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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文以湖南省湘西自治州龙山县高中田径课余训练的现状为

研究对象，以龙山县2 所高级高中的田径教练员、参训学生为
调查对象。

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查阅2000年－2019年关键词为“高中

田径课余训练现状与对策”的相关文献资料。
1.2.2 问卷调查法。根据论文研究的需要，经过指导与反

馈意见，将问卷进行反复修改，分别针对教练、学生设计了两
份问卷。本次教练问卷共发放18 份，回收有效问卷15 份，有
效率为94%。学生问卷有效率为90%。

1.2.3专家访谈法
1.2.4数理统计法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龙山县高中田径课余训练现状分析
2.1.1龙山县高中田径课余训练师教练员队伍现状
在高中田径课余训练中，教练员是田径课余训练组织者和管

理者，在田径课余训练中是不可或缺的角色，教练员决定着训
练者的训练成绩。因此，为推动龙山县田径课余训练的进步和
发展对教练员现状的分析是十分关键的。

（1）龙山县高中田径课余训练教练员的年龄结构、从教年限
现状。运动训练实践证明，合理的年龄结构不仅可以发挥教练员
群体结构整体水平的最大效能，不仅知识、能力、技能以及实践
经验的积累等各方面不尽相同。龙山县高中教练以中青年为主，
在31—40岁的教练员有7人，训练年线上仅有1人从事16年以
上。（2）龙山县高中田径课余训练教练员的学历、职称现状。学
历是一个人受教育程度的直接展现，是衡量一个人文化素质的重
要指标， 而龙山县高中田径课余教练员的学历主要是本科居多。
而正高级教练员0人。（3）龙山县高中田径课余训练教练员科研
论文现状。调查得出，龙山县高中田径课余训练教练员的体育科
研水平相对较低，学术类的科研成果较少。（4）龙山县高中田径
课余训练教练员的训练动机。经调查得出，教练员训练动机主要
以输送人才和为校增光放在首位。（5）龙山县高中田径课余训练
教练员的选材情况。龙山县教练员的选材方式单一，主要来源于
校运会。（6）龙山县高中田径课余训练教练员训练计划制定的情
况。通过制定系统的训练计划，能激发学生运动员潜在的运动能
力。龙山县教练员制定多年度完整训练计划的仅有1人，多数教
练员缺乏多年度完整训练计划。（7）龙山县高中田径课余训练教
练员对学生文化成绩的重视程度情况。调查得出，龙山县高中田
径课余训练的教练员对学生的文化成绩是非常重视的。

2.1.2龙山县高中田径课余训运动员队伍的现状
通过对龙山县高中田径课余训练运动员的现状分析，学生训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龙山县高中田径课余训练的
现状调查及对策

付　阳
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中国·云南 昆明 650500

【摘　要】田径课余训练是学校体育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校的基础运动项目。本研究通过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和
数理统计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对湖南省湘西自治州龙山县高中田径课余训练的现状进行研究，对学校体制管理、训练现状、竞赛组
织以及一些外部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为今后湘西自治州龙山县高中田径课余训练的发展提供借鉴，进
一步推动田径课余训练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湘西自治州；高中；田径课余训练；现状；对策

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提高训练成绩的关键因素。
（1）龙山县高中田径课余训运动员的性别、训练年限情况分

析。调查中显示，参加田径课余训练男运动员比女运动员多，训
练年限在2年以下的人数有32人。（2）龙山县高中田径课余训运
动员训练的动机。运动员参加运动的动机是决定运动员是否具有
动力的决定性因素。调查显示，大部分的运动员参与田径课余训
练主要原因是为了升学。（3）龙山县高中田径课余训运动员训练
的次数和强度。调查得出，很多学生每周都能保持积极训练，对
于提升成绩有很大的帮助。（4）龙山县高中田径课余训练运动员
的文化学习情况。体育特长生升学是由文化成绩和专业成绩两部
分构成的缺一不可，而有67%的运动员认为田径训练对文化学习
有影响，因此教练员应该制定科学合理的训练计划，解决学与训
之间的矛盾。

2.1.3龙山县高中田径课余训练其他相关因素现状和分析
（1）龙山县高中田径课余训练经费现状分析。龙山县高中课

余训练主要经费来源于上级和学校拨款，除此之外田径课余训练
经费没有其他来源途径。（2）龙山县高中田径课余训练场地器材
现状分析。龙山县高中田径课余训练的场地、器材基本能保障正
常的田径课余训练。（3）龙山县高中田径课余训练学校领导重视
现状分析。调查得出，龙山县高中田径课余训练得不到学校领导
的充分重视，普遍认为体育训练没有文化课重要。

2.2龙山县高中田径课余训练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2.2.1龙山县学校领导重视程度不高
龙山县高中学校领导对田径课余训练重视程度不高，对田径

后备人才的培养和输送造成了局限性。
2.2.2龙山县教练员业务和理论知识培训较少
2.2.3龙山县场地器材不足和经费来源少
3  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1）龙山县高中田径训练教练员以中青年为主。（2）龙山县
高中田径课余训练得不到学校领导重视；田径课余训练经费严重
不足且来源途径较少；场地、器材设施老旧 。

3.2建议
（1）学校领导应充分认识到田径课余训练对体育教育教学的

意义，把田径课余训练摆在与文化学习摆在同一位置，建立科学
的、统一的、合理的管理制度。（2）引进专职化教练，学校要为
教练员提供培训平台，不断与其他学校的教练员交流与学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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