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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特点探析
孙 珂袁吴福友

德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是崎岖坎坷的袁 更是引人瞩目

的遥 它曾经遭到纳粹利用袁使柏林奥运会成为粉饰和宣传

法西斯的工具曰也曾由于德国策发战争而得到惩罚袁被奥

运会拒之门外曰甚至一度笼罩在慕尼黑惨案和东德兴奋剂

事件的阴云之下袁让人闻之色变遥即使经历了诸多挫折袁德
国竞技体育仍然保持着勃勃生机遥

在历届奥运会和各大国际赛事中袁我们依然能看到一

代代德国运动员辉煌的战绩遥 在夏季奥运会中袁德国的马

术尧皮划艇尧曲棍球等项目始终保持世界最高水平遥以 2012

年伦敦奥运会为例袁德国独揽马术障碍三项赛的团体和个

人冠军曰在皮划艇静水项目中袁获得女子双人皮艇 500 m尧
男子单人划艇 1 000 m尧 男子双人划艇 1 000 m 3 块金牌曰
德国男子曲棍球队也继 1972尧1992尧2008 年 3 届奥运会之

后袁第四次斩获金牌遥 冬季奥运会上袁德国依靠雪橇尧冰橇尧
冬季两项等优势项目始终位居奖牌榜第一军团袁 从第 18

届到第 21 届冬奥会袁德国在金牌榜上一直保持在前两位遥
德国还是世界上足球最强的国家之一袁德国队曾 3 次捧起

野德劳内杯冶袁是夺得欧洲杯冠军最多的球队曰德国人还曾 4

次问鼎世界杯冠军袁距离野五星巴西冶仅一步之遥遥
众多的体育人口和热烈的体育氛围为德国竞技体育

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袁而坚实的后备人才队伍则是德国

竞技体育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遥德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为

何能够做到质量与数量兼备袁其发展理念尧管理体制尧培养

模式及联赛体系都是值得我们探究与学习的遥 综合来看袁
德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特点主要体现为以下 4 点院

全面平衡的发展理念尧 政府参与社会主导的管理体制尧开
放流通的三级培养模式以及成熟完善的赛事体系遥

古希腊文化是整个欧洲文化的核心和源头袁 对欧洲

各国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遥 其中袁重视体育尧肯定人的价

值尧提倡人的全面发展等古典思想袁深深地影响了德国文

化袁这也使德国体育的发展理念一直以来都以野育人冶作
为核心价值遥 从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卢梭袁到野近代体育之

父冶古兹姆斯袁再到现代奥林匹克的创始人顾拜旦袁他们

都十分重视体育的教育功能袁 强调体育旨在培养全面发

展的人遥 这样的思想投射到今天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

养之中袁就建立起了提倡全面尧平衡发展和重视性格品质

的理念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袁德国分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

国两个国家遥 为促进竞技体育快速发展袁东德开始借鉴前

苏联竞技体育的发展模式袁以国家为主导尧竞技体校为载

体建立起了一整套选材与训练体系遥在野体育促进计划冶的
支持下袁政府还为运动员提供各种物质奖励和特权院高额

奖金尧分配住房尧安排工作等遥 正因为如此袁体校训练和竞

赛以奖牌为导向遥东德竞技体育以短时间内大幅度提升运

动员的运动成绩为目标袁 许多运动员长期服用违禁药品袁
甚至连青少年运动员也包括在内遥这种违反自然规律的行

为使运动员们身体不断异变袁多种生理问题频发袁最终成

为了东德竞技体育神话的牺牲品遥 抛开兴奋剂问题不谈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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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德纵然培养出了许多冠军袁却也有着诸多弊端遥 东德为

了追求高水平竞技体育的成功袁将有运动禀赋的青少年集

中在一起袁对其进行封闭式集训遥 然而少数优秀运动员摘

金夺银的背后袁是无数青少年运动员个人的牺牲遥可以说袁
正是一味强调竞技成绩的发展理念袁让运动员个人的平衡

发展遭到忽略袁酿成了这样的悲剧遥
统一后的德国认识到了运动员服用兴奋剂所带来的

危害袁原东德的竞技体育管理制度不复存在袁急功近利和

盲目追求成绩的发展理念得到改变袁 青少年后备人才培

养也逐渐向野去功利化冶和野平衡化冶方向发展遥 平衡发展

对于青少年运动员而言袁 就是要让他们在文化学习和竞

技水平上全面协调发展袁不可偏废遥 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

成长过程中的关键时期袁 在此时接受系统全面的文化教

育袁 能够在整体上提高青少年运动员的知识储备和文化

素养遥 无论最终能否成为高水平运动员袁他们都可以凭借

青少年阶段接受的教育袁适应社会多方面的人才需求遥 德

国同多数西方国家一样袁 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上将

体育与教育视为一体袁 德国青少年运动员在文化学习时

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并不比运动训练少遥 在德国体育精英

学校的作息安排中袁学生每周的文化学习时间达 30 h袁每
周自习时间 10 h袁而训练时间则为每周 20 h[1]遥 无论是俱

乐部还是体校袁 都将全面与平衡发展视为青少年后备人

才培养的重中之重遥
另外袁德国在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时对学生的性格

品质与素质也十分注重袁许多俱乐部及学校都设有心理疏

导机构袁帮助青少年缓解来自社会尧家庭尧训练等各方面的

负面情绪与压力袁让青少年运动员在成长发展中得以塑造

良好的性格品质遥 可以看出袁德国在后备人才培养中力图

塑造的不是只有漂亮竞技成绩的高水平运动员袁而是道德

完善尧品质优秀的全面发展的人遥

德国竞技体育的基本组织原则包括体育自治与政府

协作遥 依照这两大原则袁德国竞技体育由 2 条分支尧3 个层

面并行管理遥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是德国最为权威的

管理机构袁社会体育组织管理也是由奥委会牵头袁下辖单

项协会 / 州体育联合会 / 州单项协会曰 而政府管理则以政

府内务部下设的体育司为第一层面袁负责统筹各州政府分

管的体育部门袁协助奥委会共同管理州体育联合会曰各俱

乐部作为德国体育的基础单位袁既受单项协会管理袁也是

各州体育联合会的成员遥在这样的竞技体育组织机构设置

下袁德国青少年体育的管理框架也分为社会与政府两大部

分袁其中以社会体育组织为主导力量袁政府部门则起到参

与辅助的作用遥
青年体育联合会渊简称青体联冤是德国青少年体育发

展管理的最高社会组织袁隶属德国奥委会遥 青体联管辖 53

个单项协会的青少年体育部 渊简称青体部冤尧10 个国家级

青少年训练基地与 16 个州政府青体部袁 以促进青少年社

会工作与体育工作的协调发展为工作目标袁选拔有潜力的

青少年运动员就属于其工作内容之一 [2]遥
各单项协会和各州体育联合会是体育俱乐部的 野上

司冶袁在青少年后备人才培养工作中袁他们负责围绕各俱乐

部袁制定针对关于后备人才的各项计划与训练体系袁也给

予一定的资金支持遥 以足球为例袁为了促进青少年足球人

才的发展袁德国足协于 2002 年推出野促进青少年人才发展

计划冶袁在德国全境建立了 388 个足球基地袁每个基地覆盖

70 个足球俱乐部遥 此外袁约有 1 200 名具有执教资格的教

练员参加了该计划袁共同参与了对青少年运动员的考察和

培养袁足协将每年为此投资 1 000 万欧元[3]遥另外足协还规

定袁从 2002要2003 赛季起袁德国甲尧乙两级职业联赛所有

俱乐部必须有符合专业标准的青训中心袁以及相应的配套

设施,如不遵守将被取消注册资格遥 这一计划的实施打造

了如今成熟运作的德甲青训体系袁 为德国培养出了格策尧
诺伊尔等多位足球新星遥

体育俱乐部渗透了大众体育尧竞技体育尧学校体育的

方方面面袁既是德国体育的基本组织形式袁也是德国竞技

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重要依托遥以不同级别以及从事不同

运动项目的体育俱乐部为代表的社会体育组织袁是青少年

运动员的培养主体遥 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 2011 年的

统计结果显示袁 德国共有 91 250 个体育俱乐部袁2 768 万

会员袁占德国总人口的 33.85%袁其中袁7~18 岁的青少年会

员达到 639 万人袁占德国青少年总人口的 66.07%[4]遥 这样

的数字足以说明体育俱乐部在德国青少年之中的普及程

度袁也为青少年运动员的选材和培养扩大了基础遥 体育俱

乐部有职业和业余之分袁职业俱乐部一般都设有若干青年

梯队袁规模较大的业余俱乐部也有青少年部袁负责青少年

和后备人才的培养 [5]遥
在法律和宪法规定之下袁德国联邦政府并不干预社会

体育组织的内部自治袁也没有专设的体育管理机构遥 但从

参与角度而言袁德国众多政府机构都参与到了优秀运动员

培养的支持和辅助工作当中袁其中以联邦经济合作部和德

国联邦内政部的作用最为主要遥 政府从出台相关政策尧为
优秀运动员提供培养经费尧提供资金与科研支持尧建设训

练基地和体育场馆等方面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提供

帮助遥 1960 年以来袁德国开始实施野黄金计划冶袁花费 180

亿马克用于兴建大量体育场馆 [6]曰2000 年袁德国政府投入

体育运动的资金中约 1/4 直接或间接地用于竞技体育后

备力量的培养 [5]遥

德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模式一直在摸索中不

断前行遥目前袁德国已经形成了学校尧俱乐部要精英体育学

校要奥林匹克训练基地的三级培养模式遥该模式以开放流

通为特点袁持续不断地为德国竞技体育输送人才遥
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链条中袁位于最底端的是

相互联系极为紧密的学校与俱乐部遥 早在 19 世纪 60 年

代袁德国体育联合会渊DSB冤和德国文化部长会议渊KMK冤
就在野联邦青少年运动会冶中尝试合作袁德国体育联合会于

1967 年在 DSB-KMK 联席会议上提出野在中小学和大学培

养优秀青少年运动员冶的计划袁体育俱乐部与学校的合作

得到了强调遥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到 90 年代初期袁大
量学校与俱乐部合作的规范性文件出台袁确立了各联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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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与俱乐部的合作关系[7]遥
众所周知袁中小学体育课是青少年的体育兴趣萌发的

起点遥德国学校设置的体育课以吸引学生参与体育运动为

目的袁将技术与成绩淡化袁以此来培养青少年的积极性和

自信心袁享受运动带来的纯粹快乐遥 德国体育俱乐部的青

少年会员都来自学校袁而所有运动员的运动生涯都以俱乐

部为起点袁平时在俱乐部里训练袁代表俱乐部参加各级比

赛遥相应地袁俱乐部也会支持中小学的课外体育活动遥比如

固定时间派教练员去学校指导学生开展课余体育训练袁教
授基本的运动技术袁 与学校联合举办青少年体育比赛等遥
在俱乐部中袁资质一般者袁就将体育作为业余爱好袁一直留

在俱乐部里进行体育锻炼曰具有一定潜能的学生将会在青

少年运动会尧校际运动会尧体育节等各类比赛中脱颖而出袁
经过单项协会选拔并审查合格后袁即可进入更专业的精英

体育学校遥
为了更好地发掘竞技体育人才袁2003 年德国奥林匹

克体育联合会与各州教育部门合作袁依托普通学校或单独

创立了精英体育学校 [8]遥 精英体育学校将训练尧学习尧住宿

结合在一起袁以野成为世界冠军并完成学业冶为指导原则[9]遥
精英体育学校归属教育部门管理袁与普通学校在文化学习

上毫无二致袁 但会根据情况灵活地为学生设计培养方案遥
精英体育学校学习期为 5~13 年级袁时间为 8 年袁相当于整

个中学阶段遥在 8~10 年级之间袁将以体育成绩为依据进行

两次淘汰考试袁10 年级中期举行一次文化考试遥 没有达到

要求的学生将被分流到职业学校就读袁筛选留下的学生则

在校进行训练尧学习尧住宿野三集中冶式管理袁兼顾了未来

发展与训练质量 [10]遥他们还为青少年运动员提供有针对性

的学校基础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遥教育与竞技体育天然结

合袁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尧单轨制的培养体系袁能够更好地为

德国竞技体育输送年轻有为的后备人才遥
在德国袁每个运动项目都有自己的选材计划遥 经过一

段时间的专业训练袁成绩优秀的运动员可以进入更高级别

的俱乐部袁或是被各单项协会选拔袁送至奥林匹克训练基

地进行训练遥 目前袁德国有 19 个奥林匹克训练基地袁基地

的场馆设施先进尧科研设备专业尧科学化训练团队完善袁为
运动员提供各方面的服务遥 联邦政府还在训练基地投资袁
建立野运动员之家冶袁为正在读书和已经毕业的运动员提供

住宿袁为运动员就近短期集中训练提供条件袁帮助后备人

才实现向顶尖运动员的平稳过渡 [11]遥

成熟完善的赛事体系也是德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

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遥全国六级联赛体系和一系列青少

年体育赛事袁都可以为德国竞技体育锻炼选手袁选拔人才遥
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期间袁德国许多全国性

的专业体育协会纷纷创建了全国性联赛袁如冰球渊1958 年冤尧
足球渊1963 年冤尧手球渊1966 年冤尧篮球渊1966 年冤和曲棍球

渊1969 年冤等项目遥 目前德国共有 47 个项目渊含小项冤的
联赛袁已经形成了从最顶级的野全国联赛渊Bundesliga冤冶到
最低级别的野县级联赛渊Kreisliga冤冶的金字塔型六级联赛

体系[12]遥

德国的六级联赛体系之中袁既包括集体项目袁也有个

人项目遥 既包括全国性的职业联赛袁也包括地区性的业余

联赛袁各级别联赛及联赛之间都具有完备的升降级制度遥
对德国大众体育来说袁 业余联赛让体育俱乐部的活跃度

和凝聚力与日俱增袁 是会员们积极参与体育锻炼的重要

动力遥 而德国竞技体育则更加受益于六级联赛体系院从后

备人才的角度而言,比赛是保持和提高青少年运动员竞技

水平的必要手段,也是检验训练成果的最佳方式遥 通过参

加相应级别的竞赛袁青少年在运动技巧尧运动心理尧临场

经验和抗压能力等方面都将逐渐获得进步 ,这既有助于提

高成绩袁也有助于青少年运动员的成长遥 从俱乐部的角度

而言袁 市场化运作成熟的赛事体系给俱乐部带来的经济

收入袁可以再次投入后备人才培养当中袁这对促进竞技体

育的发展也有着积极的意义遥 除此之外袁完善的职业和业

余联赛体系能够提高运动项目的普及程度袁 还能给退役

运动员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袁 为德国竞技体育作出了重

大贡献遥
另外袁 德国还有一系列为青少年设立的体育赛事袁包

括学校体育节尧各州的杯赛尧不同年龄段的全国单项锦标

赛尧联邦青少年运动会和野青少年为奥运冶竞赛活动遥 其中

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野青少年为奥运冶竞赛活动遥它以选拔和

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为目的袁 在全德开展校间体育比

赛遥 该项赛事堪称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小学校际比赛袁每
年吸引约 80 万中小学生参赛遥 比赛分预赛尧 市 / 县级决

赛尧地区级决赛尧州级决赛和全国决赛遥目前州级比赛的资

金由各州负担袁全国决赛则得到了柏林州尧承办协会和联

邦内政部的资助遥 全国决赛设有夏奥会和冬奥会项目共

17 个袁分项目尧分年龄段展开校际竞争遥 每年野青少年为奥

运冶竞赛活动的决赛分 3 次进行袁春季渊柏林冤举行篮球尧
体操尧手球尧游泳尧乒乓球尧排球项目的决赛袁秋季渊柏林冤
举行羽毛球尧沙滩排球尧足球尧高尔夫尧曲棍球尧柔道尧田
径尧网球尧铁人三项和赛艇的决赛袁冬季在尚纳赫举行越野

滑雪的决赛[13]遥 训练与比赛相辅相成袁科学有效地促进竞

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成长遥

德国作为体育强国袁竞技体育的发展一直位居世界前

列袁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方式方法也历经了实践和时

间的检验袁获得了良好的成效遥综上所述袁德国竞技体育后

备人才培养秉持青少年运动员全面平衡发展的理念袁在管

理体制中社会体育组织高度自治袁 培养模式开放流通袁赛
事体系日臻成熟尧完善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在整个后备人才培养的过程中袁德国

竞技体育始终与教育在同一轨道并行遥即使是实行寄宿制

的精英体育学校袁也归属教育部门管理遥 运动员首先是学

生袁所以无论是俱乐部还是学校袁都在教育上给予学生最

大的支持遥 青少年运动员在参加训练的同时袁并不会失去

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袁这是学训天然结合的结果遥 只有单

轨制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制袁才能使青少年运动员

得到全面平衡的发展遥 这不仅仅是德国所极力倡导的袁也
是国际社会的通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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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1 所示袁渊a冤为野吃冶菜单袁对应 APP 的菜谱推荐

功能袁菜单中通过图形化界面袁形象地为用户展示野每日搭

配推荐冶和野配菜冶两个子菜单遥 渊b冤为配菜功能子菜单遥 用

户可以根据罗列的餐品信息袁直接选择并下单袁完成配餐

的选购遥 渊c冤为野动冶菜单袁对应 APP 的运动功能袁界面形象

地为用户展示运动的详细信息袁包括热量消耗尧运动类型尧
运动时间以及运动计划等袁使用户一目了然遥 渊d冤为野我
的冶菜单袁对应 APP 的用户信息功能袁界面包括野数据中

心冶野我的订单冶以及野我的数据冶等子菜单选项遥 渊e冤为野我
的数据冶子菜单界面袁界面将用户的运动信息和饮食信息

分别在两个选项卡中显示袁让用户对自己的运动和饮食数

据有更直观尧更准确的了解遥 渊f冤为野订单冶子菜单袁显示用

户已订购的配餐信息袁方便用户及时了解所订配餐的物流

等信息遥

本文以白领人群为目标群体袁通过将运动信息记录分

析功能与食品信息推荐功能相结合袁设计了一款满足白领

人群运动和饮食需求的 APP遥本文所设计的 APP为用户提

供更加科学的运动计划和更加合理的饮食配比袁避免了用

户跨平台获取信息所造成的不便袁系统根据个人运动实时

热量消耗和营养流失袁通过调节机体能量的消耗和摄入比

例袁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菜谱袁来满足用户多样化的需求遥
同时将运动信息通过可视化的形式呈现给用户袁并根据运

动数据分析结果精准推送个性化的饮食搭配方案袁 配合

野线下厨房冶提供订餐服务袁有效地解决白领用户运动计划

与饮食搭配不合理尧 因工作时间紧而无法制作营养配餐等

问题遥 通过对运动和健康数据收集尧利用袁来对饮食进行科

学管理袁 从而使更多人能通过主动管理日常饮食和运动情

况而在健康上获益袁这是一个可以继续深度挖掘的领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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