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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背景下的甘肃省
青少年排球发展模式构建

■　文/石松源1    王祥2

　　　1.兰州理工大学体育教学部　 2.甘肃政法学院体育教学部

　　摘要：“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获得信息的途径和数量得到极大扩展。它能通过多种渠道，

借住互联网、物联网科技收集青少年排球运动员的生活数据、训练数据和比赛数据等多方面信息，并

随着超级计算机和“云计算”模式的出现，对这些巨量数据的分析能力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随着体

制、经济、文化的发展，原有的、传统的青少年排球培养思路、培养方法已经无法满足甘肃省排球运

动的可持续发展及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要求。本文以基于“大数据”的甘肃省青少年排球选材模式为

研究对象，运用文献综述法、对比分析法、问卷调查法、对甘肃省青少年排球运动员培养思路、选材

等问题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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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数据”是一种规模在获取、存储、管

理、分析方面大大超出了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

能力范围的数据集合，具有海量的数据规模、

快速的数据流转、多样的数据类型和价值密度

低四大特征。“大数据”是不用随机分析法

这样的捷径，而采用对所有数据进行分析的方

法。所以，“大数据”对于区分青少年排球运

动员的成绩水平和未来潜力的能力要比抽样数

据统计分析方法更加科学准确。排球青少年发

展模式构建，是一个消耗时间、精力、金钱的

过程。其发展能否从粗放型向精细化，从依靠

人海战术向重视科技创新转变。这是甘肃省青

少年排球可持续发展能否实现的关键问题之

一。显然，甘肃省排球运动的发展必须按照科

学发展观的要求，以提高综合效益、避免资源

浪费为目标，及时规划并建立高效有序的青少

年排球培养体系，走具有甘肃省特点的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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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球发展道路。

1.大数据背景下“新排球理念”的内涵
及原则

　　1.1新排球理念的内涵

　　“新排球”理念，就是指无论是中小学排

球还是大学排球，都应该是“中国的排球”，

都是推动我国排球运动发展的力量。因此我

们要在“新排球”理念下做工作，通过对大学

生排球联赛的赛制改革，来推动和普及大学排

球，而大学排球做好了，其实是可以把中学排

球带起来的。据调查，一所大学平均能够带

动五所中学，而一所中学平均又能带动五所小

学。

　　1.2“新排球”理念的原则

　　所有排球都是甘肃省排球的组成部门。即

要求以全省统筹规划，打破人为划分的壁垒。

经费投入、人力、物力投入集约化。最大限度

减少体制造成的资源浪费。

2.“新排球”理念
与传统人才培养理念比较

　　2.1培养模式的创新

　　“新排球”理念模式是一种新的排球人才

培养模式，它要求把人才培养模式组织成为

“小学——中学——大学——职业队——退役

自主择业”的模式。所有的人才培养过程都和

教育系统紧密结合，从而使运动员全面发展。

　　2.2管理方式的创新

　　传统青少年排球人才培养理念采用的是教

练员管理模式，教练员的特长是运动训练，在

运动员的人文教育方面具有一定不足性。“新

排球”理念的培养模式在学校中培养学生运动

员，运动员的全面教育由教育系统负责。教练

员仅仅负责学生的训练工作。

　　2.3发展方向的创新

　　“新排球”理念模式是一种新的运动员培

养模式，运动员首要的任务是接受全日制教

育，其要求运动员首先是学生，实现运动员的

健康和谐发展，也是新时代人才培养的必然趋

势。

3.基于“新排球”理念对甘肃省
青少年排球发展模式的构建

   3.1现在的竞赛制度是体育系统与教育系统

分别组织，分别实施。体育系统采用年龄系列

（U）竞赛制度，参加对象是各级体校、体工队

为主体的运动员。教育系统则采用按照学籍、

年龄相结合的竞赛制度。这两个独立的系统人

为把青少年运动员与学生分离开来。新的思路

是：建立与完善以竞技性为主要特征的U系列

比赛为主轴，以传统校和中学生比赛为第二层

次，以培养兴趣为主的俱乐部、排球训练营、

夏（冬）令营、嘉年华等为基础层次的青少年

排球竞赛制度。

　　3.2每年定期举办三个年龄组的全省青少

年锦标赛，女子分别是U13-14、U15-16、U17-

18，男子分别是U13-15、U16-18、U19-20。保

证每个年龄段每年不少于10场的全省范围内的

正式比赛。

　　3.3每年利用寒暑假在兰州市举办全省青

少年排球后备人才集训，并在参加训练的过程

中，举办相应的青少年排球比赛，保证每队不

少于20场集训比赛。

　　3.4每年在甘肃省举办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甘肃省青少排球邀请赛（挑战赛），以及每三

年举办一次的甘肃省中学生运动会排球项目比

赛。

4.大数据背景下青少年排球运动员训练
管理改革

　　4.1训练指导思想

　　抓住青少年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打好

体能基础，规范技术动作，在训练过程中，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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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技术全面、突出特点、准确熟练、快速善

变、发展高度、加强体能、不断创新”的排球

训练工作指导思想，严格执行《中国青少年排

球训练教学大纲》，根据大纲对不同年龄段的

要求，避免训练手段、方法成人化，拔苗助

长，确保优秀苗子健康成长。

　　4.2训练原则

　　坚持普及与提高协调发展原则。把握排球

普及之源，夯实青少年排球教育基础，扩大排

球运动人口；强固排球优势之本，发挥示范与

辐射作用，进一步创新和完善排球运动普及与

提高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之路。树立“大众排

球”理念，推广气排球、公园排球、软式排

球、家庭排球等多种形式的排球活动，突出和

强化排球运动的大众性、娱乐性、健身性，进

一步扩大“排球人口”，倡导和践行“快乐排

球”理念，全面推进青少年排球后备人才培养

工作。

　　4.3训练方法和训练手段

　　积极学习和借鉴国内其他省份在青少年排

球后备人才培养方面的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

引进其他省份先进的青少年排球训练理念、训

练方法、手段，促进培养方式创新，不断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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