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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lent training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The talent strategy is an unchallenged topic in the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arena. According to years of coaching experience and current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talent recognition theory, in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this paper 
divides young basketball players dissertation into primary stage and advanced stage, and 
proposes a basketball division-pyramid talent identification mode. The aim is to identify those 
malleable talents from different levels, different orders and different influential factors, to 
summarize more scientific and comprehensive selection of young basketball players, and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s for first-class basketball coaches and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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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才培养是个系统工程，人才战略是国际篮球赛场上不衰的话题。从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结合多年教练

经验和当前国际青少年篮球人才识别理论，将青少年篮球运动员人才识别分为初级阶段选材与高级阶段

选材，提出篮球分段金字塔式人才识别模式。旨在从不同层次、不同顺序、不同影响因素等角度甄别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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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有天赋的可塑之才，总结更加科学全面的青少年篮球运动员的选材构念，为一线的篮球教练员及科研

人员在科学选材方面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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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体育运动被喻为当今国际上最公平的竞争，是共同规则约束下进行的最为公开、透明的综合国力的

较量。在这不见硝烟战火的国际化比赛中，赛场就是战场，体育成绩代表了各国实力、人力、智力、财

力等软实力。在我国构建体育强国的过程中，人才战略始终是核心问题。2016 年我国体育总局中《竞技

体育“十三五”规划》(体竞字[2016]79 号)文件中专门提出了《篮球青少年后备人才培养中长期发展规划》

[1]，为了让中国出现在这个世界第二大运动的篮球国际舞台上，力争好名次，保持在亚洲领先水平，并

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2]。这个目标不仅对篮球运动训练与管理提出了宏伟目标，也对我国青少年

篮球运动员的选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培养世界级优秀篮球运动员，只有人才战略能实现我们的

体育强国战略。 

2. 现代国际上流行的篮球人才识别理论 

2.1. 多学科交叉的人才识别理论 

这里的人才是用其在国际篮球赛场上的业绩来区分其与篮球普通爱好者的不同，被视为专才、天才、

有天赋，甚至是命中注定会赢球的那些价值球员。就像中国传统观念中“三岁看小；8 岁看老”的那种

宿命论。对篮球人才的识别、发现、鉴定可不是“按图索骥”那么程式化、那么简单。现代国际上对人

才识别从生理学、体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维度提出了对青少年参与者从形态、机能、

功能到心理上的监控与判断标准，也因此提出了多学科交叉的人才培养理论。 
因为这个“可塑之才”是要经过长期系统训练锻造成的人才，经得起时间和赛场的考验的人才，这

个人才也是经过刻意训练从普通爱好者发展到精英的一个过程。当他还在孩提时代就被甄别、被发现、

被培养，并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与众不同的“成长者”。 

2.2. 教练眼中的篮球天才 

许多国际教练在评价自己的得力球员时，往往会说：他们都非常聪明；他们很有创意；他们能够接

受建议；他们善于合作；他们能够在压力下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他们能专注于自己的事情；他们有

目标；他们有个性等等。这些评价并不是说某球员技术好就一定能发挥好，而是能发挥好的球员其技术

一定很好。从实际比赛效果而言，巨大的心理承受能力、良好的执行力和较高的自我效能是天才运动员

应有的气质。 
教练这些对篮球天才的评价已从生物、运动技术角度上升到心理、社会层面，这正是代表现代人才

识别理论的走向，多维度；多层次；多学科交叉的预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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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分段式的人才识别模式 

在这些人才识别中，有些是先天因素，有些是后天因素。先天因素只是一个基础，后天培养环境也

是人才成长阶段重要的保障，是必须但非必然的手段。一个天才球员从其参加篮球兴趣班到其成为职业

球员往往需要长达 15 年的专业训练。如何从一个 5、6 岁的孩子身上能看到 15 年后的优秀气质，这是很

难办到的事情。许多有经验的教练员就非常推荐分段金字塔式人才识别模式(见图 1)。这样既不流失人才，

也不浪费教练精力。也就是从 5、6 岁开始启蒙，根据篮球技术的接受程度、身体素质、遗传因素初步判

断人才；在 13~15 岁时从心理素质、意志品质、战术意识、技术特长进一步判断人才；然后就是对 16 岁

以后球员，用比较明确的职业化标准——即“全面球员标准”来判断人才。 
这“三步走”是一个人才培养过程，从比较大众化的基础训练到高精尖的赛事训练，不会一棍子打

死，也不会因不合适而又无可退路。这种分段金字塔式人才识别模式，可谓层层筛选，从发展的角度进

行人才识别，是科学指标和教练模糊预判两种人才识别模式的结合体。 

3. 现代国际上流行的篮球人才识别理论的应用 

“分步走”和“先天与后天影响”因素是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篮球人才识别理论，而这些理论在

我国的篮球选材和专业训练中都有所涉及。目前，我国竞技体育在奥运会上连续强劲推进，实现了全面

突破，从悉尼、雅典到北京奥运会一步一个台阶，但这个第一名的最终取得金牌榜上，重竞技及技巧类

项目是我国的优势项目，而这些项目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都相对较小。相对而言，那些三大球、田径、游

泳等影响较大的项目相对处于弱势状态，可以说这些项目目前都不具备世界一流水准，这是我们大而不

强的竞技体育现状。 
实际上，在我国，篮球拥有着非常好的群众基础，篮球在过去的世界大赛中也曾取得过不俗的好成

绩。造成目前这种局面的是世界各国都重视了自己运动员的选材与训练的科学性，扭转了中国男女篮曾

经霸亚洲的历史。面对来自各国的严峻挑战，无论是西亚、还是东亚，我们篮球人必须深刻分析原因，

正视差距，才能重返江湖地位。目前的篮球成绩差是受多方面因素制约，而首当其冲的是篮球队伍自身

的问题：科学选材体系不完善、后备力量匮乏、新老交替速度慢等。这些软件问题是目前都是制约我国

篮球发展的重要因素，必须吸取国际先进经验进行内部创新才能改变目前落后的局面[3]。 
 

 
Figure 1. The Basketball Division-pyramid Talent Identification Mode 
图 1. 篮球分段金字塔式人才识别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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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人才识别需要有发展眼光的“伯乐” 

但选材不同于人才组合，不能完全依靠外援、“引进来”思维。推动篮球事业持续向前发展，需要

探索出一条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选材新道路、新模式。 
在这个选材道路上，不仅需要像“千里马”一样的运动员，更需要识别优秀运动员的“伯乐”，这

些“伯乐”不仅仅是教练员，重要的还是需要有伯乐式的科研人员在选材研究上倾注力量。因为科学选

材是个系统工程，也是不断受到挑战的领域。 
以前人们大多从先天条件来选材，主要对青少年进行篮球方面的素质能力评估，比如：身体素质能

力、生理生化指标水平等方面。这是一个物理的评估过程，预测运动员的综合评价主要是针对未来身体

发育程度及发展潜力。同时也会重视篮球技战术意识、能力方面的考量。似乎这是很科学的评估方法，

但相对太单一，目前的国际人才识别往往注重多学科应用，而不仅仅是生物学科。这个多学科包括来现

代自然科学的成果，如医学、生理学、人类遗传学、生物化学和生物力学等方面的新成就、新技术，多

用于对青少年身体指标的测试；还有体育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知识，多用于对青少年性

格、精神状态、智力指标的考查。通过第一阶段粗选人才，可以使更多的青少年进入到可选视野；经过

一定时间的各个方面考察后，从中挑选出先天条件比较好、身体素质出色、各项技术均衡、适合从事篮

球项目人才，对其专业训练，能够将那些更适合且更容易成才的青少年，挑选出来从事篮球运动。这样

容易发现和培养优秀体育明星，也为我国体育事业长期兴旺发达提供了根本保证[4]。 

3.2. 起基础作用的“先天条件” 

3.2.1. 身体形态 
篮球运动可谓是“长人的运动”，运动员大多都是高大壮硕，这样投篮、上篮和扣篮有优势，对抗

也有优势。那些可能发展为身材高大、体形壮硕的青少年成为首选。然而，篮球对抗比赛如同战场，需

要各种各样的人才，长人不是唯一条件。球场上有多个位置造就了多种多样优秀球员，有 1.69 米的“小

个子”优秀后卫韦伯，也有 2.26 米巨人中锋姚明，所以身体形态指标是首选但不是唯一条件。在初步选

材的时候，教练员可以根据青少年运动员的特点，通过骨龄来预测运动员未来的身高，以此作为依据初

步来定向培养运动员[5]。 

3.2.2. 身体素质 
身体素质反应的是青少年的身体在中枢神经系统控制下机体所表现出来的工作能力，包括力量大小、

速度快慢、关节活动范围幅度等。通常用耐力、柔韧、力量、速度、灵敏等五大方面来显示身体素质情

况。鉴于篮球运动的特殊性，需要发挥运动员全面的身体素质能力。因此，在选材时，对运动员的各个

身体素质能力要求都不能放松。在选材时这五大身体素质的能力的测定是常规指标。 

3.2.3. 生理机能 
篮球运动之所以需要很高的身体素质，这是由篮球比赛时间决定的。国际篮球比赛分为四节，其中

每节时间长达十分钟，比赛一般将会持续两个小时左右。如果没有良好的体能做保障，赢在最后几分钟

是很难做到的。教练员在对青少年进行选材时，需要考虑到青少年生理机能这方面的因素。一般选取一

些生理生化指标和实际的测试来判断其生理机能水平。 

3.2.4. 遗传因素 
遗传学相关研究表明，前面三个指标从身体形态、身体素质到生理机能等都是可以遗传的。即可归

纳为先天条件部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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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起决定作用的“后天影响” 

3.3.1. 心理及意志品质 
在优选先天条件的基础上，后面比拼的对初选青少年篮球队员的塑造结果。在激烈的国际赛场上，

在各种科学条件辅佐下，当今竞技体育可谓是跨越式发展。标准化的训练模式使得篮球训练软硬条件呈

现越来越接近趋势。人才的竞争不仅仅是初选运动员体能水平和身体素质能力上的差距，更在于现场发

挥时强大的抗压意志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做保障。篮球项目竞争激烈程度往往都是一分的绝杀定胜负的场

面；甚至出现在比赛结束时考量平分加时的情况[7]。所以，实战比赛时，运动员在场上面临的压力很大，

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保证其自身能力得到充分发挥的重要因素。因此，教练员在选材时对青少年篮球运动

员的心理素质能力要给予足够的重视[8]。 

3.3.2. 战术意识及技术特长 
在训练效果方面，青少年篮球运动选材往往从篮球的技术特长和战术意识去考量。比如，根据不同

年龄，设置一些投篮、控球、传接球等基本技术的测试内容；还可以安排半场小比赛来考察这些小运动

员在的场上意识等。通过上述内容来评价青少年的篮球功底及篮球智商。 

4. 小结 

在篮球运动员科学化选材和育才的今天，许多经验可以遵循。参考国际篮球选材标准，青少年篮球

运动员选材可从生理生化指标包括摄氧量、肺活量、血乳酸、血色素等；身体形态指标包括身高、骨龄、

跟腱长、指间距等；身体素质指标包括速度、耐力、柔韧性、力量、灵敏度等科学的指标对运动员进行

测试。这些量化指标可以用来评价运动员的身体机能状况，初步挑选出其中优秀的青少年运动员。然后，

需要通过进行有针对性的篮球专项试训包括球感、场上意识等，再淘汰其中一部分不适合从事篮球项目

的青少年。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篮球选材虽然也十分尊重严格的科学指标，但教练员的经验同样起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因此选材的最后一步就是教练员要结合自己的执教经验对青少年进行最终选择，只有做

到上述所述才能从参与、发展、认同等角度完善我们的选材体系，为我国的篮球事业发展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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