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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eply discusses the selection and training mechanism of junior high school sports special students,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In	order	to	explore	and	cultivate	sports	talents	with	potential,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scientific	selection	system	that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s	students’	physical	fitness,	skills	and	potential.	At	the	same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zed	training	
programs,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ests of students, special training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guidance of professional teachers and good training environment, improve the competitive level of sports students. In addition, 
emphasis is placed on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eamwork ability to ensur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The improvement of this mechanism will provide more outstanding reserve talents for China’s sports undertak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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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深入探讨了初中体育特长生的选拔与培养机制，这一选拔与培养机制至关重要。为发掘和培育具备潜力的体育人才，
需建立科学的选拔体系，综合考量学生的体能、技能及潜力。同时，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结合学生特点与兴趣，进行
专项训练和综合发展。通过专业教师指导和良好的训练环境，提升体育特长生的竞技水平。此外，注重心理健康教育和团
队协作能力的培养，确保学生全面发展。这一机制的完善，将为中国体育事业输送更多优秀后备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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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体育特长生的培养与选拔

逐渐成为教育领域的重要议题。初中体育特长生作为学校体

育的重要力量，其选拔与培养机制的完善对于提高学校体育

水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作为个人的发

展目标来看，有更大的优势进入重点高中，为今后的高考走

体育的道路打下了基础。论文旨在深入探究初中体育特长生

的选拔与培养机制，从选拔的标准、流程到培养的目标、方

法，力求为初中体育特长生的培养提供科学、系统的指导，

为学校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贡献力量。初中阶段注重并发现

在体育方面有特长爱好的学生，通过接受创新并适合学生实

际的科学训练 , 成为中高考的优势人才。

2�初中体育特长生的选拔要求

2.1�身体素质与技能水平
初中生正处于身体发育的关键时期，身体素质与技能

水平既展现了天赋的潜力，也反映了日常训练的成效。身体

素质测试，对于初中生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耐力跑测

试，不仅考验学生的心肺功能和耐力水平，更能在长时间的

运动中观察学生的意志力和毅力。在青春的跑道上，学生挥

洒汗水，用脚步丈量着自己的成长。而敏捷性测试，则要求

学生在短时间内迅速做出反应，灵活移动，这反映了初中生

在运动中的灵活性和协调性。技能测试则更加侧重于学生在

特定体育项目上的表现。篮球的运球、投篮，足球的控球、

射门，每一项技能都需要长时间的练习和打磨。初中生们用

学生的双手和双脚，诠释着对体育的热爱和执着。在篮球场

上，学生灵活运球，精准投篮，每一次出手都凝聚着汗水与

努力；在足球场上，学生巧妙控球，精准射门，每一次奔跑

都充满了激情与活力。对于初中生而言，身体素质与技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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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提升并非一蹴而就。学生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

行日常训练，不断提高自己的体能和技能水平。同时，学生

还需要在比赛中不断积累经验，锻炼自己的意志力和心理素

质。这种持续不断的努力和付出，让学生在体育特长生的选

拔中更具竞争力。值得一提的是，初中生在身体素质与技能

水平方面的表现，往往与学生的兴趣爱好和个性特点密切相

关。有些学生天生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和运动天赋，学生在

体育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而有些学生则通过后天的不

懈努力和坚持，逐渐在体育领域崭露头角。无论是哪种情况，

都需要教师给予学生充分的关注和支持。

2.2�综合素质评价
对于初中生而言，综合素质评价不仅关注学生在体育

领域的才能，更看重学生作为全面发展个体的整体素养。学

习成绩是综合素质评价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初中生正处于

知识储备的关键时期，学生的学习成绩直接反映了学习态度

和基础知识掌握情况。一个体育特长生如果在学习上也能保

持优秀，那将意味着学生拥有更高的自我管理能力，能够平

衡好体育训练与学业学习之间的关系。这种平衡能力对于学

生在未来体育道路上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道德品质是综

合素质评价中的另一重要维度。初中生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

关键阶段，学生的道德品质不仅影响着个人形象，更影响着

学生在体育团队中的行为表现。一个具备高尚道德品质的体

育特长生，不仅能够以身作则，为团队树立良好的榜样，更

能够在关键时刻展现出坚定的意志力和责任感。这种品质对

于学生在体育团队中的领导力和影响力至关重要。团队协作

能力同样是选拔体育特长生时需要重点考察的素质。体育比

赛往往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整个团队的协作。一个优秀

的体育特长生不仅需要具备出色的个人技能，更需要懂得如

何与队友配合，共同为团队的目标而努力。在选拔过程中，

通过组织团队活动、观察学生在团队中的表现等方式，可以

全面了解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 [1]。结合初中生的特点来看，

学生在这些方面有着独特的表现。在学习上，初中生正处于

知识积累与思维发展的关键时期，学生的学习成绩往往能够

反映出学生的学习态度和潜力。在道德品质方面，初中生开

始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学生的言行举止往往能够体现出学生

的道德水平。在团队协作能力上，初中生正处于社交能力发

展的关键期，学生开始懂得如何与他人合作，共同完成任务。

2.3�报名与审核要求
报名与审核环节不仅是对学生体育才能的初步筛选，

更是对学生综合素质的一次全面考量。初中生正处于青春发

育的黄金时期，学生热情洋溢、活力四射，对未知的世界充

满好奇和渴望。在报名环节，学校通常会设定一系列具体的

条件和要求，以筛选出真正具备体育特长的学生。这些要求

可能包括学生需在初中阶段参加过一定级别的体育比赛并

取得优异成绩，或是具备某项体育技能的特殊天赋等。这样

的设定旨在确保选拔出的学生不仅热爱体育，而且已经在实

际比赛中展现出了一定的实力。除了基本的报名条件外，学

生还需要提交一系列相关证明材料。这些材料可能包括比赛

证书、获奖证书、教练推荐信等，用以证明自己的体育特长

和成绩。对于初中生而言，这些证明材料不仅是对学生过去

努力的肯定，更是学生向未来挑战的自信来源。在审核过程

中，学校会对学生提交的材料进行认真核实和评估。这一环

节对于确保选拔工作的公正、公平和高效至关重要。学校会

组织专门的评审团队，对学生的比赛成绩、技能水平、综合

素质等方面进行全面考量。通过这一环节，学校能够更准确

地把握学生的实际情况，确保选拔出的学生真正符合相关要

求和标准。同时，考虑到初中生的特点，学校在制定选拔流

程和方式时也会充分考虑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点。学校可能

会采用多种选拔方式，如面试、体能测试、技能展示等，以

全面评估学生的体育才能和综合素质。在选拔过程中，学校

还会注重公正、公平的原则，确保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展示自

己的才能和实力。

3�初中体育特长生培养机制的构建

3.1�明确培养目标和方向
在构建初中体育特长生培养机制时，明确培养目标和

方向不仅是对学生个人潜能的精准挖掘，更是对未来体育人

才的有力塑造。对于初中体育特长生而言，学生的兴趣和志

向各不相同，有的渴望成为职业运动员，在赛场上追求极致

的荣誉；有的则视体育为一种爱好，希望通过体育来丰富自

己的生活，提升个人素养。对于有职业体育梦想的学生，学

校在制定培养目标和方向时，需要更加注重学生专业素养和

竞技水平的培养。这意味着学校不仅要为学生提供基础的体

育训练，还要在训练内容上更加精细和深入。技术训练上，

要针对学生的特长和潜力，制定个性化的训练计划，帮助学

生突破技术瓶颈，提升技能水平。体能训练上，要注重科学

性和系统性，确保学生在身体发育的同时，也能拥有强健的

体魄和充沛的体能。此外，心理素质的培养也不容忽视，因

为运动员在赛场上不仅要比拼技术，更要比拼心态和意志。

为了达成这一培养目标，学校还需要积极与各级体育组织和

职业俱乐部建立合作关系。通过与这些机构的紧密合作，学

校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比赛机会和展示平台，让学生在实

践中积累经验，提升竞技水平 [2]。同时，这种合作模式也有

助于学校了解最新的体育发展趋势和训练方法，为体育特长

生的培养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然而，对于将体育视为一

种特长的学生而言，学生的培养目标和方向则有所不同。学

校需要更加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和团队协作能力的培养。在课

程设置上，学校要注重文化课与体育课的结合，确保学生在

掌握体育技能的同时，也能获得全面的知识素养。这种综合

性的课程设置有助于学生在未来的学习和生活中更加全面

地发展自己。一些中学充分考虑了学生的个体差异和未来发

展需求，为有志于职业体育的学生设立了专门的体育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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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了专业的教练团队和训练设施，为学生提供了更为专业的

训练和指导。

3.2�构建完善的课程体系
基础课程是体育特长生学习的基石，旨在为学生提供

必要的知识储备和综合素质提升。这些课程包括但不限于语

文、数学、英语等，这些课程不仅有助于学生打下坚实的学

科基础，还能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语言表达和跨文化交流

能力。对于体育特长生来说，这些基础能力同样重要，能够

帮助学生在赛场上更好地理解比赛规则、与队友沟通协作，

以及在比赛结束后进行数据分析与反思。体育理论课程则是

帮助学生深入了解体育知识和原理的重要途径。这些课程可

以涵盖运动生理学、运动心理学、运动训练学等多个领域，

让学生从理论上理解体育运动的本质和规律。通过系统学习

体育理论知识，学生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自己的运动项目，

掌握正确的训练方法和技巧，从而提高自己的运动水平。在

基础课程和体育理论课程的基础上，专项技能课程则是针对

体育特长生的核心训练内容。这些课程应根据学生的运动项

目和特长进行个性化设置，确保学生能够在自己擅长的领域

得到深入的专业化训练。专项技能课程应涵盖技术动作、战

术策略、体能训练等多个方面，帮助学生全面提升自己的运

动能力 [3]。除了基础课程、体育理论课程和专项技能课程外，

实践课程也是构建完善课程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实践课

程可以包括校内外比赛、训练营、体育节等多种形式，让学

生在实践中检验自己的学习成果，提升技能水平和团队协作

能力。通过参与比赛和训练营等活动，学生可以积累比赛经

验、增强比赛心理素质、提升团队协作能力，为未来的职业

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4]。

3.3�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保障
为了确保体育特长生培养机制的全面发展和优化，提

供全方位的支持和保障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全方位的支持和

保障不仅涉及到教学层面，还涵盖了硬件设施、资金扶持、

心理辅导等多个维度。在师资力量方面，优秀的教练团队是

体育特长生培养的核心。某省重点中学深谙此道，因此特别

聘请了一批具有丰富教学经验和专业水平的教练团队。这些

教练不仅具备深厚的体育专业知识，更懂得如何因材施教，

针对每个学生的特点和潜力进行个性化的指导和训练。学生

不仅是学生的技能导师，更是学生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帮

助学生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在场地设施方面，

完善的体育场馆和设施是体育特长生训练的重要保障。某省

重点中学投入大量资金，建设了包括田径场、篮球场、足球

场、游泳池等在内的多个体育场馆，并配备了先进的训练器

材和设施。这些场馆和设施不仅满足了学生们的日常训练需

求，更为学生提供了展示自我、锻炼技能的平台。此外，学

校还定期对场馆和设施进行维护和更新，确保其始终处于良

好的运行状态。在经费支持方面，充足的经费是体育特长生

培养的物质基础。某省重点中学为体育特长生提供了包括奖

学金、训练费用等在内的多项经费支持。这些经费不仅减轻

了学生们的经济负担，更激发了学生参与体育训练的热情和

动力。学校还设立了专门的体育奖学金制度，对在各级比赛

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进行表彰和奖励，激励学生不断追求

卓越 [5]。

4�结语

通过对初中体育特长生选拔与培养机制的深入探究，

论文提出了一套全面、系统的培养策略。在选拔环节，强调

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确保选拔出的体育特长生具备

优秀的体育才能和全面的综合素质。在培养环节，注重个性

化、系统化的培养方案，旨在提升学生的体育素养和综合能

力。对于具有运动天赋的学生，加上科学的系统训练，更有

利于个人的成长发展。未来，期待通过不断完善和优化选拔

与培养机制，为初中体育特长生的全面发展创造更加良好的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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