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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有它特有的存在价值和现实意义，民族传统体育训练基地的建立有助于民族 

体育事业的发展和全民健身。通过调查研究，对湖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训练基地的分布、师资、训练现状进行 

了论述，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为训练基地的建设和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和全 

民健身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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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olicy for development of 

the minority nationality’S traditional P．E training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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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a-act：The minority nationality’S traditiohal P．E．has its special value of existenc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The foun． 

dation of minority nationality traditional P．E training center is helpfu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ity’S P．E and sports 

f0r al1．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the paper states out the distribution，persons qualified to teach and the present training con— 

dition of minority na tionality’S traditional P．E training base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po licy ，which provides th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ining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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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素有“鱼米之乡”之称，地方经济发展较好，人们的 

健身意识也相对较好，因而湖南的体育事业发展在全国是较 

为突出的一个省份，在 2000年悉尼奥运会获得 7枚金牌，成 

为产金牌大户就是例证。但湖南少数民族地 区处崇 山峻岭， 

交通不发达 ，文化教育事业落后 ，体育场地设施不足 ，严重影 

响少数民族的体育健身活动 ，导致湖南的体育事业 出现现代 

竞技体育和民族传统体育、金牌战略和全民健身、汉民族聚 

居地和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发展不平 衡现象。湖南 省体 育局 

和民族委员会对这种现状提出了相应的改善措施，其中以建 

立少数民族地区传统体育训练基地为突破口，试图以此带动 

少数民族地区的全民健身意识和发展湖南民族传统体育，促 

进少数民族地区体育事业与双文明建设的发展。如何开展 

训练基地工作，促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事业的繁荣是我们面 

临的重要课题。 

1 湖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训练基地概况 

1．1 训练基地分布状况 

湖南省民委和湖南省体 育局联合组建 了 3个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训练基地 。即吉首大学 、怀化师专 、张家界市一中训 

练基地。它们的分布颇具代表性和区域均衡性 ，分布在少数 

民族聚居区的大湘西，即湘西士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地区 

和张家界市。分跨学校的不同层次，建立在大专院校和 中等 

学校，具有人才优势和现成的场地优势，有利于训练工作的 

正常进行，有利于科学研究和人才的培养 。 

1．2 训练基地的场地设施、师资力量情况 

3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训练基地的建立与各基地的现 

有场地设施条件具有密切关系，经笔者调查 ，吉首大学 ，怀化 

师专和张家界一中都曾依靠现有的民族传统体育设施条件 

进行训练和教学并取得 国家级 、省级民运会的好成绩。场地 

设施条件是民族传统体育训练基地进行13常训练的物质条 

件，是培养高质量民族体育专门人才和促进全民健身的客观 

保障。据笔者考察发现 ，3个基地 的民族传统体育场地设施 

条件远远不能满足13常训练的需要，尤其是许多必备传统项 

目，由于场地设施的严重不足 ，以致无法开展。如怀化师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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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传统体育训练基地没有龙舟和秋千的比赛训练的场地 

设施条件，也没有进行体质锻炼所需的健身房；张家界市一 

中民族传统体育训练基地仅有 300 m的田径场和简单的器 

材设施。详见表 1。 

表 1 3个基地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场地设施统计 个 

3个基地都具有专门体育技能的体育师资力量(见表2)， 

其中有许多深晓民族体育项目，具有深层次的民族体育研究 

和成果，这为民族体育向深层次发展、为增强民族体质提供了 

保障。例如吉首大学体育系设有民族传统体育教研室。 

表2 3个基地师资力量统计 人 

1．3 少民族传统体育训练基地常规训练情况 

吉首大学训练基地自80年代初期即开始民族传统体育 

项 目的教学 ．常设项 目有陀螺 、高脚 马、抢花炮 、秋 千 、蹴球。 

并组织了民族传统体育训练队，进行长年训练，运动员代表 

自治州参加湖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次获得团体 

第 1、2名并囊括高脚马等项目的全部金牌；代表湖南省参加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抢花炮 、龙舟、秋千、蹴球等项 

目的比赛，获龙舟赛金牌，抢花炮和蹴球赛银牌。怀化师专 

地处湘渝黔贵 4省 的交通枢纽——怀化市，自90年代始开 

展了民族传统体育课的教学，并组织了训练队，也曾代表怀 

化市、湖南省参加省、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并取得了优异成 

绩。张家界市是新型旅游城市，自 1989年建市以来 ，民族传 

统体育也得到了飞速发展，他们将民族传统体育与旅游资源 

紧密结合 ，促进 了旅游业的发展和繁荣 。同时，也加速 了民 

族传统体育的推广和普及，在中、小学常年组织进行传统体 

育项目的竞赛活动，并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例如在 1999 

年的全国第 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张家界市高脚 

马表演队，代表湖南参加表演项目比赛，获表演项目一等奖。 

跟踪调查的结果表明 ，3个基地毕业的学生分配到民族 

地区甚至汉民族聚居地从事大、中、小学体育教学和管理工 

作。运用所学的民族传统体育知识与技能开展民族体育的教 

学、训练和竞赛活动，并积极组织群众进行民族传统体育的 

锻炼和竞赛活动，大大提高丁民族地区学校体育的教学质量 

和群众体育活动的规模与效益，为民族地区乃至全省的经济 

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4 民族传统体育训练基地面临的困境 

湖南的民族体育事业的发展步伐仍还显得缓慢，这其中 

有基础建设、设施建设、队伍建设等方面的问题，也有体制、 

经费、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从事民族体育训练的基地仅侧重 

于大中专学校，在一些少数 民族 聚居的乡镇和 中小学 ，至今 

还没有一块正规的民族体育训练场地或配备相应的训练设 

施。每年以省、市或地州名义组织各种单项赛事较少，多项 

民族体育竞赛活动则组织得更少，有的州、地、市即便偶尔组 

织开展一下，但其竞赛项目较为单调，其技艺也大都停留在 

娱乐体育的一股水平。全省从事 民族体育教学的教师极少， 

对新生力量的培训工作跟不上。更谈不上全民健身。由于缺 

少相应的激励机制。加之近年来随着人才交流市场的开放。 

市场经济的诱惑，民族体育人才流失的现象也较为严重。这 

些问题的存在，无疑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 

发展，影响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训练基地的工作业绩和社 

会 效益 

2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训练基地发展对策 

2．1 加强宣传，增强意识 

由政府组织八方支持，应用各种宣传工具．从理论和实 

际的结合上，进一步加强对民族体育与民族进步、民族体育 

与社会发展等相互关系和重要意义的宣传，以强化各界人士 

对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发展民族体育运动之重大意义的认 

识，从而使“发展民族体育”、“支持民族体育”的口号变成千 

百万人的 自觉行动。 

2．2 扩大基地范围，通过基地促进全民健身 

目前仅在湖南省3所大中专院校建立了民族传统体育 

训练基地，试图以点及面，逐步实现全省范围内的民族体育 

全民健身活动，实在勉 为其难。建议从基础建设人手。兴 建 

或改建必要的训练场地，扩大基地范围，在各省会和少数民 

族聚居的县 、乡、镇建立规模相当的训练基地，用于培训民族 

体育专门人才、供民族体育竞赛和群众健身之用，从基础设 

施方面为发展民族体育创造条件和提供保证。 

2．3 拓宽经费来源。加大经费投入 

可采用政府拨款 、地方财政补贴 、社会捐资 、群众集资等 

各种方式筹集资金，还可试行基地有偿作业、场地收费等来 

实现以场养场、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措施，实行政府、社会、 

个人多方融资的形式促进基地建设，开发体育健身，民族传 

统体育培训，民族传统体育旅游，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及信息 

服务、体育器材、运动服装及民族体育吉祥物(下转第 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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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需要。运动饮料的研究表明 ，运 动饮料 中含 6％的糖不 

仅能补充足够的能量 ，它的吸收速度还能和清水一样快。所 

以，运动补液应选择专业的运动饮料。饮用清水比不补液 

好，但清水只补充水分，无法补充糖和电解质，同时由于清水 

帮助消除口渴感，将减少饮用量，无法保证机体完全的复水。 

2．2 高校运动队运动补液对策 

2．2．1 加强对教练员、运动员科学补液的教育 在选择知 

道科学补液知识的 121名运动员中，39．67％的教育是来自 

媒体，如报纸、电视等；36．36％的则是来自教练员。可见对 

教练员和运动员进行科学补液的教育是培养其补液意识的 

重要手段。脱水的危害及补液的重要已如前所述 ，要使教练 

员和运动员真正意识到运动补液的重 要并养成按时补液的 

习惯 ，应加强对其进行科学补液的教育 ，可通过知识讲座 、观 

看教学 VCD或录像带 、咨询专业人士、印发教育小手册等形 

式来进行 。同时通过教练员培养运动员科学补液的意识 ，教 

会其科学补液的方法 ，并根据各项目特点和运动员个体特点 

制定合理的补液计划 ，促进科学补液。 

2．2．2 帮助促进运动员的科学补液 如前述，限制运动员 

饮用运动饮料的原因有对运 动饮料作用 的不了解 、教练影 

响 、经济能力、是否容易获得和饮料 的口味等。通过加 强对 

教练员和运动员的补液教育 ，可部分解决上述问题。但由于 

运动饮料的价钱较高，而高校运动队的训练经费紧张。建议 

教练员或运动员自行配制简单的糖盐水代替运动饮料，同时 

可通过多渠道争取经费或赞助 ，解决运动 中的补液问题。如 

果运动员可以轻松获得补液品并懂得计算补液量，哪怕是清 

水，都可促进其更多的饮用，故建议在运动场边安放饮水机， 

并给运动员发放运动水壶 ，特别是运动饮料公司生产的有固 

定容量 的运 动 水壶 (如 Powerade、Gatomde公 司配 备 的 500 
◆  ●  ●  ●  ● 。 ● ●  ● I1●  ● ‘II● ● ● ● ◆ ● I● -● ●  ●  ● ● ● ●  

(上接第59页)和其它体育商品的综合开发。拓宽各种经费 

来源，加大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投入，促进民族传统体育训练 

基地的大规模发展。 

2．4 与教学衔接，在大中小学开设民族传统体育课 

从基础教育人 手，把 民族体育纳入 相关学校 的教学汁 

划 ，有的放矢地培养人才。在少数民族聚居地乃至全国的基 

层中小学和大中专民族院校，可按层次适量开设民族体育课 

程和训练科目，使民族体育训练有一个从普及到提高、由初 

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只有这样，才能使优秀的传统体育项 

目永不失传 ，才能不断培养出一批具有高素质 、高水平的民 

族体育人才和民族体育爱好者，才能实现全民健身。 

2．5 多举行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和竞赛活动，加强交流 

每年以国家、省、市、地卅1名义组织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不仅可设单项或几项民族体育项目的友谊赛、邀请赛、争 

赢赛、排名赛，还可多举行多项民族体育竞赛活动，并以比赛 

成绩的好坏，评定训练基地的成绩，奖惩与之挂钩，促进基地 

的训练质量和工作积极性的提高。加强基地间交流，促进运 

动水平的提高。 

2．6 加强民族传统体育的科学研究 

在现有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 、州 、市 、县和省级体育工作 

部门及各训练基地 ，可视需要设置专 门的民族体育研究 机构 

或配备熟悉民族体育、热心民族体育工作 的专职人 员，专门 

从事民族体育工作的调查研究，挖掘、整理 、制定规划及组织 

mL、1 L和2 L装的水壶)，方便携带和计算。只有促进运动 

员 自觉地 、有计划地补液 ．才能帮助其达到完全的复水。 

3 结论 

(1)高校运动队运动补液的现状反映出教练员和运动员 

缺乏对科学补液的全面认识 ，应加强对其的教育以促进 高校 

运动员运动训练的科学化。 

(2)运动员对运动补液的重要性 、补液 的内容 、量 、时间 

等的认识存在误区，教练员也未予以科学指导，使得运动员 

的补液十分盲目，达不到补液的目的，间接影响了其运动能 

力的提高。 

(3)针对运动补液中存在的问题 ，应加强对教练员、运动 

员科学补液意识的教育 ，通过 帮助运 动员方便获得 运动饮 

料 、促进其饮用等方法促进运动员补液 ，并针对不同的项 目 

特点教会运动员科学补液的方法，以便更科学、安全地补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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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实施检查等工作，以期使发展民族体育的各项计划、实 

施工作和基地的日常训练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使民族传统 

体育的研究更趋规范和科学，使各项目的组织、规则、竞赛更 

利于普及 、推广。 

2．7 政府在经济投入的同时，应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实现 

宏观调控 

重视培养、选拔和使用民族体育方向的专门人才。对基 

地的教练员和科研、工作人员加强培训，可送 出去参观、考 

察、学习，例如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可选派代表去观摩比赛、 

学习经验。并要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对成绩优异者或对支 

持 、发展民族体育事业作出贡献的有功人员，要给予必要的 

精神和物质奖励，使他们对民族体育事业或对未来的发展前 

景始终保持热情和充满信心。对在岗不谋其事，在位不谋其 

职的有关人员进行批评 、限期改正甚至罢免，奖罚分明，实现 

宏观监督和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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