了相

应的调整补充，特色之处就是加入了竞技参赛的

章节。
2006 年 7 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高等学校

教材《运动训练学》( 田麦久教授主编) ，首次列入由

石岩、熊焰、许小冬合著的“第十三章 参赛的准备、
进行与总结”。

这一章内容有: 第一节 参赛准备、第二节 教练

员的赛场指挥、第三节 运动员参赛行为的自我控

制、第四节 参赛总结。
这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工作，更为“竞技参

赛学”的创立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 六) 《竞技参赛理论文集》内部印发

2007 年 10 月 － 2008 年 3 月，石岩在英国诺丁

汉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心理学院访学

期间，曾通过电子邮件就编辑出版竞技参赛理论文

集向田麦久教授提出建议，并得到田麦久教授的回

复以及“你的倡议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的肯定。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特别是田麦久教授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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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领导，《竞技参赛理论文集》由北京体育大学科研

处于 2008 年 2 月印制发行，被纳入《现代专项训练

与实战案例指导丛书》。
田麦久教授主编这本文集，并撰写书序“竞技参

赛理论体系建设的可喜进展”。这一书序首次对竞

技参赛理论体系的有关问题做了说明，最后指出:

“这本文集能够有助于北京奥运会我国军团的高效

备战与成功参赛”。［3］

这本文集之所以内部印发而没有交由出版社正

式出版发行。其主要原因正如田麦久教授在书序中

所言:

“应该说明的是，收集入册的论文，虽

然涉及竞技参赛理论体系中的三个主要构

成部分，但是，却不能说已经构筑起了竞技

参赛理论的完整体系。许多竞技参赛理论

中的重要领域，特别是参赛临场指导的问

题，在这本文集中还涉及得不多。而这些

重要的问题正是需要我们今后认真总结实

践经验、开展探索和研究的。”［3］

( 七) “刘翔退赛”的启示: 竞技参赛体系亟待

建立

2008 年 8 月 19 日，田麦久教授做客“人民网”
科技访谈节目时指出，通过“刘翔退赛”，我们应该

看到建立科学的竞技参赛体系迫在眉睫。
“我们不应只看到刘翔因伤病困扰而

遗憾退赛的表面，而是应该透过现象看到

目前竞技体育训练及参赛系统还有很多不

完善的地方。我们应该反思，是否运动员

参加的比赛越多就越有助于提高成绩? 参

加训练比赛是否也应该注意时机? 运动员

有伤病了又该如何去安排训练和比赛? 这

一系列问题都不能片面思考，而应该系统

地、科学地去研究和解决。一套科学完善

的竞技参赛体系将对今后中国乃至世界体

育科学发展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4］

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这样的大背景下，发出这

样的呼吁，是研究积累与现实需要的结合，是构建竞

技参赛学的“冲锋号角”。
( 八) 《竞技参赛学》教材编写工作

2008 年初，国家体育总局教材编写委员会组织

编写全国高等体育院校《竞技体育学》系列教材，聘

请田麦久教授担任主编。《竞技参赛学》是《竞技体

育学》系列教材之一。根据总体安排，《竞技参赛

学》的编写从 2008 年下半年开始，历时两年。

2008 年下半年主要的工作是编写《竞技参赛

学》细目，并于当年 11 月修订完成。
“竞技参赛学”理论研讨会暨教材编写工作会

于 2009 年 11 月 19 日在苏州大学举行。田麦久教

授主持了这次会议。与会人员熊焰、吴瑛、石岩等就

“竞技参赛学”理论体系构建和教材编写等问题进

行了初步讨论，《竞技参赛学》教材编写工作宣告全

面启动。
《竞技参赛学》教材第一次审稿会于 2010 年 4

月 20 日在山西大学举行。田麦久教授主持了这次

会议。与会人员熊焰、胡亦海、吴瑛、石岩等就《竞技

参赛学》教材初稿修改和“竞技参赛学”的理论与方

法体系建设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竞技参赛学》教材第二次审稿会于 2010 年 11

月 2 日在武汉体育学院召开。这次审稿会就《竞技

参赛学》教材书稿进一步修改完善和“竞技参赛学”
理论与方法体系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 九) 《竞技参赛理论研究文集》正式出版

2010 年 7 月，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了田麦久教

授主编的《竞技参赛理论研究文集》。《竞技参赛理

论研究文集》是在 2008 年 2 月北京体育大学科研处

内部印发的《竞技参赛理论文集》基础上进行了局

部修订。
《竞技参赛理论研究文集》从内部印发到正式

出版，历时两年，而在这一段时间里，竞技参赛理论

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

二 介于训练理论与组赛理论之间的竞技参赛

理论之架构

( 一) 竞技参赛理论的建构

从目前国内外高水平运动训练实践来看，在搞

好科学训练的同时，能否科学参赛是一个特别需要

解决的实际问题。也就是说，在成功组织训练的基

础上，如何保证运动员在比赛中充分发挥竞技能力

以争取胜利是竞技体育研究必须给予充分重视的核

心问题。但是，在此之前的研究中对相关问题没有

给予足够的重视。
运动竞赛具有许多不确定因素，运动员的选定、

比赛方案的制订、赛前的训练安排、赛中的战术指

挥，都随着具体比赛而定，竞技比赛的结果往往出人

意料。对于运动员参赛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问

题，有大量的描述和评论，教练员们也做过认真的总

结，但在运动训练学研究中，以往很少有人关注这一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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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体育的另一个构成要素，即运动竞赛中，构

建指导运动员成功准备和参加比赛的竞技参赛理论

体系是非常必要的，是当代竞技体育实践发展的迫

切需求。田麦久教授( 2002) 率先强调了加强竞技参

赛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运动训练学”主要关注于“提高运动员竞技能

力”，至于怎么表现运动员的竞技能力，没有人从理

论上做过非常认真、细致的研究。
“运动竞赛学”主要涉及的是“组赛理论”，它要

为运动员表现竞技能力创造适宜的条件，而从运动

员竞技能力的培养、表现的过程上看，运动员如何表

现自身竞技能力，还没有系统的理论关注，这是一个

缺陷。
目前，我国还缺乏一个系统完整的指导运动员

竞技参赛的理论。为此，田麦久教授( 2004 ) 构思并

设计了一个“竞技参赛理论”的基本框架，从赛前准

备，赛中的“参赛指导”、“参赛表现”、“赛程控制”，

到参赛后进行评价( 注: 后来将“参赛评价”改称为

“赛后认知”) ，构成了竞技参赛理论体系 ( 图 1 ) 。
其中，参赛表现和赛程控制是核心问题。

图 1 竞技参赛理论的基本框架(田麦久，2004)

“参赛理论”和前面的“训练理论”和“组赛理

论”应该是并列的。一个并列的理论，当它还没有充

分的内外环境条件能够独立地问世之前，可以先列

在其他的理论体系中。
“参赛理论”一种可能是列入“运动训练学”，另

一种可能是列入“运动竞赛学”。如果列入“运动训

练学”，就是把提高和表现运动员的竞技能力归在一

起; 如果列入“运动竞赛学”，那就是把“参赛”和“组

赛”归在一起，两种方法都可以( 图 2) 。

图 2 “运动训练学”和“运动竞赛学”
的理论要点(田麦久，2004)

竞技参赛理论有现实的需要、丰富的内容、巨大

的实用价值以及广阔的发展空间。应该看到，许多

学者已经关注到这一领域，并发表了一些很有价值

的研究成果。
石岩( 2004) 把运动竞赛中发生干扰运动员比赛

发挥或导致运动员比赛成绩降低事件的可能性称为

参赛风险，构建出由参赛风险识别、参赛风险评估与

参赛风险应对 3 个部分组成的风险管理体系，提出

了风险回避、风险降低、风险转移和风险自留等参赛

风险应对策略。［5］

许小冬( 2004) 通过收集、归纳和分析我国部分

优秀运动员多年来在参加重大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过程中处理竞技信息的实例，探讨了竞技信息及其

表现形式，全面分析了竞技信息的 3 个层次、3 个类

别、24 种处理的具体方式。［6］

熊焰( 2005) 以运动员竞技能力在运动竞赛环境

下出现的与运动训练呈现差异的现象为视角，将运

动员在比赛过程中出现的和比赛结束后运动成绩所

反映的不同行为方式与行为结果这一类现象概括为

“运动员竞技能力的参赛变异”，并对运动竞赛中运

动员竞技能力变化的原因及其变化特征进行了探

讨。［7］

另外，还有人从比赛战术运用、参赛次数、赛中

决策等方面对运动员的参赛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竞技体育实践中，教练员通常要进行赛后总

结，其中有很多非常有价值的第一手材料，但是过去

却很少有人利用这些宝贵的资料构建出一个系统的

参赛理论体系。
现在面临的任务是，把这些零散的、个别的研究

成果有机地组合到一起，构筑起竞技参赛理论的完

整体系。可以相信，竞技参赛理论的研究将得到有

关各界的高度重视，必将成为竞技体育科研工作中

一个重要的热点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从目前情况看，“竞技参赛理

论”还有一种最佳可能，就是建立“竞技参赛学”，从

“运动训练学”和“运动竞赛学”中完全分离出来，成

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
( 二) 竞技参赛理论的层次

科学研究的重要目的在于建立理论、对理论进

行检验或者发展已有的理论。广义上讲，理论至少

具有以下四种功能: ( 1 ) 统合现有的知识; ( 2 ) 解释

已有的事项; ( 3 ) 预测未来的事项; ( 4 ) 指导研究的

方向。［8］

当我们在竞技参赛方面的研究成果累积到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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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以后，便会有学者致力于竞技参赛理论的建立，

有效地统合既有的研究发现。有了竞技参赛理论以

后，便可以根据竞技参赛理论的推论进行研究，所取

得的成果自然更易纳入竞技参赛理论架构中。这体

现了理论统合现有的知识的这一功能。
理论通常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宏观理论( grand

theories) 、中观理论( middle range theories) 与微观理

论( trivial theories) 。宏观理论是高度复杂、非常抽

象的系统理论。微观理论乃是一组陈述若干概念之

间关系并在逻辑上相互联系的命题，其中一些命题

可以通过经验检验。中观理论则介于宏观理论和微

观理论之间，是具有中等程度抽象、能够解释一定范

畴内现象的理论，可以提供一种相对具体的分析框

架。
田麦久教授( 2004 ) 的“竞技参赛理论”提供了

一种高度概括的解释框架，属于宏观理论。而在竞

技参赛研究领域，研究者容易以实用术语来建构理

论，并通过发现在竞技情境中存在的具体关系来建

立一些微观理论，而建立中观理论则具有一定的挑

战性，需要学者的勇气、智慧与想象力。因此，在竞

技参赛研究中所涉及的通常并不是宏观理论，而是

那种相对简单、相对具体和相对小型的微观理论以

及那些中观理论，如运动员参赛风险理论、运动员竞

技能力变异理论和运动员竞技信息处理理论等。
以归纳推理为标志的理论建构过程是建立和发

展竞技参赛理论的第一阶段，而以演绎推理为特征

的理论检验则是紧随其后必不可少的阶段。

三 从竞技参赛理论到竞技参赛学:学科发展

的必然

从竞技参赛理论到竞技参赛学的转变，既是竞

技参赛科学发展的历程，也是学科不断完善的标志。
1990 年 8 月，刘建和主编的《运动竞赛学》( 四

川教育出版社) 开始介绍运动员参赛方面的内容。
2003 － 2006 年，刘建和在北京体育大学攻读运动训

练学博士学位，师从田麦久教授。应人民体育出版

社邀约，2008 年 5 月刘建和主编的“十一五”国家级

规划教材《运动竞赛学》正式出版。纵览全书可以

感受到，2008 年版的新教材是刘建和主编“20 余年

从没有停止对运动竞赛实践的理论探索”的成果。
在这本新教材中，作者增补了一些自己和他人在运

动竞赛中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热点问题的研究成

果，如高水平竞技比赛的基本特征、运动员比赛能

力、运动员良好竞技状态的培养等内容。不过，这本

新教材还包括大量篇幅组赛理论的内容。
另外，1992 年，中国体育教练员岗位培训工作

开始启动，在随后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岗位培

训高级班教材中出现了“赛前准备与赛中指导”的

章节，如 1997 年出版的《足球》中“第二十四章 足

球比赛”、2000 年出版的《帆船帆板》中“第八讲 帆

船、帆板赛前准备及比赛中的指导”和 2001 年出版

的《篮球》中“专题六 高水平队比赛前的赛前决策

与临场指挥”等。实际上，就中国体育教练员岗位培

训而言，主要目的是提高教练员的能力，因此其教材

的编写突出实践与应用。然而，这套教材有关竞技

参赛方面的内容不仅少，也缺乏系统性，经验之谈内

容居多。
石岩、熊焰、许小冬( 2006) 在《运动训练学》( 田

麦久教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十三章 参赛

的准备、进行与总结”中初步提出了竞技参赛理论的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参赛准备

第二节 教练员的赛场指挥

第三节 运动员参赛行为的自我控制

第四节 参赛总结

熊焰等( 2008) 在《优秀运动员参赛理论研究进

展》中对竞技参赛主要研究进行了简要论述。他们

认为，运动员参赛理论是“运动训练学领域的延伸与

扩展”，包括“竞技能力时空转移理论”、“易地参赛

调适理论”、“竞技信息处理理论”、“参赛风险应对

理论”、“运动员竞技能力参赛变异论”等。［9］

2008 年下半年开始的《竞技参赛学》教材编写

工作，是竞技参赛理论建设中的一个里程碑。由田

麦久教授等编写的《竞技参赛学》写作细目勾勒出

这一新兴学科的轮廓与概貌，为后来召开的苏州大

学会议和山西大学会议提供了教材目录讨论稿。
2009 年苏州大学会议上讨论的《竞技参赛学》

“七章”内容是:

第一章 竞赛、参赛与竞技参赛学

第二章 竞技参赛准备

第三章 赛前训练的组织与实施

第四章 竞技参赛过程的多维控制

第五章 运动员参赛过程中的自我控制

第六章 教练员的参赛指导

第七章 参赛评价与赛后训练

在 2009 年苏州大学会议上，由石岩建议，经过

大家讨论和主编同意，《竞技参赛学》增加两章，即

竞技参赛原则、参赛过程中的心理干预，并将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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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为两章。
2010 年山西大学会议上讨论的《竞技参赛学》

“十章”内容是:

第一章 竞赛、参赛与竞技参赛学

第二章 竞技参赛原则

第三章 竞技参赛准备

第四章 赛前训练的组织与实施

第五章 竞技参赛过程控制

第六章 运动员参赛过程中的自我控制

第七章 教练员的参赛指导

第八章 参赛过程中的心理干预

第九章 竞技参赛总结与评价

第十章 竞技参赛后的恢复与训练

在 2010 年山西大学会议上，重点审查了已经完

成的《竞技参赛学》各章初稿，并对有关章节的结构

与内容提出了进一步修改的建议。
在 2010 年武汉体育学院会议上，重点审查了已

经完成的《竞技参赛学》各章修改稿，特别是讨论了

“第二章 竞技参赛原则”和“第四章 赛前训练的

组织与实施”，并对有关章节内容提出了具体修改的

建议。
由田麦久教授、熊焰教授主编的《竞技参赛学》

于 2011 年 4 月 8 日完成最后的统稿工作，书稿已交

付人民体育出版社，并将于近期正式出版。这是我

国第一部竞技参赛理论教材。毫不夸张地说，这本

教材论点明确、结构严谨、内容丰满、案例前沿、图文

并茂，含有许多很有价值的创新点。
欣喜之余，特别要感谢人民体育出版社史勇总

编辑独具慧眼的远见卓识，也正是他们的这一举动

加速了我国竞技参赛理论的建设步伐，也成就了《竞

技参赛学》的“横空出世”。
尽管《竞技参赛学》还显“稚嫩”，但这毕竟是一

次大胆的尝试。也许这“一小步”有可能带给竞技

体育理论与实践“一大步”。

四 竞技体育学中国学派及其竞技参赛理论对

其贡献

( 一) 竞技体育学中国学派问题

我国竞技体育学方面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50 年

代，“文革”十年处于停滞状态，1978 年改革开放以

后得以快速发展，标志性的学术成果是田麦久教授

等主编的《运动训练科学化探索》( 1988) 和《项群训

练理论》( 1998) 等。
1982 年 4 月，田麦久教授在世界知名体育学

府———联邦德国科隆体育学院( 现德国科隆体育大

学) 获得体育科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运动训练学家

M． Grosser。
田麦久教授是新中国第一位体育科学博士，是

我国现代运动训练理论及竞技参赛理论的主要创始

人之一。他主持构建了我国运动训练科学化体系，

提出并创建“项群训练理论”、运动员竞技能力结构

的“双子模型”及耐力性项目训练的“翼项系数理

论”。他的关于我国不同阶段竞技体育的发展目标、
重点项目的选择与确定和科教兴体战略实施的研究

成果为国家体育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可以说，田

麦久教授是新中国体育科学的拓荒人，近三十年来

一直统领我国竞技体育科学的理论研究与应用实

践，对我国竞技体育科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我国竞技运动科学训练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

末，由于参加世界大赛，特别是参加奥运会的需要，

大大地加速了这一进程。1988 年，田麦久教授等主

编的《运动训练科学化探索》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我

国运动训练科学化工作步入正轨。今天在评价体育

科研对我国竞技体育的贡献时，很容易就想到这本

书，因为这本书影响了很多教练员和体育工作者，在

由传统经验训练向现代科学训练转变与促进过程

中，这本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体现在我国奥运夺

金和金牌增长的历程中。
“一名学者一生中能够建立一种科学理论，或提

出一个有价值的学术观点，是很不容易的，也是非常

幸福的。也许正是在这里体现着他的毕生追求和他

最为珍贵的人生价值。”［10］

田麦久教授所创立的“项群训练理论”就是他

这句话的真实写照。从 1983 年提出建立以主导竞

技能力为首要标准的竞技项目分类体系，到 1998 年

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 50 万字的《项群训练理论》
一书，项群训练理论逐步成为运动训练理论体系中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为我国竞技体育的训练、竞
赛和管理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指导。我们有理

由认为，我国一些优势和潜优势项目，特别是网球、
花样滑冰、射箭、皮划艇和赛艇等，在奥运会上取得

出色的运动成绩，无不与“项群训练理论”的理论贡

献有很大的关系。
曹景伟、袁守龙等在《体育科学》2004 年第 2 期

上发表“运动训练学理论研究中的中国流”一文。
该文指出:“中国运动训练学理论在横向拓展和纵向

延伸过程中，进行了大量创新，涌现出一些在理论上

价值巨大、在实践中影响深远的本土化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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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主要包括: 项群训练理论、运动员科学选材、中国

优势竞技项目的制胜规律和竞技能力结构理论等。
这些研究成果是中国运动训练学理论对世界的重要

贡献，也是运动训练学理论研究中的中国流形成的

重要标志。”［11］

任何一个学术群体在其不断发展中，随着它的

实践和理论的完善与升华，形成独特的风格并产生

一定影响，最终还将会形成一个学派。
综合以往研究，学派通常有以下特点: ［12］

( 1) 学派都有其领军人物、代表著作在学术界

产生较大影响，其学说为学术界所公认与推崇，甚至

具有奠基意义。其内部是一个具有向心力、凝聚力

的学者群，其外部通常表现为颇具学术竞争力的学

术派别;

( 2) 学派对某一学科的基本问题或重大问题都

有着共同的或相近的学术观点;

( 3) 同一学派大多有相同或类似的研究方法;

( 4) 同一学派的风格是一致的;

( 5) 学派不是一成不变的，学派之间相互吸收，

可以形成新的学派。
以往借鉴围棋“中国流”的提法，将运动训练本

土化的学术成果统称为“运动训练学理论研究中的

中国流”。现在看来，改称“中国学派”更为适合，而

且也不仅仅局限在“运动训练”这个范畴。
体育界关于“中国学派”的提法最早见之于刘

文哲的《国际象棋中国学派》( 蜀蓉棋艺出版社，

2001) 一书，“国际象棋中国学派”所处的年代是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国际象棋中国学派》是建立在

中国国际象棋运动员、教练员和理论工作者实践基

础之上，经过实践检验与不断发展完善，是中国国际

象棋实践的理论高度概括和总结，是实践的结晶。
依据前苏联国际象棋大辞典，所谓国际象棋学

派是指一些人在理论上有共同的观点，并用之在实

践上取得巨大的成就。刘文哲( 2001 ) 指出: “综观

世界主要国际象棋学派的历史可以看出，学派的建

立和发展取决于三个因素: ( 1 ) 理论的系统完整;

( 2) 实践上运用这些理论取得巨大成就; ( 3) 时代特

征: 旗帜鲜明的特点”。［13］

2010 年 4 月下旬，人民体育出版社与田麦久教

授就出版《竞技体育科学文选丛书》达成出版意向，

并启动出版的具体事宜。《竞技体育科学文选丛

书》是田麦久教授研究团队在竞技体育领域科学探

索的阶段集成，包括《运动员多年训练研究文集》、
《竞技参赛理论研究文集》、《运动员竞技能力研究

文集》、《竞技体育发展战略与管理研究文集》、《运

动训练计划与方法研究文集》和《难美项群训练理

论研究文集》等 6 册。
近年来，在人民体育出版社的支持下，田麦久教

授正在主编《竞技体育学》系列教材，包括《运动训

练学》、《运动选材学》、《竞技参赛学》和《竞技体育

管理学》。这 4 本教材包含了田麦久教授研究团队

30 年来在竞技体育科学领域中取得的一系列研究

成果。
综上所述，现阶段可以考虑使用“竞技体育学中

国学派”这种理论上有划时代意义的称谓。
所谓竞技体育学中国学派是指依靠共同的研究

信念和方向，在其领军人物田麦久教授的带领下而

形成的科学共同体，并有完整的研究体系、研究内容

以及方法论。
学派建设，是研究学术思想发展的一面镜子、一

种尺度。要想创建好竞技体育学中国学派，首先应

树立学派意识，形成学术研究团队; 其次，学派内部

提倡百家争鸣; 最后，就是要明确竞技体育学研究内

容与方法，构建竞技体育学理论体系，并在国际上形

成一个独具特色并有较大影响的竞技体育学中国

学派。
( 二) 竞技参赛理论对竞技体育学中国学派的

贡献

竞技参赛理论或竞技参赛学包括赛前准备、参

赛行为和赛后认知三个基本组成部分。赛前准备包

括状态诊断、信息收集、目标设定、备战方案、赛前训

练和科技服务等内容; 参赛行为包括参赛表现、参赛

指导、赛程控制等内容; 赛后认知包括参赛评价、赛

程总结、参赛档案等内容。
目前，竞技参赛理论或竞技参赛学主要围绕运

动员参赛风险管理、易地参赛、本土参赛、竞技能力

参赛变异、竞赛信息处理等问题进行研究。［14］其学

科的目标是为了让运动员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在与

竞技对手的较量中充分表现出自己已经具备的竞技

能力。
竞技参赛理论或竞技参赛学是竞技体育学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竞技体育学中国学派的特色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讲，竞技参赛理论体系构建或竞技参

赛学发展将会对竞技体育学中国学派建设有着重要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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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Competition Participation Theory System:
a discussion on Chinese school of sports science

SHI Yan，ZHAO Yang
(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Shanxi University，Taiyuan 030006，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briefly reviewed 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competition participation theory system and the rele-
vant research achievements which mostly came from research group of Professor TIAN Maijiu． Then，it introduced
the meaning and basic frame of sports competition participation theory system and the main contents of sports com-
petition participation theory． Finally，it discussed th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of Chinese school of sports science and
sports competition participation theory to the sports competition participation theory system． It pointed out that rel-
ying on common research faith and direction，Chinese school of sports science was a scientific community led by
Professor TIAN Maijiu，which is of its own research system，contents and methodology． The sports competition partic-
ipation theory w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to the sports science and the feature of Chinese school of sports science．
Key words: athletes; research group; sports competition participation theory; sports science; Chines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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