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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9年9月2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此文件深度明确了体育强国的中心思想，

加快了体育强国建设的步伐，是当代体育高效发展的重要契机，是推动我国迈向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组成

部分。三大球发展是体育强国建设实施的根本所在，排球作为三大球之一，取得过优异的成绩，青少年

排球的发展状况不仅关乎着排球竞技人才的培养，同样也能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排球运动中，加速实现体

育强国。青少年排球发展离不开学校、家庭、社会的共同参与，加速推进青少年排球工作，这对于推动

我国成为体育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青少年排球发展是实现体育强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文在体

育强国的视角下审视排球，从家庭、学校、社会三个层面探究青少年排球发展的价值、困境与实施策略，

助力国家推进全民健身和建设体育强国。研究认为，认为青少年排球发展是发展竞技排球的基础；体育

强国建设将为青少年排球开展提供机遇；青少年排球发展是普及排球运动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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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September 2, 2019,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the “Outline for Building a 
Sports Power”. This document deeply clarifies the central idea of building a sports power, accele-
rates the pace of building a sports power, and i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the efficient devel-
opment of contemporary sports. An important part of my country’s transformation into a modern 
and powerful countr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major sports i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on-
struction of a sports power. As one of the three major sports, volleyball has achieved excellent re-
sults. The development of youth volleyball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cultivation of competitive vol-
leyball talents, but also enables more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volleyball sports and accelerate the 
realization of a sports powerhouse. The development of youth volleyball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joint participation of schools, families, and society. Accelerating youth volleyball work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our country to become a sports power. The development of youth vol-
leyball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achieving a sports power. This article examines volleybal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sports power, explores the value, dilemma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of 
youth volleyball development from three levels: Family, school and society, to help the country 
promote national fitness and build a sports power. The study believ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youth volleyball is the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volleyball; the construction of a 
sports power will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youth volleyball; the development 
of youth volleyball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opularize volley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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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014 年 8 月，习近平在视察南京青奥村篮球训练馆时，对队员和教练作出了重要批示，足球、篮

球和排球一定要作为重点去抓，这是体育强国的核心标志所在”[1]。《“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以

下简称《规划》）对排球的发展提出了要求，要拓宽排球人才的培养渠道，全国排球高水平后备人才基

地数量增加到 80 所，青少年排球运动员要达到 2 万人，培育 20 个排球赛事活动品牌[2]。将《规划》同

体育强国建设理念相结合，促进青少年排球的发展。三大球发展是体育强国建设实施的根本所在，排球

作为三大球之一，取得过优异的成绩。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排球的发展状况不仅关乎着排球竞技人才

的培养，同样也能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排球运动中，加速实现体育强国。故本文针对我国当前青少年排球

开展现状及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为我国成为体育强国提供参考。 
本文以青少年排球发展的困境与实施路径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通过中国知

网、百度学术、万方数据，以“体育强国”、“青少年体育”、排球运动”为关键词检索阅读文献 50 余

篇，对现有研究青少年排球进行研究分析归纳、总结青少年排球促进的困境。青少年体育是促进青少年

身心健康发展和提高青少年身体素质的重要途径，青少年的健康发展与国家的未来发展有着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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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体育可以促进终身体育，促进身心健康发展，达到体育育人目标，体育强国建设必须建立在体育

人才培养的基础之上。 

2. 体育强国背景下青少年排球的发展分析 

2.1. 青少年排球发展是发展竞技排球的基础 

青少年排球发展能够增加竞技排球选材宽度与广度，充足的后备人才是竞技排球发展的基础，同时

竞技排球的发展也离不开系统化培养的青少年后备人才。“青少年排球运动员是国家排球运动发展的后

备力量，青少年后备人才的培养直接影响我国排球运动的竞技水平，为了排球运动的可持续发展，人们

应给予充分的重视”[3]。排球作为三大球之一，竞技排球取得过优异的成绩，但是群众基础相对足球与

篮球仍有差距。在我国排球项目发展过程中，青少年排球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也是实现体育强国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排球具有较强的娱乐性，但碍于人数、场地及地域等各方面限制，排球的群众基础相较于

篮球、足球仍处于较少的状态，因此，更应大力开展青少年排球运动，解决排球参与人数以及排球技术

的普及与推广。青少年排球的推广可促使排球运动成为一种终身爱好与习惯。 

2.2. 体育强国建设将为青少年排球开展提供机遇 

2019 年 9 月 2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通知》文件指出，要全面推动排球运动的

普及和提高，挖掘“三大球”项目文化，提高大众的认知度和参与度[4]。青少年排球的开展，即包含了

学校体育，又涵盖了群众体育，是推广排球运动的必经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20 大报告指出，要

大力发展青少年体育工作，加快建设体育强国”[5]。当今我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导下，要加快体育强

国建设，青少年排球发展应顺应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目标，体育强国所包含的全民健身、竞技体育创造

了我国青少年排球前所未有的发展环境。同时排球作为三大球之一，在体育强国中发展三大球及发展青

少年体育的背景下，青少年排球的发展迎来了空前未有的契机。 

2.3. 青少年排球发展是普及排球运动的重要途径 

《规划》中明确了新时期排球运动的发展目标，提出要重视青少年排球运动员的培养，强调从培养

渠道、竞赛、教练员配备等多方面提高青少年排球人才的培养水平[6]。积极探索中国特色“三大球”发

展道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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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青少年排球发展作为群众排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意义，能够促进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

青少年阶段是个人体育发展的关键时期，而青少年排球运动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价值，对于培养青少年的

身体素质、团队合作精神和终身健康意识具有积极的影响。通过参与排球运动，青少年可以锻炼身体，

提高体能水平和运动技能，同时还能培养其团队合作、沟通和领导能力。在排球比赛中，青少年需要与

队友紧密配合，共同制定战术、协力攻防，这不仅能培养他们合作意识，还能让他们学会互相信任和包

容。此外，家庭体育对于青少年体育发展也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家庭成员的参与和支持对于青少年的

体育兴趣的培养至关重要。家长可以以身作则，带领青少年一同参与排球运动，共同享受运动的乐趣。

家庭体育不仅能够提供良好的运动环境和资源，也能够加强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和互动。通过家庭体育

的实施，可以将排球运动融入到日常生活中，使其成为一种长期的生活习惯，对于促进全民健身运动的

开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尽管排球运动具有充分的娱乐性和群众性，但在人数、场地和地域等方面仍然面

临着一定的限制。相比于篮球和足球等运动项目，排球的群众基础相对较小。因此，要进一步推动青少

年排球运动的发展，需要解决人数和场地的不足问题，提供更多的运动场所和设施，同时也要加强对于

排球运动的宣传和推广，提高社会对于排球运动的认识和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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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体育强国背景下青少年排球发展的困境 

3.1. 学校层面 

现阶段我国青少年排球运动可持续发展中，仍然存在排球职业化的改革进程较慢、青少年排球运动

员人数较少及青少年排球运动员的技术水平和文化素质都过低的问题[8]。在青少年选材方面，没有对选

材的科学性、成功性进行深入地研究，缺少科学的选材机制[9]。我国整体青少年基数处于较高状态，如

此基数之下，具备排球运动发展潜力的青少年也随之更多，但青少年对于排球运动的认知不充分，对于

自我潜力的定位缺乏，自我目标定位缺失，同时受到家长及社会的影响，家长对于排球的认同感与青少

年对于排球运动参与成正比[10]。学校教师与家长之间的衔接不够，缺少合作意识，缺少对家长排球文化

的认识，导致家长对排球运动蕴含的精神认识不够，重视度低。体育主管部门和学校领导对排球的不重

视导致排球场地器材的不宽裕是排球发展的又一障碍[11]，学校对排球项目的经费投入力度不够，校园排

球场地器材短缺，设施陈旧、不完善，环境简陋，导致校园排球课程开展较为困难；校园排球活动力度

不够，竞赛组织不够完善，课余活动开展情况不乐观，后备人才缺少，不能引起绝大多数师生共鸣，导

致“以赛代练”开展困难，影响排球文化传播。 

3.2. 社会层面 

在我国各个地区青少年排球的发展中，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或受经济因素制约或受原

本该地区排球发展基础的影响，不同地区的政府对待排球运动发展的重视程度不一，从而制约了不同地

区的排球发展现状[10]。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场地设施和师资力量等有极大区别，导致排球资源区域化

差异明显，排球市场发展不成熟，许多排球专业人才看不到排球的出路从而转行，阻碍了青少年排球的

发展；当下我国的青少年排球发展布局并不均衡，出现了东部、沿海地区发达，西部落后的现象[11]。排

球市场发展不成熟，许多排球专业人才看不到排球的出路从而转行，阻碍了青少年排球的发展；排球培

训市场发展不平衡，排球教练员技术水平与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排球教师缺乏相关资格证书，训练内容

缺乏科学合理性组织管理，导致团队不稳定，排球发展体系混乱，排球运动规范性无法得到保障，教学

体系缺失，对后期宣传招生也有很大影响；地方政府对排球运动的市场宣传与支持力度不足，大型排球

活动和排球赛事开展不足；校外排球场地器材缺乏，个别场地收费高，设施陈旧，导致排球开展困难，

降低排球爱好者的积极性。 

3.3. 家庭方面 

家长过分依赖学校，与学校交流不够，教育职责还不明确，教育观念有待建立，忽视课后排球锻炼

的重要性；家庭排球运动氛围差，导致家庭排球开展困难，青少年对排球失去积极性，参与次数也相继

减少；家长自身体育参与意识差，“重文轻武”、“体育无用论”等观点造成家长对排球运动认识不清

晰，定位不明确，不重视。家长基于升学压力，文化课学习与体育之间的矛盾，家长缺乏对体育锻炼对

孩子身心健康的影响的认识，导致家长对排球运动产生抵触心理。 

4. 我国青少年排球活动开展的实施路径 

4.1. 学校层面 

《纲要》提出构建社会化、网络化的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体系，开展青少年体育技能培训，使青少

年掌握 2 项以上运动技能。丰富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形成一批具有较大影响的社会精品赛事活动；构

建青少年体育社会组织管理和支持体系，促进青少年体育俱乐部、青少年户外体育活动营地等发展[4]。

https://doi.org/10.12677/aps.2023.114147


高娅丽 等 
 

 

DOI: 10.12677/aps.2023.114147 1064 体育科学进展 
 

科学制定选材指标，从身体形态、机能、素质以及专项能力和心理等方面全面考察，同时结合自身经验，

实现科学选材，才能有效提高选材的成功率。统筹排球场地设施建设的整体性科学规划，利用空地建设

适当的排球训练资源，对陈旧设施进行翻新，破损设备及时重建，根据学生实际情况，提供足够的，多

样化的排球训练环境与设施，丰富排球课堂内容；开展排球社团、比赛等活动，拓展学生的学习渠道和

平台。以“女排精神”为切入口，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加强校园排球宣传力度，积极开展青少年排球

竞赛，加强排球赛事体系建设，有效提高校园排球发展；定期召开家长会，家庭教育主题活动，加强学

生家长与教师之间的良性互动，教练要做好家长的思想工作教练要做好家长的思想工作，让家长配合，

与教练一起做好学生排球队的管理工作。教练可以搭建多元化的互动平台，有效地与家长沟通，让家长

了解学生在排球队中的锻炼情况。Online to Offline (O2O）模式的推广运用，建立网络现实双平台，教师

线上发布任务，学生可在课后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并上传视频。同时也能加强排球教师与家长的联系，

实现双合作；研究排球项目的训练规律和制胜规律，总结女排精神的成功经验，从青少年入手，大力发

展优势。完善排球考试机制，以考促学，提高学生重视程度。 

4.2. 社会层面 

《纲要》提出，积极探索中国特色“三大球”发展道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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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青少年体育拔尖人才建设工程，落实教练员培

养规划，实施教练员轮训，提高青少年体育教练员水平。完善职业体育俱乐部法人治理结构，加快俱乐

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4]。为此，政府应加大对经济滞后地区的支持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教

育的投入，培养更对高素质人才，推动地区的发展；完善体校特色运动队、俱乐部运动队、大中小学运

动队及俱乐部建设，进一步发挥体校和社会俱乐部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优势；完善管理模式和培训

体系，规范教练员的专业资格；一是提高教练员训练费标准，并进行考核，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二

是广纳人才，向社会进行公开招聘，能者居之，优先引进有足协教练员资格证的专业教练；三是注重教

练员培训，学校出资让教练员外出培训学习，尤其是鼓励到足协进行专业学习，获得执教资格证；地方

政府借助市（区）运动会、社区运动会、体育文化节等活动，以及群众排球赛事活动推广排球运动项目，

增加大众了解排球运动项目、进行排球锻炼的机会，提升排球运动项目的影响力。建立政府等多部门协

同发展机制；加大政府投入、多渠道吸引社会力量办排球；政府要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到校园足球的

建设中，利用过程评估、市场反馈等手段对校园足球的实施进行监督管理，规范市场环境，如制定社区

指导员等级认证标准、校外培训机构行业规范、足球俱乐部进校园的资格认证等，确保校外校园足球开

展的教学质量，为青少年提供优质的课后服务保障，提高大众的认知度和参与度。 

4.3. 家庭层面 

青少年排球运动开展的好坏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学校、家长、学生这 3 个主体上，特别是青少年学生

是排球教学的主体，他们的认知、学习意识和发展意识及排球兴趣的培养成效至关重要。因此，探索青

少年排球运动可持续性发展战略的第二个重要对策就是在执行层面应建立学校、家长、学生“三位一体”

的排球运动发展架构，加强校园排球运动的开展[12]。家长要以身作则，转变对排球的偏颇观念，做好榜

样，提高自身基本素质，主动积极学习关于家庭教育的知识，与学校积极互动；树立体育强国教育理念，

在教育与发展基础上，以学生为本，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各项排球赛事活动，为我国青少年体育工作和体

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参考；从家庭角度出发为学生创造优良的训练条件以及良好氛围，制定详细的周计划，

月计划，甚至是年计划，家长做好引领工作，带领学生积极参与到排球课后训练，并让他们养成终身学

习的习惯。这有利于青少年参与排球运动活动，从而实现体育强国发展战略目标的目的。 

https://doi.org/10.12677/aps.2023.114147


高娅丽 等 
 

 

DOI: 10.12677/aps.2023.114147 1065 体育科学进展 
 

5. 结语 

青少年排球对我国排球发展及体育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影响。青少年体育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关键

角色，而青少年排球运动员的培养更是决定了我国排球未来的走向。他们肩负着为国家输送优秀排球运

动员的重要任务。因此，注重青少年排球运动不仅满足了我国体育发展力量的储备，也对推动体育强国

建设具有积极影响。对于更全面地促进青少年体育发展和建设体育强国而言，青少年排球运动的重要性

不容忽视。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提出为青少年排球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高度，进一步推动了我国体育事业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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