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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竞技运动要求优秀选手具有高度发展的竞技能力水平。
以高水平竞技需要为导向目标，对具有巨大竞技潜力的少年儿童进行系统的、科学的多年训练，逐步
实现对于运动员机体的心理学、生物学与社会学的改造，是培养造就高水平优秀运动员的必经之途。
与周课训练过程、年度训练过程相比较，多年训练过程的时间更长、变量更多，因而对其实施有效掌
控与科学把握的难度就更大；与运动训练的周课计划、年度计划相比较，多年训练计划具有鲜明的宏
观性、全局性特征，因而制订多年训练计划就需要更加准确地解析复杂的影响因素，需要更加完美地
设计训练的进程。
所以，对于运动员多年训练规律的研究，对于运动员多年训练过程的设计与规划，对于运动员多年训
练活动的组织与实施，日益受到竞技体育从业者们的高度重视。
20世纪中叶，苏联的纳巴特尼柯娃、马特维耶夫，民主德国的哈雷，联邦德国的葛欧瑟等学者在自己
的论著、教材中，都涉及到了运动员多年训练的一些有关问题。
但是，对运动员多年训练过程进行科学的研究，需要拥有一大批高水平运动员丰富的多年训练实践作
为基础，需要与运动训练密切相关的多个科学学科研究成果的有力支持，还需要受到专门培养和教育
的研究者的不懈努力。
也许正是上述条件的复杂性，使得我们今天还没有见到有关多年训练问题完整的系统的研究成果。
有关研究文献，远远不如训练学研究中的其它论域那样丰富和充实。
我从少年时期即开始持续参加运动训练和比赛，从体育学院毕业后，先后担任过成年与少年运动员、
业余与专业运动员、健全人与残疾人运动员的教练工作。
十几年的教练经历，使我深深地感受到系统规划运动员多年训练过程的重要意义，我的博士论文的研
究内容也与运动员多年训练问题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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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运动员多年训练研究文集》由“运动员多年训练的基本理论”  “运动员多年训练的项群
特征”以及“不同专项运动员多年训练的组织实施”三个板块组成，共收集了4篇博士论文、6篇硕士
论文以及我自己的4篇研究报告。
这些论文分别从一般训练理论、项群训练理论和专项训练理论三个层面上，论述与解析了多年训练的
特征、分类、计划、组织等问题，涉及到田径、羽毛球、乒乓球、举重、  自行车以及篮排足球等运
动项目，对于我国多个优势项目的高水平运动员多年训练的成功经验进行了理论的概括和科学的总结
，提出了一些富有创意的认识和观点，对于我们更好地规划和组织运动员的多年训练过程，培养更多
高水平的竞技选手有着积极的参考价值。
当然，应该看到，文集中所论及的还只是多年训练理论中的一部分问题。
研究的深度也还有待提高，还有许多重要的论题有待人们理性的认知、科学的研究以及训练实践的探
索和验证。
　　在入选文集的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有几篇是我分别与广州体育学院的饶纪乐教授、时任北京体育
大学副校长的谢亚龙副教授、原国家自行车队教练张立华，以及北京体育大学万德光教授共同指导的
。
我们的成功合作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借此机会，仅向他们致以亲切的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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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田麦久，1940年7月出生于山东省青岛市。
曾任全国政协第七、八届常委，北京市人大第十二届常委会副主任，九三学社北京市第十届委员会主
委，国家督学，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体育学科评议组组长，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北京体育
大学副校长。
现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顾问，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运动训练学会主任委员，国家基础教
育课程教材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961年，田麦久毕业于北京体育学院本科，1964年毕业于该院研究生部。
1982年4月，获德国科隆体育学院体育科学博士学位，是新中国第一位体育学博士。

　　田麦久已培养和正在培养教育学、体育学博士59名、硕士36名，高访学者8名，博士后2名，并受
聘于苏州大学等多所大学任客座教授。
多年来，他积极从事竞技运动训练的实践与研究。
1956年获多项全国少年田径冠军，保持男子少年800米跑全国纪录达]5年之久。
1984年任总教练，率中国代表团首次参加残疾人奥运会，他训练的平雅丽、赵继红获我国最早的两枚
残疾人奥运会金牌。

　　田麦久是我国现代运动训练理论及竞技参赛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他主持构建了我国运动训练科学化体系，提出并创立“项群训练理论”、运动员竞技能力结构的“双
子模型”及耐力性项目训练的“翼项系数理论”。
在体育发展战略领域，他关于我国不同阶段竞技体育的发展目标、重点项目的选择与确定和科技兴体
战略实施的研究成果为国家体育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著有(含主编)《运动训练科学化探索》《论运动训练过程》《论周期性耐力项目的多种竞速能力》《
体育科学研究的程序与方法》《运动员竞技能力模型与选材标准》《项群训练理论》《论运动训练计
划》《运动训练学》《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与学科建设》《竞技参赛理论文集》等学术专著近30部，发
表论文论述近百余篇。
他的科研成果曾获全国首届“奋进文明进步图书奖”一等奖1项，全国优秀教材奖一等奖1项，省部级
科技奖一等奖3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6项。

　　田麦久于1957年获“青岛市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称号，1991年获“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留学回国人员”称号，并获体育界首批政府特殊津贴，2003年获北京市有突出贡献
的科技、教育专家称号，2006年获德国体育科学学会“金别针荣誉奖”，2008年获德国体育大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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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训练的阶段性特征　我国高水平女子短距离自行车运动员全程性多年训练　不同阶段的专项训练
手段及负荷特征　我国世界级乒乓球运动员高水平竞技阶段的训练学特征附录1附录2附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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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2 专项提高阶段和最佳竞技阶段的区间性多年训练计划3.2.1 两个阶段的基本特征与训练任务
运动员在成功地接受了3～5年的基础训练之后，“少年”项目运动员通常从10～12岁起，“成人”项
目运动员从14～16岁起，便进入了专项提高阶段，致力于专项竞技能力的提高。
这一阶段通常延续4-6年。
一般情况下，系统的4-6年的专项训练，已经可以使运动员的体能得到较充分的发展，熟练地掌握专项
运动技术，并培养出参加艰苦的训练与激烈比赛所必需的心理品质，也就是说，运动员在各方面都臻
于成熟，竞技能力接近或达到高峰，进入了最佳竞技阶段。
运动员在最佳竞技阶段中，仍然要集中进行专项训练，并积极参加运动竞赛，在适宜的比赛条件下创
造优异的运动成绩。
苏联3届奥运会三级跳远金牌获得者萨涅耶夫，民主德国短跑女将科赫，两届世界锦标赛男子体操全
能冠军科罗廖夫（苏联）、女子技巧世界冠军柳德米拉（苏联）、乒乓球世界冠军郭跃华（中国）、
网球明星博格（瑞典）等许多著名运动员的训练实践，都表明优秀运动员最佳竞技阶段一般可延续4
～8年，有时甚至更长。
运动员在专项提高阶段和最佳竞技阶段中训练任务的内容及其序列都是相同的。
首先，努力发展决定专项竞技能力的主导因素，或是体能或是技能。
对体能主导类项群，首先发展专项运动素质，同时要不断完善专项运动技术。
对技能主导类项群，首先发展技、战术水平，同时要认真增强运动素质。
此外，还要加强训练理论的学习，以提高其训练的自觉性。
运动员的专项提高阶段和最佳竞技阶段的训练，通常是以准备和参加一次或一组重大国内国际比赛为
单位予以规划和组织实施的。
在专项提高阶段，主要参加青年比赛、全国运动会，而在最佳竞技阶段，则主要参加全国运动会和国
际比赛。
多数重大的全国性及国际比赛的举办均以4年为一个周期，因此，区间性多年性训练计划也常以4年为
单位，进而又分成若干个年度训练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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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竞技体育科学文选:运动员多年训练研究文集》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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