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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文以石家庄市桥西区高中田径队100米项目训练现状为研

究对象，使用了文献资料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和数理统计

法，运用软件对收回的问卷所得的结果进行数据统计,得出所需

相关数据。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石家庄市桥西区高中田径队100米项目运动员现状

从调查问卷可以看出石家庄市桥西区高中田径队100米项目

中男生比例占到75.61%，女生只占到24.39%左右。这一现象的

原因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男女身体机能的差异越来越明显，从

事田径径赛项目训练比较枯燥和乏味。学生运动员的身体发育和

机能水平还不够成熟，身心发展比较迅速且不平衡。随着运动

员身体发育和机能水平基本已经趋于稳定状态，男女的差异性受

到年龄限制显现出来。运动员运动成绩直接反映了现阶段运动员

的运动水平，主要集中为二级运动员和三级运动员，整体水平

不错但缺少拔尖人才，针对这种现象可以采取以下做法：学校

加大对田径队的人力物力投入，学校通过举办体育文化节、校

运会等活动，挖掘人才，补充新鲜血液。

2.2石家庄市桥西区高中田径队100米教练员现状

教练员是高中田径队的主体之一，是田径队进行训练任务的

具体实施者，教练员的执教能力与运动员运动成绩几乎是成正比

发展，另外，教练自身的运动成绩、工作经验和能力、个人教练

风格与运动员参加训练的兴趣和热情密切相关。调查发现男教练

员精力和体力一般会比女教练员好。能够承担相应生理和心理带

来的负荷。可以发现各个年龄段都有教练员，分布合理，有利于

多所学校之间教练员的学习和交流。通过访谈教练员的运动水平

是比较高的，同时对运动员的竞技水平把拿捏的比较准确，比赛

经验比较丰富，对运动员发展方向起了良好的导向作用。

2.3石家庄市桥西区高中田径队100米运动员训练现状

高中田径队训练属于课外体育训练，学生的主要以文化课为

基础，这导致学训冲突的产生，由于学习任务和训练任务的压力，

给学生运动员生理和心理带来两方面的负荷。这就要求通过学校

和教练员给运动员提供一个可行的训练计划，田径队的训练具有

周期性的特点，这也要求运动员们不能中断训练。田径队训练的

目标也是为了去参加比赛，获得优异运动成绩。根据调查的结果

田径队训练100 米项目训练基本是以体能课和技术能力课为主，

田径队短程速度训练主要是力量训练和身体素质训练；速度耐力

训练，常采用间歇训练法；调整练习让运动员机体恢复，多采用

游戏法；专项训练，主要针对100米项目具有针对性的训练。教

练员通过言语交流来刺激运动员战术意识的形成和良好的心理素

质。在体育智力训练方面，教练讲解和演示100米项目的特殊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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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实施素质教育和学校体制的改革的不断深入,师资力量的提升，增加了现代学生对田径运动的热爱与兴趣，引导
学生们参与课余体育训练中。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和数理统计法，对100米项目运动员训练现状、教练员现
状以及场地器材进行调查，得出以下结论，石家庄市桥西区调查的五所高中田径校队100米项目物质条件和训练方面都取得了不错
的成绩，场地器材设备数量能满足运动员训练的需要，但器械设备的质量有陈旧破损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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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训练方法使运动员认真思考和分析。

2.4石家庄市桥西区高中田径队100米运动员训练影响因素

培养动机是学生参与校外体育训练的主要来源。学生的想法

比较单纯，学生从事训练是为了考取大学。很少一部分学生想要

为校争光和自己的兴趣爱好需要等。从教练员对运动员的参训动

机来看，既希望希望运动员为校争光参加比赛，还希望发现优秀

运动员为上一级单位提供人才参与更高等级的训练。教练员与运

动员双方沟通好自身的发展方向，针对考学或者其他原因制定训

练的目标和内容。训练场地是标准的400米操场，器材数量也能

基本满足运动员训练的需要。比如：杠铃磨损比较严重、弹力带

破损、沙袋漏沙等情况。运动员也表示这些陈旧破损的器械在训

练过程中添了不少麻烦，训练场地以及器材设备数量和质量也是

提升运动员训练水平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

3　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男运动员相比女运动员人数有很大的优势，运动等级普遍较

低，以二级运动员和三级运动员为主。教练员男教练员相比女

教练员人数较多，年龄分布比较均匀，能保证训练各个年龄阶

段的教练员，方便交流与沟通训练情况。训练时间与次数比较合

理，训练内容安排比较合理。运动员参训动机良好，基本都是为

了升学、为学校争光以及自身兴趣爱好等。物质条件方面，场地

器材设备数量能满足运动员训练的需要，但器械设备的质量有陈

旧破损现象。

3.2建议

运动员应加强自身的训练动机，了解艰苦训练的重要性，养

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为今后培养终身体育意识打下坚实的基

础。教练员认真落实上一级单位所布置的训练任务，优化训练的

结构，改善训练方法。另外对于女教练员的招聘工作要落实。学

校要重视田径校队训练，与教练员要沟通协调好学训之间的矛盾，

制的训练计划要具有可行性和实效性。增加对场馆、设备的投资，

以满足运动员训练和完成训练任务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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