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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河南省优秀运动员参加2013--2015年全国定向越野短距离项目赛事数据为研究内容，对河南省 

定向越野短距离项 目竞技状况进行调查与分析．结果表明：河南省优秀运动员短距离项 目竞技状况整体较差，比赛 

成绩整体与国内同组别运动员相比有一定差距，运动员野外识图能力、山地路线选择、确定前进方向以及山地奔跑 

能力等定向越野专项技术水平较低，整体专业运动水平不高．建议加强运动员专项技术训练；积极参加高级别比赛， 

积累比赛经验；同时积极完善优秀定向越野运动员梯队建设，切实提高河南定向运动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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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83年定 向运动进入中国内地，到 2015年已有 30多年的时间．随着国家对定向运动的推广与普及 

力度的加大，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开展定向运动这一项目，有一部分高校组建了定向运动高水平运动队，开 

始特招定向运动高水平运动员l】 ]．由于定向运动在河南全面推广和普及的时间较晚，2006年河南省才开 

始推广和普及定向运动，从 2007年开始举行河南省青少年第一届定向越野锦标赛，并延续至今已举办 9届． 

在 20世纪 90年代，河南省仅有部分高校开始选派优秀运动员组队参加全国学生定向锦标赛，2007年以后， 
一 部分中学在参加省级定向越野锦标赛的基础上，也积极选拔优秀运动员组队参加全国学生定向越野锦标 

赛和全国定向越野锦标赛．通过对参加 2013_2015年全国学生定向越野锦标赛多名优秀定向运动员训练水 

平和比赛成绩的比较研究，2014年全国定向越野公开赛(河南站)河南省优秀运动员与全国优秀运动员成绩 

比较分析，找出河南省定向越野短距离项目竞技状况与国内高水平之间的差距，找出河南省定向运动发展存 

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对策，为提高河南省定向运动整体水平，更好开展定向运动提供理论指 

导和参考依据 引．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与内容 

以参加 2013—2015年全国学生定向越野锦标赛和 2014年全国定向越野公开赛(河南站)短距离项目比 

赛的河南省优秀定向运动员为研究对象，以以上运动员参加 2013—2015年全国学生定向越野比赛短距离项 

目赛事数据为研究内容，并就 2014年全国定向越野公开赛(河南站)短距离项目比赛河南省优秀运动员与全 

国优秀运动员赛事数据信息做重点分析． 

1．2 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数理统计法 、对比分析法进行研究． 。 

根据研究目的和任务，把收集、整理获得的有效数据，运用数据统计软件对河南省优秀定向运动员和同 

组别优秀运动员参加 2013—2015年全国学生定向越野锦标赛和 2014年全国定向越野公开赛(河南站)短距 

离赛事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和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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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分析 

通过调查统计得出：河南省参加 2013—2015年全国学生定向越野锦标赛的优秀定向运动员分别来自河 

南省 3所中学和 1所高校，其中2013年为 1所中学，2014年为 2所中学，2015年为 2所中学，有 1所中学连 

续参加了3年比赛，高校为同一所学校．其中高校的基本情况比较特殊，是全军重点院校之一，代表的是全 

军，由于学校所在地域为郑州市，其队员所反映出来的竞技状况实际高于河南整体水平，其数据作为参考对 

比分析．该校长期开设有与定向越野有关的课程，在校学生长期坚持大强度、大运动量的训练，运动员有专门 

的老师指导训练，训练时间有保障，多数运动员参加过两次全国赛．几所学校，而 3所中学的基本情况是，学 

校在 2008—2009年才开始开展定向运动，到2015年也仅有 6～7年时间，运动员为高二或高三年级学生，仅 

有个别学生参加过两次全国赛．由于中学的师资有限并受学校性质限制，平时训练以身体素质和专项耐力训 

练为主，其专项技术训练偏少，运动员训练没有很好的保障，平时训练以自主练习为主，每一周或两周周末随 

定向运动俱乐部训练一到两次． 

表 1 2013--2015年全国学生定向越野赛事河南省优秀定向运动员基本情况统计表 

注 ：数据来 自全国学生定 向比赛成绩册 ，F同． 

2．2 2013—2015年全国定向越野锦标赛成绩分析 

全国学生定向锦标赛比赛设置项目为：百米定向、短距离、中距离、接力赛、积分赛以及团队赛．为便于对 

参加全国定向越野比赛国内同级别运动员比赛成绩进行比较研究，根据比赛情况和参赛运动员水平，在此以 

短距离定向单独分析．从 2013—2015年全国学生定向越野锦标赛短距离定向项目成绩分析(见表 2～4)， 

2013年，短距离赛共有 9名队员参加了5个组别的赛事，成绩最好的为高校组的队员，但成绩稍差仅为第 1O 

名，其余的在 13～45名之间，靠后的居多，成绩居于中等偏下的层次．2014年，参加人数达到 17名，高校组 

在成绩上有明显所突破，成绩进步明显，有多人次进入两个项目前八名，并取得一个第 1名；高中组成绩仍然 

不够理想，多人次成绩无效，其有效成绩居于中等偏下的层次．2015年，参加人数再次有所增加，高校组成绩 

稳定发挥，参加男子短距离项目的 3名队员全部获奖，女子组成绩较上届有所退步，仅有 1人获奖，但成绩全 

部有效；从有效成绩看，高中组成绩在 23~28名之间，有效成绩居于中等层次；但综合分析，运动员无效成绩 

比例较高，如短距离赛 12名队员仅有 4名有效，女子 6名队员仅有 1名有效，说明河南高中组别运动员整体 

运动水平仍居于中等偏下的层次．通过以上分析，高校组成绩在不断进步，并趋于稳定在中上等层次；高中组 

成绩整体不够理想，比赛中运动员失误率偏高，成绩有效率偏低，整体运动水平居于中下等层次．同时通过运 

动员参赛情况分析，高校组多数运动员参加过两届次国家级赛事经验，高中组仅有个别运动员参加过上届全 

国学生定向锦标赛，可见参加高级别赛事对运动员运动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表2 2013年全国学生定向越野锦标赛一短距离河南参赛运动员成绩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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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4年全国学生定向越野锦标赛一短距离河南参赛运动员成绩统计 

表4 2015年全国学生定向越野锦标赛一短距离河南参赛运动员成绩统计 

2．3 2014年全国定向越野公开赛成绩分析 

2014年 6月，2014年全国定向越野公开赛(河南站)在郑州成功举行，本站比赛是河南省第一次承接全 

国定向越野赛事，也是 2014年度全国定向越野公开赛第一站比赛，赛事技术要求和规格全部参照全国锦标 

赛要求和规格进行，该赛事对河南定向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共有 8个省市的 305名运动员参加了本 

站赛事，其中包括定向国家队、国青队以及定向越野专业队员在内的70多名精英组选手．其中该高校派出了 

包括 6名研究对象在内的8名运动员代表河南参加了本届赛事，另一所中学的5名运动员参加了公开赛精 

英组别赛事，在此作为参考对比分析． 

2．3．1 河南省优秀运动员成绩分析 

为便于与全国学生定向越野锦标赛成绩比较，仍以短距离定向项目成绩分析，从表 5统计分析得出，作 

为河南省本土选手，在 2014年全国定向越野公开赛(河南站)上最好成绩为高校 M21组的第 6名．从 2014 

年全国定向越野公开赛(河南站)成绩册统计分析得出，M21组别共计 42名运动员参赛，W21组别共计 29 

名运动员参赛，M18E组别共计 16名运动员参赛，从河南参赛的选手所取得成绩和名次上看，高校组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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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偏上水平，高中组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表 5 2014年全国定 向越 野公 开赛 (河南站)一短距离成绩统计 

2．3．2 河南省优秀运动员与全国优秀运动员成绩比较分析’ 

作为河南省本土选手，具有的地利优势非常明显，对比赛场地比较熟悉，尤其是短距离项目赛场，该场地 

承接过河南省多场省级定向越野赛事．但就是带着这样的优势，作为河南省本土最优秀的运动员代表在与国 

内同类队员的较量中，与国内优秀定向越野运动员相比，其体现出的定向越野专项技术差距是非常明显的． 

以高校组短距离定向赛综合信息统计(见表 6)，进一步分析河南省优秀运动员与全国优秀运动员技术差异， 

分析河南省优秀定向运动员在专项技术上的差距，分析河南省定向越野短距离项目竞技状况整体发展水平 

和发展的方向． 

表 6 2014年全国定向越野公开赛(河南站)短距离定向赛综合信息统计 

注：数据来自全国定向公开赛赛事信息、比赛成绩册；总检查点个数：42个；比例尺：1：4000；等高距：2 m． 

根据赛事信息和比赛地图统计，本次短距离定向赛的比赛场地为高校校园，场地通过性、奔跑性较好，起 

伏落差在 1 m以内，以建筑物、花园为主，比赛地图比例尺为1：4000，等高距：2 m；全点图总检查点个数为42 

个，个别检查点之问的距离较近；有必经路线，路线整体难度系数不高，路线距离和难度随年龄组别递增而增 

加．对运动员的要求是精力保持高度集中，以最短的时间完成比赛；要求运动员具有在复杂环境中认知地图 

的能力，具有快速奔跑中正确把控方向的能力，具有在高速奔跑中合理选择线路、快速准确找点的能力 ]． 

M21组前 3名成绩分别为 19 min 594 S、2 rain 144 s、2 min 54 S，河南选手董某成绩为 21 min 4．3 S，在成绩 

上差距显著，与第 1名相差 1 min 4．9 S，与第 3名相差 103 S．W21组前 3名成绩分别为 17 min 39．9 s、2 

min 287 S、2 min 504 S，河南选手朱某成绩为 22 min 114 s，与第 1名相差4 min 315 S，与第 3名相差 1 min 

21 s，成绩差距较大． 

根据河南省优秀运动员与全国优秀运动员同场比赛录像直观对比分析，河南省优秀运动员存在以下几 

方面劣势：一是标定地图用时较长，全国优秀运动员拿图出发后是边跑边看，几秒钟时间完成了从标定地图 

到确定目标点前进方向的任务，并快速奔向目标点；这一任务河南省优秀运动员是跑几步后又停下来完成的 

或是在走动中完成的，用时接近 10 S．二是奔向目标点过程不够快速，存在犹豫，不敢加速，跑动速度明显偏 

慢，其主要原因是跑动中减速看图，害怕跑过点．三是找点不够准确，到了目标点而不能打点，因为不是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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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的点．四是运动中读图识图能力较差，不能做到跑动中看图，多数是停下原地看图．五是路线选择不够合 

理，赛后分析所跑路线不是最佳路线，多绕路的情况偏多． 

分析和总结 2014年全国定向越野公开赛(河南站)比赛，带给河南省定向的收获也很大，尤其是包括定 

向国家队、国青队队员在内的7O多名精英组选手参赛．第一次让河南省定向越野运动员、教练员们见识了专 

业运动员的水平，了解和学习到了专业队员的赛前训练、活动以及教练指挥等方面的情况，看到了比赛中与 

专业运动员明显的专项技术差距，看清了河南省定向越野短距离项目实际竞技状况，明确了河南定向运动发 

展和努力的方向．同时也激起了河南定向教练员们的斗志和工作激情，以本研究对象高校组队员为例，为准 

备 2014年全国学生定向锦标赛，教练根据本次全国公开赛比赛情况安排了为期一个多月的集训，并制定了 

长期训练计划，针对野外识图能力、运动中识图、快速选择路线、准确确定前进方向以及野外奔跑能力等定向 

越野专项技术性进行了强化训练口 ]，也就有了该高校运动员在 2014、2015年全国学生定向锦标赛上的明 

显突破． 

2．4 河南省优秀定向运动员培养体 系分析 

根据河南省学生招生政策，小学和初中属于划片招生，高中和大学属于选拔招生，除传统项目学校外，运 

动员的选拔多集中在高中和大学．通过调查统计得出：受项目的推广和普及的限制，定向运动仅在郑州地区 

和部分高校得以推广，在河南省仅有一所高校招生高水平定向运动员，仅有郑州市的 3～5所高中特招定向 

运动员，而这几所高中学校中有 3所是传统无线电测绘测向特色学校转向定向运动，两所是近几年开始开展 

定向运动的学校．受困师资和多种因素影响，近 3年一直保持招生的高中仅有 3所，每年招生总人数在 10人 

左右，而所招生的运动员全部挂靠于各定向运动俱乐部，平时训练由俱乐部负责． 

从河南省定向运动赛事信息统计情况看，从 2007年至 2015年，河南省先后举行了 9届定向越野锦标 

赛，举行了 5届定向越野冠军赛，举行了7届 12站校园定向越野联赛．从参赛运动员统计看，锦标赛每届比 

赛参赛人数在 500~800人；冠军赛每届比赛实际参赛人数在 300～500人；校园联赛由于比赛比较频繁，每 

站比赛人数起伏较大，比赛实际参赛人数在 200～600人_g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每年有近千人 

次的运动员参加了河南省所举行的各类定向越野比赛，而在这些参加比赛的成员中，绝大多数是来自郑州市 

的中小学校．而这些优秀的小学生选手毕业后没有进入到可以继续培养的中学，而是就近划片进入学了；由 

于受学习成绩或招生政策的限制，大部分优秀的中学生选手则没有进入相应的高中；而这些少量的优秀高中 

选手毕业时大多数选择了外省的高校，运动员的培养体系出现了断层．由此可见，河南省不缺的是定向运动 

青少年后备人才，所缺的是招生的体制和运动员的培养体系．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 论 

通过对参加全国学生定向锦标赛和公开赛国内同级别运动员比赛技术数据和技术环节进行比较和分 

析，河南省定向越野短距离项目实际竞技状况是：河南省优秀定 向运动员比赛成绩整体与国内同组别运动员 

相比差距较大，在定向越野专项技术、技能上存在较大差距，造成这一巨大差距的主要原因如下． 

1)运动员野外识图能力、山地路线选择、确定前进方向以及山地奔跑能力等定向越野专项技术水平较 

低． 

2)河南定向运动员平时训练以体能为主，体能好技能差，训练方法缺乏创新，缺乏专项和针对性的长期 

训练，整体训练水平低，整体专业综合运动水平不高． 

3)河南定向运动员参加国内高水平赛事少，比赛能力差，比赛经验少． 

4)河南省省级赛事技术要求和规格较低，没有严格按照《中国徒步定向运动竞赛规则(2010)》要求进 

行，比赛的地图制作和地形选择相对简单，比赛场地重复使用，路线设置相对单一，对提高运动员比赛能力有 

限． 

5)河南省优秀定向运动员培养体系不够合理，运动员的培养体系出现断层现象．河南省特招高水平定 

向运动员的高校和中学偏少，每年招生人数有限，优秀定向运动员后备人才上升空间狭窄，大量的优秀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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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苗子流失；同时，优秀的定向运动师资队伍的缺失也是制约河南省定向运动发展的瓶颈． 

3．2 建 议 

1)结合实际，相关学校积极与社会上的定向运动俱乐部相结合，学校引入俱乐部，以“校俱”结合的模 

式，积极开展高水平定向运动队员的招生和训练． 

2)以基础体能训练为基础，注重基础技术的掌握，加大专项技术训练，对各个专项技术环节进行针对性 

训练，注重训练实效，切实提高运动员训练水平． 

3)要积极组织参加各类定向越野比赛，积累参赛经验，尤其是国家级大赛经验，并积极做好赛后信息沟 

通和交流，尽快提高运动员运动水平和比赛能力． 

4)加强河南省本土优秀的制图员、路线设计人员培训，建立一支高水平的裁判员队伍．同时，结合规则 

要求，加大比赛的路线设置难度，选择符合要求的比赛场地． 

5)建立河南省优秀定向运动员培养体系，积极加强河南省定向运动青少年后备人才建设，积极改进优 

秀定向运动员的招生体制和运动员的培养体系，加强优秀的定向运动师资和教练员的培养，积极鼓励和引导 

定向运动老师和教练员外出学习和进修，尽快提升其专业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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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Competitive Situation of Short 

Distance Sport of Orienteering in Henan Province 

REN W eihua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Henan Institute of Education，Zhengzhou 450046，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statistics of the National Short Distance Sport of Orienteering in 2013—2015，this paper mainly 

investigates and analyzes the competitive situation of the elite athletes in Henan．It is shown that the overall situation is rela— 

tively poor．Compared with the athletes of the same level in other provinces，those in Henan are left behind in specific tech— 

niques in orienteering，such as field map reading，mountain route selection，direction determination and mountain running．The 

professional sports level is not high．In order to improve the overall situation in Henan，this paper gives several suggestions： 

strengthening special technical training，participating in high-level matches，and improving actively the echelon construction of 

elite athletes in orienteering． 

Keywords：orienteering；short distance；competitive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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