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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对象与目的
1.1 研究对象

以中国江西省大学生男子篮球运动员培养情况为研究对

象，以中国江西省男子篮球运动员为调查对象。

1.2 研究目的
在当前，全面提升中国江西省大学生男子篮球运动员的

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是中国江西省大学生男子篮球

运动员培养工作中的重点问题。更大程度展现大学生男子篮

球运动员的特点及优势，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建立科

学高效的大学生男子篮球运动员培养体系，无论是对学生运

动员一生的发展，还是对中国江西省甚至中国的篮球体系的可

持续发展以及国家层面的篮球运动发展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1]。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资料法

依据研究的需要，在中国江西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国知

网等数据库，分别以“大学生篮球”“篮球运动员培养”等

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通过对相关中文文献的仔细阅读与内

容梳理，为整篇论文撰写奠定基础。

2.2 SWOT 分析法
通过 SWOT 分析法，依次分析中国江西省大学生男子

篮球运动员培养体系的优势、劣势、机遇与威胁。运用有关

运动训练学与运动竞赛学的理论知识与方法，依据逻辑学思

维对其进行逻辑推理，对所得结果进行逻辑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中国江西省大学生男子篮球运动员培养体系优势
分析
3.1.1 中国高中篮球运动蓬勃发展导致生源充沛

中国江西省的大学生男子篮球运动员生源主要来自于面

向全国的体育单招与高水平运动队招生。参加体育单招与高

水平运动队招生的学生必须具有国家二级或以上运动员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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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技术等级系统显

示，只 2019 年，全中国就批准了篮球项目二级及以上运动员

6144 名。

3.1.2 大学生篮球运动员发展潜力大

大学生篮球运动员，是指学生以教育为第一要务，篮球

运动专项作为教育中的重要一环，根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教体结合的中心思想指导培育出符合社

会发展需求的拥有篮球特长的全能型综合人才。而篮球运动

专项不同于个人项目，更会赋予大学生运动员在团队中的沟

通与组织能力 [2]。

而随着当今社会经济发展 , 对人才需求的标准越来越高。

就大学生男子篮球运动员本身而言，既有较高的学历又有较

好的运动能力、沟通能力与组织能力，不仅在能胜任自己的

职位，还能在文体活动中充当体育骨干，展现大学生篮球运

动员的魅力。

3.2 中国江西省大学生男子篮球运动员培养体系劣势
分析
3.2.1 教练保障团队配置不足

一个科学的篮球教练保障团队应该由以主教练为核心

的 5~9 人组成。以 NCAA 中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为例，

UCLA 的男子篮球队教练保障团队以米克·克罗宁主教练作

为核心，由助理教练达伦·萨维诺、罗德·帕尔默、迈克尔·刘

易斯，体能教练员韦斯·朗以及录像分析师内特·乔治顿，篮

球行政总监（领队）道格·埃里克森等人组成。教练保障团

队分工明确，才会使球队在训练中更加完善、科学、系统，

在比赛中更创新高。

而在中国江西省大学球队中，江西师范大学、南昌大学、

华东交通大学、宜春学院皆报名 2 名教练和 1 名领队，而井

冈山大学只有 1 名教练 1 名领队，完全达不到一个现代篮球

队所需要的教练保障团队配置。

更令人感到惋惜的是，中国江西省高校篮球教练员普遍

存在篮球专业理论较强，实践经验不足，基本没有专业运动

队经历等缺点。篮球作为一种职业性、技巧性的运动，篮

球教练员的水平也是高水平篮球队取得好成绩的重要条件 

之一。

3.2.2 大学生男子篮球培训体系与职业篮球体系联系

不够

根据孙凤龙等人的研究显示，有接近 80% 的大学高水

平篮球队几乎没有与职业队、俱乐部梯队、国家 U 系列等

球队交手切磋的机会，仅有不到 20% 的大学高水平篮球队

每年能够有机会参加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体育总局组织

的系列篮球比赛 [3]。

201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体育总局设立了中国 U21

青年篮球锦标赛与 CUBA 四强对抗赛，但是中国江西省并

没有队伍参赛。中国江西省大学生篮球培养体系与中国职业

篮球培养体系泾渭分明，中国江西省大学生篮球运动员少有

与职业篮球运动员同场竞技的锻炼机会。

3.3 中国江西省大学生男子篮球运动员培养体系机遇
分析
3.3.1 国家层面进行政策支持

201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办发

〔2019〕40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

的通知》中特别提到，创新优秀运动员培养和优秀运动队组

建模式，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符合现代体育运动规

律、与国际接轨的体育竞赛制度，构建多部门合作、多主体

参与的金字塔式体育竞赛体系，畅通分级分类有序参赛通

道，推动青少年竞赛体系和学校竞赛体系有机融合。构建政

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三大球”训练、

竞赛和后备人才培养体系 [4]。

3.3.2 中国大学生男子篮球联赛赛事开展顺利

竞技体育的核心是比赛，而比赛也是体育运动的魅力之

源。CUBA 作为中国唯一由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FUSC）

主办的大学生篮球比赛，也是唯一检验球队建设与发展成果

的途径和平台。运动员在 CUBA 中获得好数据、好成绩、

好表现，也会提高其在社会的知名度，对于运动员自己的后

续发展也能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

3.4 中国江西省大学生男子篮球运动员培养体系威胁
分析
3.4.1 中国江西省大学生男子篮球联赛赛事缺乏

中国江西省大学生篮球联赛高水平组作为 CUBA 一级

联赛的基层赛，在每年的第四季度举办，而在中国江西省运

动会年时则与江西省运动会合并举办。

除开常年参加 CUBA 东南赛区的华东交通大学、南昌

大学以及这几年获得参赛资格的江西师范大学之外，中国江

西省大学生篮球联赛高水平组是宜春学院与井冈山大学大

学生高水平篮球队在中国江西省唯一能整队参加的大学生

比赛。根据中国江西省大学生篮球联赛竞赛章程，高水平组

球队少于 8 只采取单循环赛制，一年的比赛量不过区区 4 场。

这些学校的运动员由于无法突破中国江西省大学生篮球

联赛参与 CUBA 的进阶赛事，所以导致球队的球员在长时

间的训练后缺乏正式比赛的磨练，只能去参与水平较低的商

业赛和邀请赛。正规赛事的缺乏既不利于学生运动能力的发

展也不利于高校高水平篮球队的发展与招生工作，容易让篮

球队陷入“弱者越弱”的怪圈中，并逐步丧失其在中国江西

省大学生篮球联赛中的竞争能力 , 无益于中国江西省大学生

篮球运动员的发展。

3.4.2 学训矛盾依然严重

“学训矛盾”的主体是“课业学习”与“专业训练”，

二者相辅相成又矛盾对立。大学生篮球运动员，先是大学生

才是运动员，大学生篮球运动员作为运动员当然希望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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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竞赛成绩，但其又是一名拥有正式学籍、在校学习

的大学生，大学生需要接受基础高等教育和专业高等教育，

这也合情合理。现阶段中国江西省大学生篮球运动员的培养

并未处理好学习与训练两要素的关系，更多的还是让学生以

专业训练为主，无法达到大学生篮球运动员要全方位培养的 

目的。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总而言之，江西省大学生篮球运动员培养体系已获得了

快速的提高，大学生运动员也可由此为踏板进入职业联赛，

如果能够有效针对教练保障团队配置不足与职业篮球体系

联系不够等问题，把握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CUBA 开展

顺利等机遇，慎重考虑赛事缺乏与学训矛盾等威胁，我们才

能更好、更快地推动江西大学生篮球培养体系的快速健康 

发展。

4.2 建议
江西省高校高水平篮球队要以高校篮球运动员的角色特

点安排文化学习；以运动员发展为本位安排文化课程学习；

充分发挥教练员、任课教师、辅导员在运动员文化学习中的

协调作用；文化学习内容要适当向运动员毕业升学或就业需

要倾斜。

江西高校需要优化教练员队伍配置，吸收一批拥有职业

篮球经历的教练员进入到、队伍当中，完善教练团队，使得

训练更加完善、科学、系统。

江西省大学生篮球运动员培养体系的完善，要以将运动

员培养成对社会有用的人为目标，坚持以运动员作为球队的

基础；优化江西省大学生篮球联赛机制，以对抗与磨练作为

赛事主要目标；协调各方为江西省男子大学生篮球运动员培

养体系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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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MCN 公司以及平台进行签约的主播都能有一笔底薪。

而观众的打赏也并不是每月的固定收入，网络主播的收入受

到直播人气、开播时长、直播内容等多方面的影响，很不 

稳定。

4.1.2 女性的职业发展阻碍

最早期的秀场主播几乎全是女性，她们通过自己的表演

和优秀的外在条件吸引观众。其中秀场女主播的粉丝也主要

是男性，支撑这群主播的就是以男性用户为主的打赏和荷尔

蒙经济。然而主播 4 提出“当了 3 年主播，一些以前认识的

娱乐区女主播随着年龄的上升都没有在播了”，她为此感到

不安，这也说明女主播也面临和正常职业同样的职业瓶颈。

当女主播准备结婚生子的时候，她们不仅仅需要退出直播行

业，也会流失大部分男性观众，这对她们的职业生涯是一个

不小的打击。并且，随着女主播年龄的增长，这一类吃“青

春饭”的娱乐主播也不能依赖外在形象吸引粉丝，颜值和身

材不再具备竞争力。

4.1.3 直播内容的监管

从 2016 年网络直播爆发期以来，规章制度的不断完善

使得网络直播更加规范，监管力度也变得更强，主播 8 表示

“最近几年，平台的超管好像变多了，感觉 24 小时随时都在，

好多话都得想想再说了，生怕自己的直播间被惩罚，还有很

多网络主播还在被封禁的边缘试探，众多知名主播开始小心

翼翼，生怕自己从此告别直播，反而一些没有什么热度的主

播反复挑战直播平台规则的底线，不能进行准确的打击。

4.2 提高网络主播职业认同的建议
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为电商主

播“正名”以及为网络主播持证上岗所准备的“网络节目主

持人岗位合格证”的出现，网络主播这一职业终于获得了政

府部门的认可，这是网络主播获得社会认同的重要一步。可

以参照培养优秀电竞选手的方向，在专业机构内开设网络主

播的培训班，或者在播音主持专业门下设立网络主播专业。

从提高主播的职业竞争力入手，提升他的职业价值，加强其

社会认同。同时政府部门要加大对网络直播行业的监管力

度，加之网络直播平台的自我监管，保证行业的健康发展，

提高网络主播职业被社会大众的接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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