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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竞技体育的发展保持了高度重视，将其作为国家精神文化建设的重要构成，在很长一段

时间里各地的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主要由政府及地方体育局设立并运营，主要目的是为了挖掘和培养优秀

的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我国的竞技运动项目由此实现了高速发展。但近年来传统机制培养下的运动员在

退役后因文化水平偏低而就业困难的现象频频爆出，学与训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体教结合”理论提出

后历经三十余年的实践探索，但部分地区体教结合模式发展依然未能落于实处。近年来我国正在推动“健

康中国”与“全面建设”运动落实，青少年体育培训逐渐成为体育服务业的重要构成，青少年体育培训机

构的发展直接关系到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及青少年体育事业的兴衰成败，此次研究从“体教融合”视域入

手，探究并分析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的运营模式，为运营模式的优化创新提供参考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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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sport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spiritual and cultur-
al construction. For a long time, the training institutions of the youth sports around the country 
were mainly set up and operat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local sports bureaus, with the main pur-
pose of excavating and cultivating excellent reserve talents of youth sports, China’s competitive 
sports thus achieved rapid development.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the phenomenon of employ-
ment difficulties of athletes trained by traditional mechanism after retirement due to their low 
level of education has emerged frequently,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learning and training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fter more than 30 years of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after 
the theory of “combin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was put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 of combin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in some areas has still not been put into practice. In 
recent years, China is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healthy China” and “all-round con-
struction” movement. Youth sports’ training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sports service industry. The development of youth sports training institutions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mass sports, competitive sports and youth sports. This study st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integration”,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operation mode 
of youth sports training institutions, and provide reference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optimization 
and innovation of operation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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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际奥委会前主席萨马兰奇明确了体育与教育融合的价值，美国、英国等国在体育事业发展进程中

对体育与教育的结合保持了高度重视，很多优秀运动员在非体育专业领域都呈现出极强的能力[1]。当前

我国竞技运动培训体系面临着严峻挑战，优秀人才匮乏与运动员文化学习不足之间的矛盾依然显著，“体

教融合”能够有效发挥运动训练的教育性、竞技性及健身性。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运营模式的构建有助

于推动“体教融合”理念的全面落实，引导青少年深入参与体育运动与文化学习，实现培养对象的全面

性与培养目标的长远性[2]。 

2.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大量优秀人才参与其中，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全面加强体育强国建设，这也使得中国体育事业面临着最好的发展局面和最迫切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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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需求[3]。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是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构成，同时也是专业体校教育及普通学校教育的

有机补充，我国青少年培训机构在“体教融合”视域下要积极发挥自身优势，深度挖掘人才储备潜力，

有效吸引更多青少年参与到体育锻炼之中，使得他们能够共同参到共筑体育强国中国梦的实践之中[4]。
此次研究选择北京市某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作为研究对象，从“体教融合”视域探究该培训机构的运营

模式，从管理、产品、服务质量、学训情况入手展开分析。 

2.2. 研究方法 

1) 问卷调查法。明确此次研究目标，设计调查问卷，对培训机构管理人员、教练及青少年学员展开

问卷调查，重点关注培训机构的运营现状，包括管理、培训、营销等等方面。 
2) 交流访谈法。通过对该培训机构创始人、各个部门主管、青少年学员、学生家长的访谈了解受访

对象对体育培训机构运营模式的意见与建议，收集并整理分析。 
3) 实地考察法。深度走访体育培训机构，在各个岗位参观学习并实习实践，将理论研究成果运用于

实际，将实地考察的收获整合起来，为运营模式的优化改进提供第一手资料。 

3. 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的运营模式分析 

3.1. 行政组织架构及发展理念 

体育架构的建立对于培训机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缺乏组织的企业会陷入经营的失败，而高效

的组织架构能够将企业的资源与能量最大程度发挥出来。某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的运营架构可以分为七

大板块，具体结构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Organiz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a juvenile sports training institution 
图 1. 某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的组织建构 
 

通过图 1 能够发现该培训机构对人才培养、用户发展及产品开发保持了高度关注，机构建立起系统

化的管理体系，这有助于更好地适应市场发展需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赢得发展空间。企业在发展过

程中要准确适应时代发展，做出高效而准确地决策。在交流访问中发现，该培训机构对青少年体育市场

的发展具有清醒认识，但是却未能形成“体教融合”发展理念，在教育培训及企业管理过程中将重点集

中于体育培训领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培训机构发展目标的确立及组织架构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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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教育培训人才情况分析 

培训机构之间的竞争也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是企业最核心的资源，这在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中更为

显著。青少年学员及学生家长对教练的专业性具有较高要求，“体教融合”要求体育教练不仅仅要具有

丰富的专业知识与实践经验，同时还有能够掌握科学的训练方法及先进的教育理念，在教学及训练中将

体育与文化更好地融合起来，为学生的全面健康成长提供广阔空间。通过调查发现，该培训机构共有篮

球、网球、乒乓球、羽毛球、足球、健美操等等专业项目教练共计 249 名，年龄集中在 25 岁至 45 岁之

间，学历及专业水平情况统计如图 2、图 3 所示： 
 

 
Figure 2. Qualifications of coaches 
图 2. 教练员学历情况 
 

 
Figure 3. Professional level of coaches 
图 3. 教练员专业水平情况 
 

通过图 2 和图 3 能够发现，该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的教练员以大专以下学历和三级教练为主，其次

为大专学历和二级教练，而高学历和高水平教练则寥寥无几。这一方面是因为高水平专业体育教练严重

短缺，他们往往在专业体育队伍或体育院校及公立机构任教，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对

于人才引进和人才培养缺少足够的重视与关注，教练员配比及总体水平无法满足“体教融合”发展需求，

而在与学员及学员家长的进一步沟通交流中更加准确地反映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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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教练员及员工培训情况 

人才能够推动体育培训机构的可持续发展，为企业创造出更加价值与利润，员工技能与综合素质的

高低关系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该体育培训机构将培训与开发纳入管理体系之中。但在实地调查访问中

发现，企业将关注重点集中于员工的销售技能、岗位职责、绩效考核等等方面，新入职员工只需接受总

长度约为 20 小时的岗前培训，员工很难透彻理解和认识企业文化及青少年体育培训的重点。在调查过程

中笔者向员工们发放了调查问卷，调查结果统计如表 1 所示： 
 
Table 1. Staff training statistics 
表 1. 员工培训情况统计 

培训频率 每周一次 半个月一次 每个月一次 少于两月一次 

占比 12.5% 17.5% 22.5% 47.5% 

培训时长 每月五小时以下 每月五至十小时 每月十小时以上  

占比 45% 39.5% 15.5%  

 
通过调查能够发现，当前近半数的青少年培训机构员工接受培训的频率少于两月一次，而每周参与

培训的员工数量仅为 12.5%；培训时长普遍在十小时以下，员工对于新理念与新知识的了解非常有限。

在实际调查中也发现，该机构员工的离职率偏高，公司不得不持续招聘新员工入职，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另外围绕员工是否了解“体教融合”理念展开的调查结果如图 4 所示： 
 

 
Figure 4. Cognition of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among the staff of juvenile sports training institutions 
图 4. 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员工对“体教融合”认知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员工听说过“体教融合”概念，少部分员工尝试运用于实际，但也有部分员

工从未听说过或了解但未能运用于实际。而在与培训机构高层领导及中层领导交流过程中也能够发现，

虽然很多管理者对“体教融合”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但却认为这与体育培训机构发展存在差异，他们认

为青少年培训机构的关注重点应该是体育专业教育领域，文化教育与培训机构并没有密切关联，这也严

重影响到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积极践行“体教融合”。 

3.4. 市场营销及推广情况 

销售对于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正常运营与获利都需要通过持之以恒的销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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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市场推广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的知名度，使得更多消费者对培训机构保持高度关注。近年来随着素质

教育理念的深入人心，青少年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体育运动之中，学生家长也更加乐于支持孩子参与课外

体育培训。一方面学员及家长关注教育质量与知名度，另一方面则希望课外体育培训能够与学校教育工

作更加紧密的整合起来，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有力支持。该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的市场推广主要方式

来看，受访者对于常用渠道及重要性判断结果如图 5 所示： 
 

 
Figure 5. Marketing practices of youth sports training institutions 
图 5. 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的市场营销方式 

 

通过表 1 能够发现，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最常使用的营销方式为员工市场营销、家长介绍及电话营

销，受访者普遍认为员工市场营销及家长介绍最为重要，大型活动组织则相对较少。面对面的交流能够

让潜在客户对于体育培训机构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教学频率及价格等等方面产生更加直观的了解，

有助于提升客户的信任度，员工市场营销相较于电话营销而言效果更为显著。在籍学员家长的介绍往往

能够让其它家长产生共鸣，只有家长感到培训机构提供的教育服务是物有所值才能够积极宣传和推广，

其营销力要远超出普通销售人员的介绍。 

3.5. 学员的训练及比赛情况 

学员参与训练时间的长短会直接影响到训练效果，很多专业运动会保持长时间的高强度训练，这帮

助他们更好地激发潜力，在竞赛中获得更好的成绩。传统专业体校每周集中训练时间在 20 小时以上，青

少年体育培训机构的学生主要以培养特长、开发潜能和兴趣参与为主，笔者围绕对培训机构学生每周参

与训练时长进行了统计： 
 
Table 2. Statistics on the training hours of teenagers in sports training institutions 
表 2. 体育培训机构的青少年训练时长情况统计 

 10 小时以下 10 小时至 15 小时 15 小时至 20 小时 20 小时以上 

占比 24.5% 45.5% 15.5%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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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查结果表 2 统计能够发现，青少年学生每周训练时长普遍集中于 10 小时以下及 10 小时至

15 小时，分别达到了 24.5%和 25.5%，而在 15 小时以上的青少年主要为从事专业体育项目的青少年，

他们不仅仅在培训机构参与训练，同时也会在校园内参与训练，并独立进行巩固性训练。过长的训练

时间虽然能够帮助学生们在短时间内强化训练效果并提升成绩，但是就长远来看则容易因为过度训练

而带来不良后果，特别是影响到学员的文化学习。通过对培训机构教练的调查与访问发现，教练员普

遍认为学生们的训练时间是非常充足的，非体育专业学生每周的总训练时间只要保持在 10 小时左右

即可。 
体育赛事的参与对于青少年体育素养及综合素质发展具有非常显著的作用，学员在参与比赛的过程

中既能够强化技术与心理素质，又能够激发起拼搏意识和进取精神，另外体育赛事对运动员的战术意识、

团队协作能力、文化素养等等都具有较高要求，体育赛事的参与对于“体教融合”的推进也具有非常积

极的作用。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在运营中需要为学员提供更多参与比赛的机会，检验学员的训练成果并

提升其综合素质，促使“体教融合”的实现。笔者对学员展开了调查访问，青少年对赛事培训及赛事规

模的认可度情况如图 6 所示： 
 

 
Figure 6. Statistics on the youth’s recognition of the training and the scale of the competition 
图 6. 青少年对赛事培训及赛事规模的认可度情况统计 
 

通过表 2 的统计分析能够发现，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认为培训机构的比赛较少，无法满足需求。笔

者在实际访问及实践过程中发现，该培训机构的赛事主要以内部组织赛事为主，青少年学员较少有机会

参与大规模赛事，很多优秀学员甚至因此而离开了培训机构。赛事主办及其它赛事的有效参与应该成为

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运营管理过程中关注的重点，这对于教育培训效果的全面优化具有非常显著而积极

的作用。 

3.6. 机构及学员对学习与训练的认知 

机构及学员对学习与训练关系的认知会直接影响到学员在训练及学习中表现出的态度，通过前文的

调查能够发现该培训机构管理者及教练员对于学生的文化课学习缺乏关注与重视，未能将体育培训活动

与文化教育有效联系起来。甚至有部分教练员对专业训练保持了高度关注，默许甚至鼓励学生未来体育

训练而放弃文化课学习，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学生们对文化课的重视，直接影响到学生们的学习成

绩。笔者对学员展开调查，了解学员对学习与训练关系的认知，具体统计情况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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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he influence of training on cultural learning in sports training institutions 
表 3. 体育培训机构的青少年学员认为训练对文化学习的影响 

 有明显负面影响 有一定不利影响 没有影响 有利于文化学习 

占比 23.5% 18.5% 42.5% 25.5% 

 
根据调查结果来看，25.5%的学生认为训练对文化学习具有非常积极的影响，这些学生很好地将体育

训练与文化学习整合起来；42.5%的学生认为训练对文化学习没有影响，其余学生认为体育训练对文化学

习有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从调查、访问及实践结果来看，青少年体育培训结构在日常运营中未能有效

协调体育训练与文化课学习的关系，培训机构特别是教练员有必要通过科学的引导促使学员深度融入文

化课程学习，将训练与学习更好地结合起来。 

4. “体教融合”视域下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的运营模式优化策略 

4.1. 转变发展运营观念，积极推进“体教融合”落实 

“体教融合”理念经过长期的研究与实践逐步形成了系统化的教育体系，在新时期高素质复合型人

才培养中能够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不仅仅要为学员营造出良好的锻炼氛围与训练

环境，更需要为学员的全面健康成长提供有效支持，发挥育人育才的功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占据主

要地位[5]。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个目标，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的管理者、经营者必须要对“体教融合”保

持清醒认知并深入理解，积极推动“体教结合”在日常管理与教学训练中的运用。这既顺应了体育教育

发展潮流及教育发展方向，同时也准确契合了学生家长及学员的学习训练需求，有助于满足更多青少年

的培训训练目标。在“体教融合”理念落实与推进过程中，体育培训机构要对所有管理者与教练员展开

教育培训，确保员工能够在日常工作中践行“体教融合”理念，同时引导学员转变自己的观念，逐步消

除运动成绩高于一切的错误认知，为自己的未来发展做好全面规划，享受体育带来的快乐并不断的自我

积累与提升。 

4.2. 调整机构管理机制，塑造“体教融合”发展模式 

通过体育培训机构的组织架构分析能够发现目前该培训机构的总体架构较为复杂，公司分为多个区

域并任用了大量老员工为领导，管理与约束机制明显缺失，这既导致全新理念的落实较为缓慢。“体教

融合”需要充分发挥体育训练的功能，在教育、训练、娱乐、竞技等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学校是教

育及训练的主体，而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则是“体教融合”的有机补充。体育培训机构要逐步改变原有

管理机制，精简机构并明确各个部门的具体职能，逐步建立起完善的学训机制，在学校教育与体育训练

之间寻找平衡点，利用绩效考核制度激活管理人员及教练员的积极性，为我国体育事业培养优秀人才的

同时也为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培养提供体育教育支持。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在落实“体教融合”发展模式

的构成中要坚持“以人为本”思想，充分考虑到青少年学员及家长的现实需求，同时考虑到教练员和管

理人员的需求，从顶层设计管理机制，制定长远的发展目标，逐步拓宽市场并优化管理[6]。 

4.3. 吸收优质教练人才，持续推进人才培养培训 

在调查访问过程中发现，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的教练员文化素质与专业素养并不高，大部分教练毕业

于大专及以下院校，三级教练和二级教练数量较少，教练员的素质会直接影响到体育培训活动的有效开展。

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教练对“体教结合”缺少重视与关注，他们在日常教学与训练之中自然很少向学员强

调文化学习的重要性，教练的言传身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青少年的认知与行为[7]。因此青少年培训机构

要对人力资源运营调整保持高度重视，积极吸收高素质人才进入体育培训机构，主动向他们介绍培训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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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理念与远景规划，同时根据人才能力提高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待遇，确保体育培训机构对优秀教练

员产生更强的吸引力。而在教练员入职培训机构之后，体育培训机构要为教练员提供专业化的入职培训，

围绕“体教融合”展开专题教育，增强教练员对文化教育的重视。体育培训机构每个月要定期组织培训活

动，同时根据各个专业的实际情况为教练员提供外出学习机会，保证培训机构的核心竞争力。 

4.4. 推进全新销售模式，提供文化体育教育服务 

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健康的运营模式作为推动，而销售方式与销售渠道又是运营

模式的核心与重点，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要积极推动线上与线下销售的融合，通过多种多样方式走近学

生及家长，有效加强培训机构与学校的联系，在学校组织公益培训讲座并为学校提供教育资源，同时在

体育教育及活动组织等等方面展开系统性合作[8]。全新销售模式的运用既能够为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提

供更加广阔的市场，近距离接触用户并满足其多样化需求，同时又能够在学校与体育培训机构之间搭建

起密切合作的桥梁，共同推进“体教融合”的有效落实。体育培训机构在开展专业体育培训的同时可以

逐步实现多元化经营，积极尝试引入英语、语文、数学等等文化教育项目，将文化教育与体育培训结合

起来，针对培训机构学员的实际情况展开针对性教育和培训。文化体育教育服务的协同供应能够保证学

生们获得全面提升，提升服务效率与服务质量。体育培训机构可以提供课前预告、学业评价及课后服务

等等服务，这能够为学员提供更加全面的服务，引导学员的健康成长。 

5. 总结 

“体教融合”对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及高素质人才塑造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在

全新的市场环境下要发挥自身积极作用，精准寻找市场定位，持续提升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的核心竞争

力。在运营模式优化过程中要积极贯彻“体教融合”理念，加大人才引进与培训力度，注重高水平教练

员的引入，同时在管理模式、销售模式、服务模式方面创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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