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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体育博士文丛：运动竞赛方法体系的建构暨对抗性竞赛方法的研究》以体育运动中的所有
竞赛项目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访问调查法、逻辑分析法、数学论证法等研究方法，力
求较系统地解决竞赛方法领域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应用问题。
欲揭示竞赛方法的共性特征、本质联系及内在规律，其首要任务必然是科学建构运动竞赛方法的方法
体系。
运动竞赛方法体系的建构，其关键在于竞赛方法的科学分类。
竞赛方法寓于运动竞赛之中，运动竞赛基于竞赛项目之上。
竞赛方法科学分类的前提，必然是运动竞赛的科学分类；运动竞赛科学分类的基础，必定是竞赛项目
的科学分类。
惟有首先研究竞赛项目分类，继而研究运动竞赛分类，然后研究竞赛方法分类，才可能科学建构运动
竞赛方法的方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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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蒲，1952年出生，男，汉族，四川万源市人。
中共党员，教育学博士、乒乓球国际裁判。
1976年毕业于成都体育学院体育系，1998年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部。
曾先后在成都体育学院、首都体育学院就职任教。
现任首都体育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社会学分会常委。
　　长期从事体育教育和研究工作，其研究成果涉及运动竞赛、体育教学、运动训练、体育管理等诸
多研究领域，尤其对运动竞赛的理论与方法有系统、深入的研究。
先后完成《运动竞赛学》、《运动竞赛方法研究》、《运动竞赛方法体系的建构暨对抗性竞赛方法的
研究》、《乒乓球削球》等专著和教材10余本；在《体育科学》、《中国体育科技》、《北京体育大
学学报》、《体育文史》等体育期刊上发表《运动竞赛项目的竞赛方法学分类研究》、《对抗性竞赛
方法研究的理论思考》、《论循环制确定名次的原则及其实施》、《运动竞赛项目体系的验证与思考
》、《论运动竞赛方法体系的建构》、《淘汰制抽签研究》、《循环制竞赛成绩计算方式的研究》、
《淘汰制竞赛的“轮空”问题研究》、《循环制竞赛次序研究》、《循环制竞赛次序的“轮空”问题
研究》、《循环制竞赛确定名次的“层次”与“终极”问题研究》、《“弱者优先”的理论及其在教
学训练中的应用》、《我国社区体育的发展趋势与对策研究》、《我国社区体育的组织与管理问题研
究》、《体育院校改革与发展的思考》等学术论文40余篇；主持和承担《运动竞赛理论与方法研究》
、《21世纪初叶我国高等体育教育面临的机遇、挑战与对策研究》、《我国社区体育的发展趋势与对
策研究》、《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的形成、演变与重构的研究》等10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
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北京市教委、北京市科委课题。
主持完成的《运动竞赛方法研究》被评为2004年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运动竞赛方法学》课程建
设被授予2004年北京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主要研究方向：运动竞赛理论与方法；体育教学与训练；高等教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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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面对淘汰制所无法根除的固有矛盾，人们普遍接受和推崇的处理办法，是采用“抽签”决定竞赛
对象。
抽签的实质，是以“机遇”对付无法消除的强机遇性，最大限度或完全避免人为因素对竞赛对象的左
右，对竞赛过程的干预，对竞赛结果的影响，使每一参赛者在无法消除的强机遇性面前，机会均等，
公平竞技，保证竞赛过程的公正性，竞赛结果的合理性。
　　采用抽签的办法确定竞赛对象，如果每一参赛者都享有完全的自由，任何一个参赛者可以抽到任
何一个竞赛位置，而抽签只需保证所有参赛者有一个同等的机遇条件，那么抽签的过程和手段将极为
简单。
然而实际竞赛的情形，通常并不是这样。
淘汰制竞赛要求将同一单位的若干选手合理分开，使之最后相遇：同一单位的2名选手，应抽入不同
的1/2区，只有决赛时才可能相遇；同一单位的4名选手，应抽入不同的1/4区，只有半决赛时才可能相
遇；同一单位的8名选手，应抽入不同的1/8区，只有1/4决赛时才可能相遇；同一单位的16名选手，应
抽入不同的1/16区，只有1/8决赛时才可能相遇；⋯⋯“同单位选手合理分开，最后相遇”--是淘汰制
抽签的基本原则。
这一原则的实施，旨在避免同单位选手过早相遇，保证淘汰制的竞赛结果更为合理，　　淘汰制竞赛
的抽签办法及其抽签原则表明，淘汰制的抽签不是完全随机的，而是有一定条件的。
竞赛对象的确定，既要采用抽签的办法，即“机遇”的手段来对付淘汰制的强机遇性，保证每一参赛
者在无法消除的强机遇性面前机会均等；又要在抽签的过程中施行“控制”的手段，以确保抽签原则
的实现。
“机遇”与“控制”是淘汰制抽签的基本矛盾。
无条件的机遇可能导致竞赛结果的不合理，不必要的控制会使竞赛抽签失去意义。
淘汰制抽签的关键，就在于妥善处理“机遇”与“控制”这一基本矛盾。
淘汰制抽签要求在确保抽签原则的前提下，使每一参赛者享有最大的自由，既做到“最低限度的控制
，最大限度的机遇”。
　　要在淘汰制抽签中做到最低限度的控制，最大限度的机遇是非常困难的，无论是抽签的理论还是
抽签的技术都相当复杂。
为此，淘汰制抽签必须掌握抽签的规律，精通抽签的理论，熟练抽签的技术。
否则，抽签原则将时刻受到威胁，抽签的失败不时可能出现。
抽签失败是竞赛抽签的大忌，不仅局面尴尬，影响极坏，而且所造成的损失常常是难以补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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