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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对冬季项目跨界跨项选材问题进行辩证分析。认为，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政府专项政策导向及国内外成功的跨界经验，为我国开展冬季项目跨界跨项选材工作

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和支持，但跨界跨项选材任务艰巨、冬季项目人才缺口大、运动员培养时间不足、

跨界跨项风险大等问题也不容忽视。为进一步做好跨界跨项选材工作，为我国冬季项目持续发展提供

充足的人力支持，应积极落实国家政策，做到科学跨选；依托同项群项目选材，跨用传统优势项目人

才；抓住冬奥发展机遇，尽快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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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在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创新时代，跨界现象无

处不在，国内外体育领域也不乏跨界成功先例。

随着中国体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体育领域呈现不

同的问题导向，跨界整合为我国竞技体育突出重

围和体育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１］。我国冬

季项目人才匮乏且水平不高，为备战２０２２年北

京冬奥会，实现 “全面参赛、恶补短板”的目

标，国家实施了全国范围内的跨界跨项选材工

作，各冰雪项目后备军规模不断扩大，冬奥会跨

选运动员基本到位，正在通过各种赛事的历练积

极备战，跨选工作初显成效。但从冬季项目可持

续发展的角度来看，本次跨界跨项选材并不能有

效弥补我国冬季项目人才的巨大缺口。为了全面

提升我国冰雪运动竞技水平和国际竞争力，跨界

跨项选材工作需要持续进行。跨界跨项选材有助

于打破传统单一的选材育才模式，规避运动员成

材周期长的不足，快速补充冬季项目人才，因而

意义重大，但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需客观理性看待。

２　我国冬季项目跨界跨项选材的机遇

２．１　２０２２年北京冬奥会的重大契机

２０２２年北京冬奥会的成功申办，为我国冰

雪运动的发展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也为我国

冬季项目跨界跨项选拔人才、快速解决冬季项目

人才短缺问题提供了平台。冬奥会是竞技水平最

高、观赏性最强、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冬季体

育项目盛会。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为

选出最优秀的运动员代表国家出战，制定了一揽

子的选材培养计划，其中的重要内容是面向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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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跨界跨项选材，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家

队的选拔体制，打破了地域、行业、项目的界

限，打通了职业体育、专业体育、业余体育的人

才通道，为更多的专业人士提供了一条为国争光

的道路，跨界跨项选材适合破解当下的冬季项目

竞技人才短缺困局，对我国来说，它是挑战，更

是机遇。

２．２　政府的专项政策导向

中国竞技体育在奥运会上取得的巨大成就，

与党和政府的重视、政策的支持、经济的投入、

运动员为国争光的努力拼搏以及社会的积极参与

密不可分。为促进冰雪运动繁荣健康发展，实现

“３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国家相继出台

了 《冰雪运动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５年）》和

《全国冰雪场地设施建设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年）》

等政策文件。其主要是为解决我国冰雪产业所面

临的突出问题和备战２０２２年冬奥会，是冬季项

目难得的发展机遇。在举国体制和健康中国战略

的引领下，通过举办冰雪赛事和发展冰雪特色旅

游，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冰雪运动，迅速扩大

冰雪运动的群众基础，从而为培养冰雪运动后备

军，突破冬季项目短板，实现冬季项目繁荣，提

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２．３　国内外的成功经验

国内外跨界选材的成功先例比比皆是，这是

引导我国冬季项目跨界跨项选材的理论实践基

础，只有遵循规律，才能使２０２２年北京冬奥会

冬季项目跨界跨项选材更具针对性、更全面、更

系统，使更多运动员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项目。

肖恩·怀特是单板滑雪 Ｕ型场的金星，同

时也是极限滑板的霸主，以一人之力让单板滑雪

和极限滑板两个项目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美国

运动员伊根·爱德华，曾获得夏季奥运会男子轻

重量级拳击和冬季奥运会男子四人雪橇双冠军；

ＮＢＡ球星诺维茨基从小练习网球，后来转到篮

球也获得了巨大成功。中国教练管健民执教于中

国散打、空手道和跆拳道队均斩获金牌，可谓一

跨再跨的成功教练；网球金花李娜曾练习羽毛

球，她的职业生涯证明了转向网球是一次成功的

项目跨越；中国滑雪史上首个世界冠军郭丹丹从

小练习体操；还有刘翔，刚开始练１００米和跳

高，后练习跨栏……他们在跨界后甚至取得了在

原项目上无法超越的成绩。

这些成功事例证明了教练员与运动员跨界跨

项选材的可行性。在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

跨界跨项选材不仅是国家发掘人才的新途径，而

且是运动员拓宽发展道路获得成功的新选择，更

体现了体育深化改革的新内涵。

３　我国冬季项目跨界跨项选材的问题

３．１　跨界选材任务艰巨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指出，关于冬奥备

战工作要做到 “真选、真练、真高、真干。”［２］即

真正的跨界选材，要在 “跨”字上下工夫，真抓

实干，充分调动各级各类人员的积极性。跨界跨

项选材，顾名思义是把某一项目的人才选到另一

项目中去，这本身就决定了这是一项艰巨的任

务。众所周知，运动员经过多年的训练，已经对

原项目产生了高度的适应和依赖，中途改项，难

度和风险可想而知。所以，从哪些项目中选拔人

才，是冬季项目跨界跨项选材首要考虑的难点问

题。此外，从哪些省份选材，各项目选多少人，

对运动员的年龄与训练年限有什么要求，各项目

的测试指标有哪些，测试标准如何划定，如何确

保选材质量与保障选材过程的安全等复杂问题都

需解决，其间既要考虑运动员因素，还须遵循运

动项目特点和发展趋势，可见，跨界选材是一项

艰巨的任务。这就要求专业教练员与科研团队综

合多学科选材知识，借鉴成功跨界经验，公开公

正地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跨界选材，确保跨界

跨项选材的成功率，培养出高水平的冬季项目竞

技人才。

３．２　专业人才缺口巨大

随着冬奥热潮的升温，我国冰雪相关产业快

速发展，冰雪各领域专业人才缺乏的问题就凸显

出来。首先是运动员缺口巨大。数据显示，欧美

发达国家的滑雪人口占到总人口的３０％，而在

我国，滑雪市场最好的北京也不足５％。滑雪运

动人口基数少直接导致专业运动员缺乏。统计显

示，２０１５年我国冬季项目的全国注册运动员仅

有５０００余人，冬季项目的专业运动人才总量还

比不上夏季奥运会的一个基础项目。２０１６年，

全国冬季项目运动员注册人数为７３５６人
［３］。虽

有明显增长，但距离北京冬奥会的人才需求及冬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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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项目长远发展对后备人才的需求等仍有较大差

距，且各项目注册人数分布也不均衡。

除运动员外，要把冬奥会办出特色、办出水

平，还需要各种大量的专业人才，目前我国专业

人才缺口达７０％
［４］。首先是冰雪管理人才，在

过去几十年，我国冰雪产业基本处于自发无序小

规模的发展状态，不仅管理人员储备不足，更谈

不上对管理人员的系统化、专业化培训教育，管

理人员的数量和质量都没有保障。有数据显示，

我国重要滑雪场管理人员２０１６年仅３２０人，

２０２２年将需要４１１０人。其次是各种专业技术人

员，如压雪、索道、造雪、教练等技术骨干，目

前我国仅１４９２人，２０２２年需要２６１５８人
［５］，

这不仅是我们急需的，而且还面临着培训标准缺

失的难题。此外，还需要大量的赛事组织运行人

才和各种冰雪运动复合型人才。应该说，人才短

缺是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的重大难题，也是未来

冰雪发展最大的障碍。因此，全国各省市的冰雪

专业人才都供不应求。跨界跨项选拔人才只能解

决竞技运动员缺乏的当务之急，而其他各类专业

人才的巨大缺口则不是依靠跨界跨项选材短时间

所能解决的。

３．３　运动员培养时间紧

多数冬季项目属于技能主导类表现难美性项

群，田麦久曾指出该项群的参赛选手训练成材年

限为：入省市队需要２．７—２．９年，入国家队需

要６．９—８．３年，参加奥运会则需要１０．２—１２．８

年之久。李双玲对我国优秀花样滑冰单人滑项目

运动员的年龄特征和成材年龄规律进行研究指

出，女运动员从开始接受基础训练到最佳竞技阶

段需要８—１１年，男运动员则需要７—１２年
［６］。

运动员的成材需要对体技战心智进行系统长

期的持续训练，集体项目还需要加上磨合、协调

的时间，可见冬季运动项目人才培养是很难速成

的。跨界跨项选材虽说走了捷径，节省了全程多

年训练的一些过程，但冬季项目毕竟有自己的专

项特点，能否成功还将取决于专项训练过程。目

前，距离２０２２年冬奥会已不足２年，我国冬季

项目跨界跨项选材面临巨大的时间挑战。

３．４　运动员风险大

一般来讲，某个运动员在原有竞技项目上很

难再有突破，才跨改到冬季项目中的。但运动员

是否能在冬季项目中获得比原项目更好的成绩，

仍是一个悬而未知的问题。如果运动员在冬季项

目的成绩不理想甚至还不如原项目成绩，要不要

继续在冬季项目中苦练，就是其所面临的风险问

题了。一般来讲，运动员回到原项目的可能性很

小。一方面，培养优秀运动员是一个长期而系统

的工程［７］，尤其是现代竞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比

赛竞争的日益激烈对运动员的训练提出更高的要

求，脱离了科学系统的多年训练几乎是不可能成

材的。另一方面，现行的体育管理制度和运行机

制也不允许，运动员的选材、训练、竞赛等都有

严格的管理制度，运动员很难随意更换运动项

目，尤其是跨选后再次跨选。此外，跨界跨项运

动员的上学深造及跨选后的保障等问题，也需要

统筹考虑。

４　启示与建议

４．１　落实国家政策，做到科学跨选

不同的项目有不同的特征，对运动员的身体

素质也有不同的要求，即使从属于同一项群的项

目，除了共性之外，其专项特征也依然有很大差

别，国内外体育领域跨界跨项选材虽有成功先

例，但也不乏失败者，后者更需要我们高度重视

和认真对待。因此，要进行科学的跨界跨项选

材，必须严格论证与细致分析，从顶层设计上就

要尽可能降低失败概率。跨项对于运动员本身来

说也是巨大挑战，一旦选择错误，将会断送自己

的运动生涯，对运动员和国家都是极大的损失。

首先，在国家政策层面，体育总局出台了跨

界跨项选材的激励保障政策，各地要认真执行，

确保落地，以保障运动员无后顾之忧地全力备战

参赛。为了实现北京冬奥会 “全项参赛”和争取

更好成绩的目标，要建立跨界跨项人才库，以保

障跨界跨项的后备力量储备充足，为冰雪运动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其次，针对跨界选材任务艰巨问题，要从理

论上理清哪些 “界”和 “项”是可跨选的，实践

中应广泛组织运动训练、生理、生化等方面的专

家学者和一线教练员进行充分论证，准确找出每

一个冬季项目的特点和对运动员素质的要求，以

便确定最接近的项目，把握各项目间的迁移规

律，提高跨界跨项选材的成功率。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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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依托同项群项目选材，跨用传统优势项目

人才

跨界跨项选材是对传统运动员培养方式的补

充，是对运动人才的再利用，目的是在短时间内

出成绩。但冬季项目具有自身的特点及特殊性，

跨界跨项选材需要从其他项目中挑选具备一定基

础、能满足某一冬季项目基本素质要求的运动

员。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心党委书记任洪国说：

“考虑到项目的关联性，我们借鉴国内外的跨界

跨项训练的成功经验，重点从田径、体操、技

巧、武 术、自 行 车、重 竞 技 等 传 统 项 目 中

选材。”［８］

在运动训练实践中，我国有很多运动员是从

同项群的其他项目中选拔出来的，尤其是当一个

新的项目建立时，同项群跨界跨项选材就更为常

见。我国第一支手球队来源于篮球运动员，我国

第一批曲棍球教练来源于足球教练员等，不胜枚

举。王大卫在探讨运动员转项成才现象时也指

出，同项群内部的转项多于异项群之间的转

项［９］。这种转化现象促进了竞技体育人才的流

动，促进了运动训练方法的移植、创新与发展，

最明显的例子当属把体操运动员的翻转训练方法

应用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运动员的训练当

中［７］。以同项群项目为基础，跨项选材将更有针

对性和成功保障。

我国的优势项目及潜优势项目人才济济，为

冬季项目的跨界跨项选材提供了丰富而优质的人

才资源。特别是体操、跳水、乒乓球、羽毛球、

举重等优势项目中，力量、速度、耐力、柔韧、

灵巧及协调等基本素质好的运动员可以更轻易地

学习掌握冬季项目技巧，大大降低了转项难度。

４．３　抓住冬奥发展机遇，建立人才培养体系

面对冬季竞技项目人才紧缺的现状，我国实

行了全国范围内的跨界跨项选材，但只是权宜之

计而非长远之策。此外，我国冰雪产业人才的巨

大缺口也无法依靠跨选来填补，还需要依赖行业

内职业培训、冰雪学校培养及国际组织认证等传

统渠道［１０］。北京冬奥会对于国家、社会和运动

员来说都是难得的发展机遇，应该抓紧抓好，科

学布局、加快构建涵盖各类冰雪人才的完善的培

养体系。

首先，依靠学校培养。坚持体教结合，构建

“小学—中学—大学”一条龙的冰雪人才培养体

系，打牢冰雪后备人才基础，畅通人才成长和输

送渠道。相关高校还应依托自身人才和智力优

势，积极开展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教练员

的专业教育；同时响应国家政策，为国家队队员

提供不同层次的文化教育服务，全面提升运动员

的综合素质和社会竞争力。其次，充分发挥好专

业协会与企业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二者在规划

制订、组织管理、资质认证、管理经验、实践岗

位提供等方面各具优势，应加强合作，各擅所

长，为人才培养贡献力量。最后，加强国际交

流，为运动员提供更多机会走出国门锻炼学习，

邀请冰雪强国的金牌教练前来传授经验，打造一

个 “引进来”和 “走出去”相结合的国际化人才

培养模式。

５　结语

为了备战２０２２年冬奥会，我国实施了冬季

项目跨界跨项选材工作。跨界跨项选材可以提高

国家队的训练质量与效益，实现项目综合实力的

快速突破，探索竞技体育奥运备战的新路，同时

对于其他奥运项目开展跨界跨项选材也具有示范

意义，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过也需要正确认识

跨界跨项选材的风险性、艰巨性及其作用的有限

性，理性对待、科学谋划、有序推进，推动冬季

项目可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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