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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的新时期，体育的性质和地位在这时也发生了根本性的

变化。但当时的中国刚刚经历过战火的摧残，经济百废待兴，

百姓更是生活条件艰苦，体质羸弱。国家没有良好的经济基

础和物质条件来提高国民的身体素质和保障体育的发展 [1], 甚

至有西方媒体给中国人贴上了“东亚病夫”的标签。在此社

会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将竞技体育视为国际交

流的重要手段，期望以竞技体育的发展来撕掉“东亚病夫”

的标签。但受制于当时的社会条件，中国体育并没有迎来大

发展时期。

业余体校的发展也应顺应时代潮流。但有研究表明业余

体校的数量和规模正在不断衰减，业余体校在逐渐退出历史

舞台。事实证明，业余体校变革需求强烈，改革势在必行 [2]。

焦作市业余篮球学校是一所历史悠久的业余体校，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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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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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焦作篮校”文化品牌，以此来凝聚人心，汇聚人气，提升焦作篮校的知名度与社会影响力；坚决走“体教融合”的培
养政策方针，提高学生的修养素质，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寻求与社会各界合作，尝试开拓新的发展道路，探索与俱乐部、
高校成为战略合作伙伴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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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包括李根、王磊等“国字号”的篮球运动员，提高了焦

作的知名度，扩大了焦作篮球的影响力。笔者以焦作市业余

篮球学校作为案例，探究其成功原因，分析阻碍发展因素、

可持续发展因素对策，为同类型学校的发展提供参考 [3]。

2 阻碍焦作市业余篮球学校发展的因素

2.1 经费保障不足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计划经济时期，业余体校的

发展经费和教练员薪资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财政拨款的多

与少往往决定了业余体校的发展状况。但随着市场化经济体

制的改革，财政拨款已不再满足业余体校的发展需求。

焦作市业余篮球学校系全供事业单位，每年都会收到焦

作市体育系统的财政拨款。这些拨款主要用于篮球体训班 48

名球员的事业编制工资；焦作篮校教练员、工作人员的薪资；

焦作篮校日常运营、办公的费用。但现有的经费保障不能满足

教练员编制梯队特别是女篮双线梯队的需要。据笔者统计，焦

作篮校至少需要补充 6~8 名梯队女篮教练员才可以满足梯队建

设需要，仅教练员工资这一项资金缺口预计每年50万~60万元。

2.2 训练场地较少，硬件设施老旧

目前焦作篮校共有训练队伍 17 支，可用训练场地室内

木质地板 4 块，室内塑胶场地 1 块，室外塑胶场地 10 块，共

计 15 块场地可用，平均下来一支队伍不到一块场地。并且队

伍训练时间集中，严重制约了训练工作的开展。

中国全国小篮球比赛至 2019 年已成功举办第二届，参

赛队员年龄越来越小，焦作篮校也启动开展了小篮球训练工

作，但目前小篮球场地仅有 3 块，器械严重不足，不能满足

日常训练需要。

硬件设施是一切运动项目开展的最基本条件，良好的运

动场地和器械能够更加顺利地开展体育训练。现如今焦作篮

校通过对学校建设的投入和发展，训练场地和学校设施有了

很大的改善。但即便如此，焦作篮校的硬件设施情况也不容

乐观。随着篮球运动的快速发展，焦作的基础训练设施和生

活设施已不能满足办学需求，办学条件急需改善。钢结构训

练场构建老旧、承载力不足，功能用房达不到安全要求；宿

舍楼年久失修，顶部已经坍塌，学生只能在校外租房住宿，

存在着重大安全隐患。总之，训练场地较少、硬件设施老旧

问题不仅制约了学校的发展，也严重影响全国篮球城市的 

形象。

2.3 人员流失

2.3.1 运动员流失

随着篮球运动在国内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人们越来越

了解和喜欢这项运动，许多家庭也支持青少年进行篮球训练。

焦作市作为“篮球之城”有着相当大的篮球运动群众基础，

但不可否认的是，更多人是将篮球训练作为一种强身健体的

锻炼方式，而不是把篮球作为终生职业。随着学生篮球竞技

能力的提高和年龄的增长，系统化、高强度的训练会占用学

生大量的时间。而学生在青少年时期的学业也很繁重，这就

导致学生的学习和训练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学生大多会选择

专心学习而放弃篮球训练。其中，由于焦作篮校住宿楼、小

训练房、餐厅建筑被检测为危房，队员目前长时间在外住宿，

不安全性以及各种不方便因素逐渐影响队员们的稳定性。在

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下，焦作篮校的苗子队员已经开始流失。

2.3.2 教练员流失

教练员是篮球教育工作的组织者和维护者，属于基层社

会精英 [4]。长期以来，广大教练员工作任务繁重、工作压力大，

生活待遇较低，导致教练员流失现象较为严重。焦作篮校教

练员和其他基层同类型学校教练员相比工资水平较低，这就

导致很多年轻教练员想追求更高物质条件的生活而流失。

2.4 运动员上学难

随着社会的竞争愈发激烈，运动员文化课学习越来越重

要，原来那种单纯只讲训练不讲学习的旧理念已经过时，如

果不重视文化课学习，将给今后运动员的向上输送和全面发

展带来很多不利的影响，因此焦作篮校必须解决好运动员文

化课学习问题 [5]。

据笔者调查发现，焦作篮校和文化课学校开展联合办学，

但是此方法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目前篮校队员大部分借读于太

行路一所学校。存在安排学校难、课后管理难等问题，非常不

利于日常管理，主要依赖教练员的日常管理和学校的不定期抽

查。运动员上学难的问题已成为困扰焦作篮校多年的难题。

2.5 康复医疗人员及设施缺失

目前，焦作篮校校本部在训运动员 400 余人，各分校在

训运动员 3000 人。未来还要增设队伍数量，拓展运动员年龄

范围，扩大选材基数。随着焦作篮校运动员人数的增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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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的降低、训练量的加大，运动员疲劳和伤病的现象越来越

普遍，而学校现在连简单的按摩、扭伤处理、冰敷措施等都

不能保证，影响了训练工作正常开展。随着训练科学性、合

理性的推进，康复医疗人员和康复医疗设施将是焦作篮校在

未来可持续发展中所必备的硬性条件。

3 焦作市业余篮球学校可持续发展对策

3.1 打造“焦作篮校”文化品牌，凝聚人心，汇聚人气

篮球运动在焦作市拥有悠久的历史和雄厚的群众基础，

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在 2004 年命名焦作市为“篮球之城”。经

过三十余年的发展，焦作市业余篮球学校已成为焦作市家喻

户晓的篮球学校，在焦作市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焦作篮校可

以利用自身打拼出来的口碑和影响力树立起“焦作篮校”文

化品牌，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学校的篮球训练中，使焦作篮校

更加富有活力。

焦作市业余篮球学校应在学校宣传上增加投入，做一些

广告。可以积极与杰出校友如李根、周琦等国内人气颇高的

篮球明星合作，塑造“焦作篮校”文化品牌。

另外，焦作篮校也可以考虑和报社、杂志社合作，出版

有关“焦作篮校”系列的杂志、报刊甚至是书籍。作为一所

全国优异的篮球后备人才培养基地，焦作篮校一定诞生了很

多篮球人的励志故事和传奇经历，若是充分挖掘学校历史，

必定是非常不错的写作素材。焦作篮校通过与知名校友的合

作，发行“焦作篮校”系列报刊、杂志、书籍，既可以提高

焦作篮校的知名度，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学校的训练中，也助

力了焦作篮校的可持续发展。

3.2 寻求与社会各界合作

针对人才输送、资金来源单一等问题，焦作篮校可以参

照同为国家重点篮球学校的东莞篮球学校与社会各界积极合

作。东莞篮球学校与国内多家篮球俱乐部和高校拥有密切的合

作关系 [6]，为外界培养出了易建联、朱芳雨、王仕鹏、杜峰、

陈江华等杰出的篮球运动员，也为高校输送了一大批优秀的

CUBA 篮球运动员，为中国篮球的后备人才培养做出了卓越的

贡献。而合作的篮球俱乐部和高校也大力回馈东莞篮球学校，

为东莞篮球学校的建设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一番力量。东莞篮

球学校的场地设施、师资力量等方面远远领先国内同类型篮球

学校，达到了东莞篮球学校和社会各界互利共赢的局面 [7]。

焦作篮校应积极效仿东莞篮球学校与社会各界积极合作

的策略。篮球俱乐部多为经济实力强大的企业集团所设立，

高校则有着丰富的社会资源和影响力 [8]。焦作篮校若是与篮

球俱乐部和高校合作，既可以输出优秀运动员，解决一部分

学生的毕业安置问题，又可以借助篮球俱乐部和高校的经济

实力、社会资源、社会影响力来扫除焦作篮校发展道路上的

障碍 [9]。双方互利共赢，何乐而不为？

4 结语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的竞争愈发激

烈，业余体校毕业的学生竞争力逐渐下降 [10]。这种后果直接

导致业余体校生源的减少，影响了业余体校的可持续发展。

在学生、运动员的双重角色中，业余体校应在学生的训练和

文化课教学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不能顾此失彼，因小失大。

这样才可以走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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