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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欧洲青少年运动员文化教育模式具有强制性和灵活性的特点，这对于被认识误区和

制度缺位所制约的我国青少年运动员的文化教育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要想解决我国青少年运动

员的文化教育问题，充分认识青少年运动员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是前提，加快完善青少年运动员文

化教育的法制化是保障，提高青少年运动员文化教育的有效性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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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de of the cultural education for teenage athletes in Europe is provided with such characteristics as 

compulsive and flexible. Such a mode plays an important inspiration role in the cultural education for teenage ath-

letes in China which is restricted by misunderstandings and the lack of systems. For solving problems in the cultural 

education for teenage athletes in China, the precondition i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cultural educa-

tion for teenage athletes, the assurance is to speed up the completion of legal systems for the cultural education for 

teenage athletes, and the foundation i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ultural education for teenage athl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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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就是落实“以人为本”

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

体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中国青少年运

动员文化教育程度关系到我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

问题，它是运动员更好贯彻教练员的训练计划并在退

役后顺利再择业或就学的“助推器”。为此，加强我国

青少年运动员文化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欧洲青

少年运动员文化教育具有强制性和灵活性特点，对我

国做好青少年运动员文化教育具有借鉴价值。 

 

1  欧洲青少年运动员文化教育的特点 
2004 年，作为欧洲体育教育年活动的一部分，欧

盟曾专门委托英国拉夫堡大学体育与休闲管理系组织

项目小组对欧盟 25 个成员国青少年运动员的文化教

育状况进行了调研。调查结果显示，欧洲各国均非常

重视青少年运动员的文化教育。不论是从义务教育阶

段的中小学校，还是中等专业学校、大专院校，都普遍

重视协调运动员的文化教育与训练竞赛之间的矛盾[1]。

就欧洲各国在青少年运动员文化教育培养模式的特点

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强制性。 

欧洲各主要国家接受义务教育的孩子的年龄一般

在 6~16 岁(和我国基本相同)。这些国家的学校都有法

定的教育规划，且所有的青少年都必须遵守。初等教

育的学校教学通常是强制性的，即使是那些很有运动

天赋的学生也要按照法律的要求，接受国家课程所要

求的教育。立陶宛共和国的教育法声明：教育是每一

个学龄阶段孩子的权利，他们只为那些到了接受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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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年龄的青少年运动员提供特殊的规定。在英国，

孩子 5~16 岁接受的是义务教育，即使在专门的运动

学校里，学生学习和训练的时间也是一样的。在塞浦

路斯，15 岁之前的法定教育规划都是强制性的，一般

的学校除了体育课以外不提供从事运动训练的机会。

而在拉脱维亚，不管是运动学校还是体育俱乐部的学

生，只要处在义务教育阶段(6~16 岁)，就只能在课下

进行运动训练，只有在达到 15 岁的时候才能进入提供

学校教育和运动训练承诺的运动健身房。法国运动和

体育教育协会则规定青少年运动员每周接受教育的时

间是 24 h 而训练的时间是 20 h(包括额外的训练和竞

赛)[2]。希腊的年轻运动员除了接受法定的义务教育，

每周还要对其所选的项目接受 3 次的训练(07：30~10：

00)，而且放学后还要晚走 1 h(1 周 3 次)来弥补早上的

训练。希腊处于初等和中等教育阶段的学生如果每学

年接受文化课教育的时间不足总课时的 8%(大约 800 

h)，那么不管他们的学习成绩和运动成绩如何，都不

能进入下一个年级学习[2]。在斯洛伐克，当学生在 1~4

年级的时候，他们接受普通的初等学校的教育，且每

周的学习时间为 24 h；在 5~8 年级时，虽然运动训练

代替了课程的学习以保证他们能够集中精力训练和比

赛，但运动员每周的文化学习时间也要 26 h[2]。 

英国布里斯托尔运动学院的校长承认：运动是焦

点，但是教育也很重要。他说：“我们想要运动员专心

于运动，但我们不想让他们丢弃他们的教育。”[2]所以，

强制性的法律就成了青少年运动员在进行训练的同时

又接受文化课教育的保障。 

2)灵活性。 

(1)时间安排的灵活性。 

由于运动员训练、比赛要占用大量的时间，因此，

欧洲各国很注意灵活安排时间以调节运动员学习与训

练之间的矛盾。 

希腊政府 2004 年颁布的一项法令将运动员分为 3

个小组：A 组的青年运动员是为奥运会和世界性的比

赛训练的，较之普通的学生，他们可以有一半的时间

缺席学校课程的学习；B 组的青年运动员是为欧洲和

国际性的比赛训练的，他们可以有 30%的时间不参加

学校的学习；C 组的青年运动员是为地中海及巴尔干

半岛及国家性的比赛而训练的，可以有 20%的时间不

参加学习[2]。在匈牙利，到了义务教育年龄段的有天赋

的青少年运动员可以选择不用每天都去学校上课(但

他们同样要参加期末考试且要求和普通的学生一样)。

当然，一些国家规定可以推迟考试的时间或延长学习

的年限。 

一位英国游泳女选手在不参加训练或比赛的时

候，学校就会为她安排时间来做作业和参加额外的功

课学习。这种充分利用“业余”时间来安排学习的做

法一方面保证了运动员学习的时间，另一方面也丰富

了其训练之余的生活，可谓一举两得。 

(2)学校选择的灵活性。 

欧洲青少年运动员可以选择 2 种学校就读：一种

是普通学校，另一种是专门的运动学校。欧盟 25 个国

家中的 90%以上的国家就是这样做的[2]。在比利时，

有运动天赋的青少年运动员既可以选择专门的运动学

校也可以选择进入那些为有天赋的运动员开设特殊课

程的学校。这些学校不仅为学生提供主流的教育，还

提供特殊的运动训练计划。而对于一些大学生运动员

来说，还可以不受限制地选择院系或学校去学习。 

学校选择的种种特殊条件为青少年运动员接受更

适合自己的运动训练和文化教育方式提供了便利，因

此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缓解了青少年运动员运动训

练和文化教育之间的矛盾。 

(3)课程设置的灵活性。 

欧洲国家在运动员课程的设置上具有很大的灵活

性，且教育层次越高，灵活性越大，它们提供诸如训

练学、运动科学及类似的课程和宽范围的课程选择，

以便于运动员退役后好找工作。 

匈牙利的运动学校不仅提供独立的诸如运动管

理、运动指导及训练方面的课程，还提供主流教育科

目之外的体育史、奥林匹克运动史、体育记者等科目。

意大利的一所滑雪学院于 2002 年建立并实施一个“成

为生命的捍卫者”的计划(意大利北部的很多机构都采

用了这个计划)，课程包括营养学、解剖学、生理学、

运动心理学、IT 技能和外国语等，通过这些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既掌握了训练、比赛中在山中遇险求助的

技能；同时还为未来退役后寻找工作准备了知识。 

这种结合运动员的实际情况并顺应社会发展需

要，为运动员设置灵活的课程的做法具有一定的实用

性，提高了运动员退役后顺利再就业的竞争力。 

(4)教育方式的灵活性。 

由于运动员流动性大，学习时间、地点不固定，

因此，欧洲各国均为青少年运动员接受正常的文化教

育提供了灵活的教育方式。 

在比利时，有天赋的青少年运动员如果能够在家

里或其它的组织中接受教育，那么他们可以选择不接

受强制性的义务教育的学习(前提是他们 后必须达

到义务教育的水平)；在斯洛伐克，学生运动员以小班

的形式学习，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和老师交流，每个运

动员都有一个根据自己的运动计划调整的学习规划，

学校为他们提供个人咨询和考试。在塞浦路斯，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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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当青少年运动员在国外参加国际性的比赛时，

教育和文化部门可以提供主考者以确保其能够和其他

同学在同一天进行考试。为学生提供导师、私人教师

及个人学习支持系统已经被一些欧盟成员国确认为激

励运动员继续接受教育的成功的工具。欧盟 25 个成员

国的 1/3 的国家都提供这一个人支持系统[2]。意大利的

运动学校受教育部的直接控制，它们提供承认运动员

运动承诺的学习计划，并为运动员安排私人教师及远

程教育服务，特别是在复习阶段或长期离开学校训练、

比赛的期间。个人学习及远程教育被认为是将来精英

运动员进行灵活性学习的主要方式。 

由此可见，教育方式的灵活性对青少年运动员的

文化教育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它切实体现了因材施教

的教育原则。 

 

2  中国青少年运动员文化教育的瓶颈 
1)认识误区。 

一直以来，由于部分教练员存在着“急功近利”

的思想，导致在运动员培养中“重运动训练，轻文化

学习”的现象依然非常严重。广东省的有关调查结果

显示：认为训练课重要的教练员人数占 29.8%，而认

为文化课重要的只占 27.4%；在实际训练中，17.3%的

教练员侧重训练课，而侧重文化课的比例仅仅是

11.2%；认为两者一样重要的只占到 8.4%[3]。此外，由

于运动员在训练过程中生活和思想的单一，往往忽视

了对退役后就业的考虑，因而没有出路问题的忧患意

识，也就不会积极地学习，不断完善和提高自身的综

合文化素质和竞争力[4]((特别是年轻的运动员)。长期以

来，他们误以为只要搞好训练，参加比赛获得好成绩

就是重中之重。由此，使得众多青少年运动员在业余

训练阶段就荒废了学业[5]。 

众多认识误区导致了对青少年运动员文化教育的

忽视，这就造成了优秀运动员文化知识积累严重不足

的现实，特别是像体操、跳水等小年龄项目。寻其症

结，缺乏强制性措施和政策便是其中之一：运动员只

要运动成绩好，能代表国家、团队争金夺银，无所谓

文化教育水平有多高，反正运动员文化素质的高低与

各级领导、管理人员和教练员的切身利益无关[6]。 

2)制度缺位。 

1986 年 7 月召开的全国优秀运动队文化教育工作

会议曾提到：优秀运动队文化教育的工作任务，首先

是要对初中文化水平以下的运动员进行 9 年义务教

育，使他们在训期间达到初中文化水平并取得文凭；

同时，要努力办好中等教育，使多数运动员在退役时

达到高中或中专毕业水平；对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

的运动员要进行大专教育[7]。为此，我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走“体教结合”之路以解决运动员文化教育

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推行起来却很难，由于一些教练

员对体育与教育的关系缺乏全面的认识且存在强烈的

功利心理，“体教结合”往往是流于形式：“一些运动

员同时成了‘大学生’，但往往很少‘光顾’学校，只

是到 后拿到一个‘注水’的文凭。体教结合，仍是

只‘体’不‘教’，体育、教育两张皮”[8]。结果使一

些青少年运动员靠牺牲文化课的时间来出体育成绩，

到退役时文化却停留在小学水平。曾经打破世界记录的

全国举重冠军邹春兰直言：“我现在只有不到小学三年

级的文化，连拼音都不会”，她 后只能去做“搓澡工”
[9]。而当部分运动员借“冠军”的光环进入高校以后，

文化积累的先天不足及高等教育对大学生更高文化水

平的要求使其很难掌握所学课程，走出大学校门的他

们也只有“学历”而没有“学力”，何谈竞争力？！究

其缘由，无非是在运动员的教育过程中缺乏相关制度

的有效约束，导致运动员的文化教育没有收到切实的

效果。 

 

3  欧洲青少年运动员文化教育的启示 
1)充分认识青少年运动员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从哲学的角度来说，意识、观念是人进行实践活

动的先导。只有在观念上充分意识到文化教育的重要

性，才会在实际操作中加以落实。在当今呼吁人的全

面发展的大的教育背景下，有必要强调的一点是：必

须保证青少年运动员的学业，不应当只把他们当作获

胜的工具。也就是说，对青少年运动员的文化教育，

应伴随其训练同时进行，绝不能等其退下来再去进行。

唯如此，青少年运动员才能享受同样的受教育的权利，

才能全面发展。因此，运动员的文化教育，不仅仅是

文化课教师的责任，更是包括教练员在内的全体相关

人员都应该考虑的事情。每一位领队、教练员都应高

度重视青少年运动员的文化教育，避免“说起来重要，

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局面。 

2)加快青少年运动员文化教育的法制化。 

9 年义务教育是学生开始接受教育的重要阶段，

是为今后的进一步学习打基础的关键时期。因此，提

高普九义务教育的质量是现阶段青少年运动员文化教

育工作的首要任务，应该把青少年运动员文化教育真

正纳入运动队正常工作之中并使之法制化：要把其文

化学习成绩与教练员的直接利益挂钩以使所有教练员

都认识到文化教育是训练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觉

地把体育训练与文化教育工作结合起来，使提高训练

质量切实转移到依靠科学训练和提高运动员文化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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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轨道上来；要通过政策调整，合理安排年度竞赛计

划，以减少对文化教学的冲击。同时应制定一系列奖

惩措施，形成有利于完成普九义务教育任务的机制[10]。 

    在高等教育阶段也要制定相关的政策以保证学生

运动员学有所获。一方面，要规定即将进入大学的青

少年运动员的文化标准，其入学文化基础水平应与其

学习的专业需要基本适应。对于专业文化学习不认真、

不努力，多门功课成绩不合格的大学生运动员，或暂

停其训练与比赛活动，或坚决淘汰。另一方面，青少

年运动员的学习要由学校学业管理部门统一管理；运

动员的毕业率也必须与全校学生的毕业率相一致。 

3)着力提高青少年运动员文化教育的效率。 

确保青少年运动员文化教育的有效性会涉及到很

多方面。首先，应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为青少年运动

员安排进入接受各个层次教育的学校，以保证其接受

文化课教育的机会；其次，在充分利用青少年运动员

训练之外的余暇时间，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文化水平灵

活安排其所应学习的时间并规定各人在不同教育阶段

应达到的学习时间；第三，要本着实用、易学的原则

合理设置适合青少年运动员实际情况的专业(课程)并

以循序渐进的方式使其逐渐掌握知识；第四，可为运

动队文化教育安排督导员，制定符合青少年运动员的

培养方案并辅助其制定学习规划和学习计划并利用先

进的、现代化的教育形式和手段，如远程教育，使其

能够通过网上教学及时得到学习课件，完成学习任务，

并达到与其它更多青少年运动员共同交流、学习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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