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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学校体育发展现状与对策

——基于贵州省第三届中学生运动会数据分析
付中维

贵阳市第二中学　贵州　贵阳　550000

摘　要：贵州省第三届中学生运动会 2019年 8月在贵阳市和遵义市举行，为做好参赛贵阳市教育局组团参加田径、游泳、篮
球、足球、气排球、羽毛球、乒乓球、跆拳道 8个竞赛项目，代表团人数 344人，贵阳市获得高中组团体总分第一、初中组
团体总分第二、金牌数第一。运用数据分析法，以赛事构成为核心，分析贵阳市学校体育发展现状。结合贵州省第三届中学

生运动会成功举办的影响力，提出本市学校体育发展策略：加强政策引导，建设队伍，提供人力保障；深化课程改革，提高

体育课、社团、运动队教学质量；探究教育局与体育局深化学校体育与专业运动队合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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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以贵阳市组团参加省第三届中运会队员参赛成绩为研究

对象。

（二）研究方法

（1）数据分析法
以参赛项目为研究平台以 8 个大项，共计 100 个小项获

得的团体总分为参考，分析贵阳市各项目的名次，以 9 个地
州团体总分为参照进行对比分析。

（2）专家访谈法
对相关教练员、教育局及体育局领导进行访谈。

二、贵阳市参加省第三届中学生运动会各项目情况

（一）初中组

图表所示：贵阳市足球、跆拳道比赛团体总分第一，田

径、游泳成绩处于第二名；遵义市田径团体总分比贵阳市高

170 分，游泳项目已被毕节地区赶超。
（二）高中组

图表所示：贵阳市田径、游泳、羽毛球团体总分第一，

足球、气排球、乒乓球呈现下降趋势。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各项目总体情况：（1）田径高中男子贵阳市竞赛成绩优

势是中长跑，不足是 400 米及以下径赛和田赛；田径女子高
中竞赛优势中长跑，田赛只有跳远获得第一名；初中女子

100 米、200 米、100 米栏、4X100 米较为强势。（2）游泳高

中男子 50 米自由泳、200 米混合泳、100 米仰泳未进决赛，

其它项目表现很好；高中女子 200 米混合泳、50 米蛙泳、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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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蝶泳未进决赛，其他项目表现很好；初中男子 50 米、100
米自由泳、4X100 米自由泳成绩具有优势，其他项目有待提
高；初中女子 200 米自由泳有优势，其他项目相对落后。（3）
跆拳道初中男子 -54KG、-62KG 优势较明显，女子 -47KG、-
55KG、-39KG 成绩与其他地州差距较大。（4）乒乓球项目女
子团体、双打冠军。（5）羽毛球男单、女单、混双冠军。（6）
足球高中男子第四名、高中女子第七名；（7）初中男女冠军。
（8）篮球高中男子第四名、女子第六名。（9）气排球男、女
第四名。本届成绩较上一届统治力明显下降，其他区采用

“非对称”发展模式，重点突击部分项目，导致贵阳市原有生

源被截留，表现较为明显的地区为遵义（田径、足球、气排

球）、黔东南州（田径、足球、游泳）、六盘水（田径）、黔南

州（田径、足球、排球）、毕节地区（田径、游泳）进步明

显，间接分担我市优势项目。

（二）建议

（1）加强教体融合，提高政策性指导
打通学生学业的上升通道，小学至大学的升学通道畅通，

消除学生及家长的学业忧虑，为学生提供科学学习和训练方

案；主要采取中小学校和体育运动学校互助互补原则，专业

学校提供技术，学校提供生源和训练环境；专业队可进入普

通中小学校学习，学校作为专业运动队后备人才基地；提升

教师及外聘教练津贴；利用社会优质资源推动学校体育发展。

（2）深化改革提高教学质量
根据课程标准因材施教，内容科学，使学生掌握健康知

识和运动技能。通过学校体育，发展学生特长，培养体育人

才；组织学生参加体育活动，贯彻关于“保证学生每天一小

时体育活动时间”要求；学校采取有课、有赛、有队的体育

工作模式，为学生提供展示平台；课余运动队建设，加强科

研团队建设，以科研带动训练为核心，做到比赛、训练、医

疗、食宿科学管理。

（3）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人才储备
贵阳市要吸引优秀的学生资源就必须加强训练场馆、比

赛、教练、食宿、医疗、升学条件因素保障，以硬件和软件

条件优势吸引优秀学生运动员、教练员，做到早发现、早引

进，强化队伍建设。以全项目参赛为核心，全员参与，加强

市级特色学校建设，集中学校优势分而治之，强化优势，弥

补短板。

（4） 提高训练质量，加大师资培训
教练要根据学生实际做到科学组建教练团队、制定训练

计划、撰写每课教案、构建运动损伤与恢复方案，自身业务

不断专研的同时加强教师及教练培训，每年组织参加国家级、

省级、市级专业培训。做到走出去、吸进来、再检验、再培

训；联系全国优秀专项教练，派送教师参与跟队训练的研修

方式，时间 6 个月至 1 年，便于教师提升专业素养。
（5） 搭平台，促进成长
加强办赛质量，为学生搭建市级、省级、国家级比赛平

台，加强学生及教练员之间技术交流，增强比赛经验，发现

自身不足；分项目采取省外集训以提升身体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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