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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和特尔菲法,对我国排球高级教练员岗位培训的教学目标进行重构,
新构建的教学目标体系涵盖科学组织训练能力目标、指挥比赛能力目标、管理教育能力目标和科研创新

能力目标及各子目标。进一步以教学目标体系为依据,设计了包括科学训练类课程、管理教育类课程、
比赛指导类课程和科研创新类课程在内的教学内容体系。该目标体系和内容体系能够更有针对性地满足

教练员实际需求,对于提高我国排球高级教练员岗位培训质量和效果,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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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排球高级教练员岗位培训是针对排球高

级教练员进行的专业培训,经过多年的实践探

索,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客观来讲,随着科学

技术的进步和体育事业的发展,我国排球高级教

练员岗位培训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当前培养高水平

教练员人才的需要,急需重新构建教学目标和教

学内容,以提高培训效果。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我国排球高级教练员岗位培训的教学目标

与教学内容为研究对象,以参加2019年培训班

的50位一线排球教练员为调查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中国知网等数据库检索与排球教练员岗

位培训相关的文献资料,对所获资料进行整理分

析,为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1.2.2 访谈法

走访参加培训的部分教练员,全面了解其培

训感受、能力提升需求、意见建议等。

1.2.3 特尔菲法
  

选取20名国内排球界的知名专家学者,通

过3轮问卷对指标进行筛选,形成最终的教学目

标和教学内容指标体系。

2 我国排球高级教练员岗位培训教学目

标分析与重构

2.1 岗位培训教学目标现状

纵观近几年我国排球高级教练员岗位培训,
其教学目标基本都是提高我国排球教练员业务能

力,了解国内外排球技战术发展水平和趋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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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教学目标比较宏观,不够具体,尚未结合教

练员实际能力需求进行差异化设计。另外,从对

部分教练员的访谈也得知,大部分教练员认为教

学目标针对性不强,对于全方位提升教练员的业

务水平效果不够明显[2]。

2.2 岗位培训教学目标的重构

对于优秀教练员来讲,专业能力是所有能力

中最核心、最重要的[3]。因此,我国排球高级教

练员岗位培训教学目标的建立须紧紧围绕提高教

练员的专业能力来展开。本研究根据教练员的专

业能力需求,构建了目标体系,包括科学组织训

练能力目标、指挥比赛能力目标、管理教育能力

目标和科研创新能力目标。并请专家对目标体系

及各子目标体系进行评判,进行1—5分赋值,
采用加权平均数确定各项指标的序和,并运用

Satty相关重要程度的计算方法确定各项指标的

权重,并予以排序 (表1)。
表1 我国排球高级教练员岗位培训教学

目标及子目标权重分析表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技战术训练能力 0.231

科学
心理训练能力 0.221

组织
体能训练能力 0.192

训练
0.397 制定比赛作战方案能力 0.185

能力
技战术创新能力 0.173
选用训练方法能力 0.172
制定训练计划能力 0.171
合理安排阵型能力 0.173
合理调整阵容能力 0.151

指挥 收集对手信息能力 0.148
比赛 0.313 临场指挥能力 0.127
能力 临场应变能力 0.121

合理利用规则能力 0.102
教练员之间的协调能力 0.074
对运动队的管理能力 0.149
与运动员交流的能力 0.137

管理 教练员的自律能力 0.122
教育 0.207 观察发现问题能力 0.120
能力 调节运动员竞技状态的能力 0.117

对运动员教育的能力 0.109
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0.102

科研与创
利用高科技的能力 0.166

新能力
0.083 科研方法的掌握能力 0.124

合理利用他人成果能力 0.103

2.2.1 科学组织训练能力目标

在重构的岗位培训教学目标体系中排第1位

的是科学组织训练能力,显示这是排球教练员最

核心的专业能力,对于提高运动队成绩极为重

要。这和前人研究成果相吻合[4]。排在科学组织

训练能力子目标前3位的能力分别是:技战术训

练能力、心理训练能力和体能训练能力。可见,
专家认为教练员的科学组织训练能力主要体现在

以上3个方面,其决定一个排球队的核心竞技能

力。通过对一线教练员的访谈得知,这3个方面

也是当前一线教练员最重视和迫切需要提升的能

力。尤其随着排球运动的发展,比赛中特别是比

赛关键时刻,良好的心理状态及充沛的体能支撑

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这提示我们,对于排球高

级教练员的培训,除了提高技战术能力外,应该

对心理和体能训练给予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2.2.2 指挥比赛能力目标
  

指挥比赛能力排在第2位。可见,专家认为

指挥比赛能力在教练员能力结构中占据重要位

置,这和连瑞华、倪伟、吴俊生等人的研究结果

一致[3-5]。随着排球技战术的发展,攻防转换愈

发迅速,教练员临场指挥能力的重要性也更加凸

显。在临场比赛过程中,教练员需要具备出色的

洞察力、见招拆招及临场调配的反应能力、调动

场上队员兴奋度的鼓动力及把握暂停和换人时机

的决断力。在国际大赛中,我们多次看到,郎平

指导在处于被动局面时能够充分利用暂停、换人

和挑战的时机,打破僵局,收到良好效果。另

外,教练员指挥比赛的能力绝不仅限于临场指

挥。作为临场指挥的基础,赛前准备工作也是非

常重要的,它能够帮助教练员有效控制比赛。特

别是收集对方信息的能力已经成为优秀排球教练

员的必备能力。尤其在当前的信息化时代,掌握

对手的信息越多,对对手的进攻线路及战术配合

越熟悉,就越能在比赛中进行有针对性的布防,
取胜的机率就越大。

2.2.3 管理教育能力目标
     

管理教育能力排在第3位,也得到了专家们

的认可。连续12次夺得全国女子排球联赛冠军

的天津女排主教练王宝泉指出,一个纪律涣散的

队伍,是不能取得比赛的最终胜利的。教育管理

就是运动队组织纪律性和战斗力的保证。现在的

年轻运动员个性越来越强,给运动队的组织管理

带来了诸多困难。这就更加需要教练员具备较强

的运动队管理能力,并对运动员进行有效的教

育,让运动员服从安排,积极训练,培养运动队

顽强拼搏的斗志和精诚团结的精神[6]。在比赛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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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时刻,这种团队作风和意志品质将发挥举足轻

重的作用。

2.2.4 科研与创新能力

对现代排球教练员而言,科研和创新能力已

经成为其必不可少的专业能力之一,也是实现教

练员全面发展的重要能力。教练员只有具备了一

定的科研能力并积极从事科研工作,才能善于总

结成功经验,深入思考不足,学习先进方法,探

索致胜规律,将科研成果运用于日常训练实践,
用科学方法指导和监控整个训练过程,进而革新

训练理念,创新训练方法,提升管理水平,实现

巩固训练效果、提升竞赛成绩的目标。

3 我国排球高级教练员岗位培训教学内

容的设计

  排球教练员岗位培训作为一种非正式职业培

训,其教学内容主要通过培训班的课程设置来体

现,而课程设置则应该以教练员专业能力需求为

依据。
表2 我国排球高级教练员岗位培训教学内容体系

课程大类 权重 课程名称

排球运动员战术训练理论与方法

排球运动员技术训练理论与方法

排球运动训练计划与安排

排球运动员体能训练

科学训练类课程 0.270
排球运动员心理训练

高级排球教练员

世界排球运动发展趋势

运动营养与疲劳恢复

排球运动医务监督

排球运动训练过程监控

教练训练与艺术

如何成为优秀的教练员

管理教育类课程 0.246 金牌教练员成功之道

教练员执教哲学

排球运动员管理与作风培养

排球比赛工作

临场指挥技巧

比赛指导类课程 0.244 排球规则与裁判法

如何调整运动员竞技状态

排球比赛的技战术统计及临场运用

排球常用科研方法

科研创新类课程 0.238
排球技战术创新

多媒体技术在排球训练中的应用

英语

根据教学目标体系,通过专家访谈法,本研

究把岗位培训课程重新整合,分为4类课程,即

科学训练类课程、管理教育类课程、比赛指导类

课程和科研创新类课程,针对这4类课程请专家

评判其重要性,进行1—5分赋值,采用加权平均

数确定各项指标的序和,并运用Satty相关重要程

度的计算方法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 (表2)。
从专家评判的权重来看,各类课程之间权重

相差不大。可见,4类课程作为教练员课程体系

的有机组成,对完善教练员知识结构发挥着几乎

同等重要的作用。

3.1 科学训练类课程分析
     

岗位培训是一种提高专业能力的培训活动,
明确教练员对专业知识技能的需求是设计岗位培

训内容、实现培训目标的前提。在研究中,对教

练员发放问卷,请其按照需求程度对近4期岗位

培训的专项理论课程进行打分 (1—9分,9分为

满分),计算各课程平均分并进行排序 (表3)。
表3 教练员对科学训练类课程重要性的排序 (n=50)

课程 平均分 排序

排球运动员战术训练理论与方法 8.91 1

排球运动员技术训练理论与方法 8.72 2

排球运动训练计划与安排 8.57 3

排球运动员体能训练 8.44 4

排球运动员心理训练 8.37 5

高级排球教练员 8.21 6

世界排球运动发展趋势 7.85 7

运动营养与疲劳恢复 7.10 8

排球运动医务监督 7.00 9

排球运动训练过程监控 6.20 10

表3显示,排在教练员自身需求前2位的专

项理论课程是排球运动员战术训练理论与方法、
排球运动员技术训练理论与方法。这说明,排球

教练员对技战术训练理论知识的重视程度较高。
而专家认为,教练员最需要的核心能力还应包括

体能训练能力和心理训练能力。而这2门课程分

别排在第4和第5位。可见,教练员一定程度上

认识到了心理和体能的重要性,但重视程度还有

待提高[6]。在岗位培训课程设置中,有必要加大

体能和心理课程的比重,进一步完善教练员知识

结构。随着竞技水平的提高,排球运动员体能状

况、心理状况在比赛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教练员需要体能和心理方面的专业知识来指导训

练,为比赛中运动员竞技水平的充分发挥提供坚

实保障。同时,从教练员专业知识需求中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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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教练员对训练计划与安排比较重视,这和专

家评判较为一致,在以后的课程设置中,应继续

开足开好。排球运动是一项持续时间长、攻防转

换快的运动项目,球员训练负荷安排不当,会导

致在训练和比赛中出现运动损伤和运动疾病,不

仅影响训练和比赛的正常进行,而且会损害运动

员的身心健康。因此,为预防损伤、疾病和有效

进行疲劳恢复,掌握一些运动医学基本知识和技

能,加强对球员的医务监督和指导,也应该是教

练员工作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3.2 管理教育类课程分析

表4 教练员对管理教育类课程重要性的排序 (n=50)

课程 平均分 排序

教练训练与艺术 8.72 1

如何成为优秀的教练员 8.59 2

金牌教练员成功之道 8.24 3

教练员执教哲学 7.54 4

排球运动员管理与作风培养 7.20 5

从表4中可以看到,教练员将教练训练与艺

术、如何成为优秀教练员、金牌教练员成功之道

排在管理教育类课程前3位,说明大家认为这几

门课程对于自身提升管理教育能力最为重要,与

专家的评判基本吻合。排球教练员的首要任务是

把专业知识技能传授给运动员,这其中会面临管

理教育等诸多问题,尤其随着现在运动员个性越

来越强,出现吃苦耐劳精神不足、不服从安排、
训练或比赛中容易情绪不稳等问题,势必影响比

赛和训练质量,且依靠惩罚和强制措施已经无法

有效解决,甚至会适得其反,这迫切需要教练员

拥有丰富的管理知识和执教艺术来合理疏导运动

员,不断提高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有研究表

明,我国教练员在管理教育能力上同国外优秀教

练员还有很大差距[7-8]。通过访谈我们也了解到,
当前教练员普遍认为自己缺乏运动员教育管理知

识,不懂如何与运动员有效沟通。因此,教练员

都主动要求了解管理教育知识,提高管理素质和

水平,从而为科学化训练提供保障。

3.3 比赛指导类课程分析

排球运动训练的成果,最终要经过比赛实战

的检验,所以比赛指导类课程也深受教练员欢

迎。表5显示,排球比赛工作和临场指挥技巧排

在该类课程前2位,也与专家评判一致。随着排

球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竞赛规则的不断改革,排球

比赛不仅仅是运动员场上的争夺,很大程度上也

是教练员之间的较量。场下,教练员需要不断收

集情报和研究对手,做到有的放矢。场上,教练

员需要见招拆招,有针对性地布置和安排。关键

比分的换人、暂停和鹰眼挑战等,都是指挥艺术

的直接体现,是平时训练成果在赛场上充分发

挥,乃至是决定最终比赛结果的重要因素。合理

利用规则、了解判罚尺度,教练员的临场指挥才

能游刃有余。技术统计是教练员做针对性布置的

重要参考,如了解对方重点运动员的习惯和进攻

线路,就能及时提示运动员进行重点拦防。最

后,在 “知彼”的基础上适时调整运动员状态,
为比赛中高质量发挥提供了重要保证。
表5 教练员对比赛指导类课程重要性的排序 (n=50)

课程 平均分 排序

排球比赛工作 8.72 1

临场指挥技巧 8.70 2

排球规则与裁判法 7.52 3

如何调整运动员竞技状态 6.81 4

排球比赛的技战术统计及临场运用 6.50 5

3.4 科研创新类课程分析

表6 教练员对科研创新类课程重要性的排序 (n=50)

课程 平均分 排序

排球常用科研方法 8.51 1

排球技战术创新 8.42 2

多媒体技术在排球训练中的应用 7.45 3

英语 7.07 4

科研创新类课程有助于教练员完善知识结

构[8],已经越来越得到教练员的认可和重视。随

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应用互联网了解国内外

竞技体育运动发展趋势及最新技术动态、最新科

研成果在竞技体育训练中的应用等,应该成为现

代教练员的必备技能之一。计算机软件对临场技

战术的精确统计、快速分析功能,也有助于教练

员及时调整战术及赛后有针对性地进行训练安

排。因此,教练员要努力学习和掌握现代计算机

技术,为科学训练提供知识和技术保障。同时,
教练员应该掌握基本的外语阅读能力及简单的外

语交流能力,以便更好获取国外经验、技术、成

果。除此之外,教练员还应尽量广泛涉猎哲学、
保健学等学科知识,完善自身知识结构。

     

总之,本研究所列4类课程体系,是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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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为依据进行设置的,打破了基础理论与专项

理论的界限,对培养教练员的能力更有针对性和

实效性,能够更好满足教练员的实际需求。

4 结语
  

本研究根据教练员专业能力特点、岗位培训

特点和教练员实际需求,重构了涵盖科学组织训

练能力目标、指挥比赛能力目标、管理教育能力

目标和科研创新能力目标及各子目标在内的教学

目标体系,该目标体系突出了教练员专业能力培

养的重要性,体现了未来教练员岗位培训课程改

革发展的趋势。并依据目标体系,设计了科学训

练类课程、管理教育类课程、比赛指导类课程和

科研创新类课程新体系,该课程体系内容交叉互

补性更强,课程内容和教学时数的安排更为灵

活,是实现我国排球高级教练员岗位培训目标的

主要载体。
  

本研究通过构建教学目标和设计教学内容,
对我国排球高级教练员岗位培训教学体系改革进

行了理论探索,希望对提高培训质量提供帮助,
本研究的基本思路和理论框架可以延伸至其他项

目特别是同项群项目的高级教练员培训。但本研

究的局限之处是依然属于理论研究层面,具体效

果还需要在教学实践中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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