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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界定优势项目概念基础上，运用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等，构建河南省田径优势项目评价指标体系， 

对我省男子田径各项 目做出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我省男子田径优势项 目是铅球、800 m、5 000 m、铁饼、1 500 m、 

i00 m、马拉松、IO 000 m、400 m和三级跳远 ；2)我省男子田径优势项 目存在的问题是铅球项 目梯队建设不完善、后 

备选手实力不强；中长跑类项 目始终没有形成集团优势，且成绩有下滑趋势；短跑类和三级跳远项 目成绩不稳定 ，整 

体实力还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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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一、十二届全运会上，河南男子田径分别获得 1金、2银和 1金、1铜的优异成绩，翻开了我省男子 

田径崭新的一页．为落实河南省建设体育强省、进一步优化竞技体育项目结构和布局的总体要求，对河南省 

男子田径各项 目做了综合评价，明确了优势项目的发展方向，对我省男子田径保持优势，实现持续、稳定的科 

学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 研 究对 象 

以河南省田径教练员队伍、男子田径运动员队伍以及 2009—2013年河南省男子田径主要成绩为研究 

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查阅有关地理学、人种学、运动遗传学、运动训练学、统计学、评价学等方面著作；通过 

中国知网研读有关“优势项目界定”、“运动员和教练员队伍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等方面的文献．此外， 

查阅近几年《中国体育年鉴》和《田径》期刊，收集整理有关田径比赛成绩． 

1．2．2 问卷调查法 根据研究内容和 目的，设计实地调查问卷和专家评价问卷 ，对河南省 田径教练员 、运动 

员 、后备力量及各项 目发展前景等情况进行调查． 

1．2．3 德尔菲法 为构建我省田径优势项目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德尔菲法对省内田径研究领域的 l8位专 

家进行 3轮问卷调查，对评价体系进行指标的筛选、综合和补充． 

1．2．4 层次分析法 为确定我省田径优势项 目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权重，在评价指标体系确定后，从 

18位专家中邀请 8位权威专家构造层次分析判断矩阵，最后以判断矩阵权重分量的均值作为各评价指标的 

权重． 

1．2．5 数理统计法 分别计算 2009—2013年国内男子各项目前八名平均成绩和我省各项 目最好成绩的定 

基增长系数 ，对 比分析我省和国内男子 田径各项 目的发展态势． 

(2)对比分析近 5年我省男子田径各项 目最好成绩与国内前八名平均成绩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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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综合评价法 在从自然地理与人力资源条件、教练员队伍现状、男子运动员队伍现状、近 5年男子田 

径主要战绩、近 5年成绩对比和专家评价等 6个方面对我省男子田径各项 目做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按加权综 

合评价法将这 6个方面的分析信息综合起来，对我省男子田径优势项 目做出综合评价． 

2 结果与分析 

2．1 对优势项 目概念的界定 

优势项目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体育实力的重要体现．目前，学术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很多，但对其概 

念的界定没有统一的共识，且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对于概念的认识逐渐具体化和扩大化．本研究在分析谢亚 

龙、刘鹏等专家学者相关研究成果L1 ]的基础上，参考运动训练学等学科原理，认为优势项目是指，在一个特 

定的地区或国家范围内，与其他项目相比，在 自然地理条件、人力资源条件、教练员水平、运动成绩、后备力 

量、发展趋势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整体优势，并在后续的比赛中能够获得优异成绩的竞技体育项目． 

2．2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2．2．1 评价指标的初选 在优势项 目概念界定 的基础上 ，根据运动训练学等理论基础，运用文献资料法 ，对 

比分析国内体育以及其他领域有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借鉴其有益经验，对河南省田径优势项目评价 

指标进行初选，形成了包括 7个一级指标和 16个二级指标组成的评价指标范围，用于专家咨询． 

2．2．2 评价预测指标的确定 根据田径运动发展客观规律和对各项目评价的实际需要，考虑到可以得到的 

数据资料，兼顾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示范性，经过三轮、18位专家的调查咨询，对相关指标进一步遴选， 

构建了 3个层次、6项一级指标和 1O项二级指标的河南省田径优势项目评价指标体系(表 1)． 

表 1 河南省 田径优势项 目评价指标体 系及权重 

目标层A 准则层 B(一级指标层) 子准则层c(二级指标层) 权重 

我 
省 
田 

径 

廷  

动 
各 
项 
目 
综 
A  
口  

得 
分 

B1我省自然地理及人力资源条件(O．05) 

B2我省田径教练员队伍现状(o．2) 

B 我省田径运动员队伍现状(O．14) 

B4我省 田径主要战绩(0．22) 

c ：省队各项目教练员的人数分布情况 

C2：省队各项 目教练员职称等级情况 

C。：二、三线队伍各项目教练员的人数分布情况 

：二、三线队伍各项 目教练员职称等级情况 

Cs：省队各项目运动员人数分布情况 

cs：二、三线队伍各项 目运动员人数分布情况 

C ：省队运动员参加比赛表现 

Cs：省田径优秀后备选手参加比赛表现 

：对比分析我省与国内各田径项 目的整体发展态势 

Bs我省田径成绩与全国成绩对比(o·31) C 。：比较分析我省优秀运动员与国内优秀运动员成绩的均值 

o．o5 

o．04 

o．12 

o．ol 

o．03 

o．1o 

o．04 

o．09 

o．13 

o．15 

O．16 

B6专家评价 (0．08) 一 o．08 

2．2．3 基于层次分析法计算指标权重 层次分析法用于评价指标赋权的具体步骤是：1)对指标进行两两比 

较，构造判断矩阵；2)计算各指标权数；3)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4)综合各层次的权数，求各指标最终 

权数 ；5)总的一致性检验 ]． 

依据上述方法 、步骤 ，对我省 田径领域 8位专家进行问卷咨询，将 8位专家判断矩阵的数据进行处理 ，计 

算出各层次分析模型中对应指标相对权重，经计算 6位专家的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为了更合理、科学 

地评价我省田径 优势项 目，取其 均值作 为各 评价 指标 的绝 对权 重，即 B 一0．05，B。(C ，C ，C。，C )一 

0．2(0．04、0．12、0．01、0．03)，B3(C5，C6)一0．14(0．1、0．04)，B4(C7，C8)一 0．22(0．09、0．13)，B5(C9，C1 o)一 

0．31(0．15、0．16)，B 一0．08． 

2．3 河南省男子田径优势项 目的综合评价 

2．3．1 自然地理及人力资源条件分析 人种与环境之间遵循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学规律．在人 

类种系发展过程中，内在遗传与外在生态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相互适应、相互制约，田径人才的地域分布规律 

同样没有超乎人类种族、环境和气候等一系列自然界的发展规律 ]．本研究在以地理学、人种学和运动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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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论为指导的基础上，参照田麦久、朱章玲等关于《我国田径运动后备力量现状和项目布局与对策研究》的 

成果，结合国内其他相关研究分析和我省实际，认为我省田径首先在发展耐力性项目，快速力量性(投掷类) 

项目具有相对的先天优势；其次是速度性项目，快速力量性(跳跃类)项目． 

2．3．2 我省教练员队伍现状分析 教练员是一个项目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构成要素．教练员人数的多少和水 

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运动项 目能否具有竞技优势或持续保持竞技优势[7]．因此 ，从我省田径 

各项 目教练员的人数和职称方面分析男子 田径优势项 目具有一定 的客观依据． 

根据河南省田管中心提供资料可知，一方面，我省田径队共有教练员 15名．其中，中长跑类和投掷类(铅 

球、铁饼)教练员各 3人，分别占总数 2O ，居并列第 1位；短跑类、竞走类、跳跃类(跳远、三级跳远)和投掷 

类(标枪)教练员各 2人，分别占13．3 9／6，居并列第 3位；跨栏类 1人，占6．67 ，居第 7位．另一方面，我省二 

三线队伍各项 目教练员人数分布情况是短跑类教练员 28人、占总数 23．1 ，居第 1位；中长跑类教练 25 

人、占20．1％，居第 2位；投掷类(铅球、铁饼)教练 17人、占14．0 9／6，居第 3位；跳跃类(跳远、三级跳远)和投 

掷类(标枪)教练各 12人、分别占9．9 oA，居并列第 4位；跨栏类教练 10人、占8．3％，居第 6位；跳跃类(跳 

高)教练 9人、占 7．4 ，居第 7位；竞走类教练 7人、占5．8 ，居第 8位；全能类教练 1人、占0．8 ． 

教练员职称结构是反映教练员队伍综合素质的指标之一．根据《体育教练员职务等级标准》规定 ，通过整 

理调查数据可知，一方面，省队中长跑类教练高级职称 2人、中级 1人，居第 1位；其他依次为投掷类(铅球、 

铁饼)高级职称 1人、中级 2人，居第 2位；短跑类和投掷类(标枪)高级和中级职称各 1人，居并列第三位；其 

它依次为跳跃类(跳远、三级跳远)、竞走类和跨栏类．另一方面，我省二三线队伍各项目教练员职称等级情况 

是 中长跑类高级教练 5人、中级 16人 、初级 4人 ，居第 1位；短跑类高级教练 5人、中级 18人 、初级 8人 ，居 

第 2位；投掷类(铅球、铁饼)高级教练 5人、中级 8人、初级 4人，居第 3位；其它依次为投掷类(标枪)、竞走 

类、跳跃类(跳远、三级跳远)、跨栏类、跳跃类(跳高)和全能类项目． 

2．3．3 从我省运动员队伍现状分析 优秀运动队运动员人数是运动项目发展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是其取 

得优异成绩的基本保障，发展“运动人口”是各个运动项 目追求的目标 ]．通过调查可知，目前我省田径队共 

有男运 动员 48人 ，其 中，中长跑类共 l5人 、占总数 31．3 ，居第 1位 ；投掷类 (铅球、铁饼)9人 ，占 18．8 ，居 

第 2位；短跑类 8人，占16．7 9／6，居第 3位；投掷类(标枪)和竞走类各 5人，分别占10．4 ，居并列第 4位；跨 

栏类 4人，占8．3 ，居第 6位；跳跃类(跳远、三级跳远)2人，占4．2 ，居第 7位． 

后备力量培养是影响竞技体育发展的重要因素．调查各项 目二三线队伍运动员人数既反映该项目的普 

及程度，也反映项目的投入程度，进而映射出各项目梯队建设情况．通过调查可知，我省注册男子田径运动员 

共有 425人．其 中，短跑类 152人 ，占总数 35．8 ，居第 1位 ；中长跑类 87人 ，占 20．5 ，居第 2位 ；跳跃类 

(跳远、三级跳远)56人，占13．2 ，居第 3位；投掷类(铅球、铁饼)43人，占 1O．1 ，居第 4位；跨栏类 27人， 

占6．4 ，居第 5位；竞走类 21人，占5．0 ，居第 6位；跳跃类(跳高)19人，占4．5 ，居第 7位；投掷类(标 

枪)15人 ，占 3．5 ，居第 8位；全能类 5人、占总数 1，2 ． 

2．3．4 近 5年我省田径主要战绩分析 采用积分方法衡量项 目战绩即可以体现各项 目获得优异成绩的质 

量和数量 ，也能够明晰项 目之问的实力差距．将我省男子 田径各项 目运动员近 5年参加国际、国内比赛所获 

成绩按照田径比赛前八名成绩变量 9、7、6、5、4、3、2、1的标准进行累加，最后统计出各项目的总分值可以作 

为研究优势项目的参考． 

省队运动员参加比赛情况．通过统计可知，2009--2013年我省男子田径运动员参加各项比赛所得积分 

最多的项 目是男子铅球 、共计 139分 ，前八 名其 它项 目按积分依次是 800 rn(116分)>5 000 m(54分)> 

10 000 m(45分)>马拉松(39分)>1 500 m(33分)>铁饼(24分)> 100 m(18分 )；另外 ，前八名 以外按积 

分依次为 400 m>三级跳远>1l0 m栏>4×400 m>4×lO0 m>200 m． 

优秀后备选手参加比赛情况．通过统计可知，2009m2013年我省男子优秀后备运动员参加各项比赛所 

得积分最多的项目是男子铁饼、共计 61分，前八名其它项目按积分依次是 3 000 m(43分)>400 m栏(24 

分)>110 m栏 (24分)>80O m(20分)>1 500 m(15分)>标枪 (14分)>三级跳远(12分 )；另外 ，前八名以 

外按积分依次为跳远>1O0 m>2o km竞走>4DO m~300 Om障碍>铅球．虽然青少年比赛与成年比赛的项 

目设置、器材标准不统一，但不影响项 目赋值，如青少年 3 000 m项 目得分赋值在 5 000 m项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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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从近5年成绩对比分析 定基增长系数表明运动成绩在较长时期内总的增长速度，计算公式为： 

① Fd=(y—X)／y；② Fd=( —y)／y(其中：① 为计算径赛项 目，② 为计算田赛项目；y代表基期年的成 

绩，x代表递进年的成绩)，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项目发展态势．根据调查数据，分别计算出 2009—2013 

年全国男子各项目前八名平均成绩和我省各项目最好成绩的定基增长系数(表 2)，对各项 目的全国增长系 

数与我省增长系数对比差值的大小可以看出，我省男子田径呈较好发展态势的项目依次是铅球>100 m> 

三级跳远>铁饼>马拉松>400 1TI>1 500 m>标枪；另外，前八名以外按照差值大小依次为 800 m> 

5 000 m>10 000 m>110 m栏>2O0 m>4×400 12"1． 

表 2 各项 目增长 系数对 比一览表 

注：差值一增长系数(全国)——增长系数(河南省) 

从我省优秀运动员与国内优秀运动员成绩均值对比分析．用近 5年河南省男子各项 目最好成绩与全国 

各项目前八名平均成绩进行比较，目的在于明晰现阶段我省田径与全国前八名之间的差距．就本研究而言， 

对于径赛项目，差值为负说明我省最好成绩好于全国前八名平均成绩，且变异系数越大，表明我省成绩越好． 

差值为正说明我省最好成绩差于全国前八名平均成绩，且变异系数越小，表明我省成绩距全国前八名平均成 

绩越接近；对于田赛项目来说正好相反．从表 3可以看出，我省男子田径最好成绩的项目排序是800 m>铅 

球>铁饼>10 000 1TI>5 000 m>马拉松>100 ITI>1 500 m；另外，前八名以外的排序依次为4×400 m>4× 

100 m>400 m>1 10 m栏>20O m>标枪>三级跳远． 

表 3 河南省男子田径近五年最好成绩与全国前八名平均成绩比较表 

项目 最好 差值 均值 标准差 变异 将  

2．3．6 从专家评价角度分析 专家评价是指专家在综合考虑各项目发展现状、梯队储备、科研服务、训练水 

平、领导管理和经济投入等方面因素的基础上对各项 目发展前景做出的主观判断．为了量化方便，在河南省 

男子田径优势项目专家评价问卷的调查过程中，将各项目未来发展前景分为 5个等级，每个等级有相应的分 

值：未来发展前景很大(9分)、较大(7分)、一般(5分)、较小(3分)、没有(1分)．依据上述设计，预测均值大 

于 5的项 目才具备一定的发展前景．从表 4可以看出，我省男子田径优势项目发展前景排序依次为铅球> 

800 m>5 000 rfl>铁饼>IO 000 m>1 500 m>100 I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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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河南省男子田径优势项目专家评价情况表 

2．3．7 综合评价分析 上述部分从 6个方面共 12项指标对河南省男子田径各项 目做了评价分析，每项指 

标对各项 目都做了相应名次或等级排序．为了统计过程量化方便，先给每项评价指标中的田径各项 目赋值． 

在自然地理和人力资源条件指标比较中，耐力性项 目、快速力量性(投掷类)项目居第一等级、计 5分，速度性 

项目，快速力量性(跳跃类)项目居第二等级、计 3分；其余指标比较中，按各项 目排序第 1位计 7分、前 3位 

计 5、前八位计 3分、前八位以外计 1分的原则赋值．最后，按加权综合评价法以各指标的绝对权重计算各项 

目综合得分．计算公式如下： 

H = B1 X0．05+ C1 X 0．04+ C2×0．12+ C3 X 0．01+ C4×0．03+ C5× 0．1+ C6 X 0．04+ C，× 0
． 09+ 

C8 x0．13+C9×0．15+C】o X0．16+B6×0．08，详 见表 5． 

表 5 河南省男子 田径各项 目综合评价得分表 

3 结 论 

帕雷托分析法认为，频数累积百分在 o ～70 之间的各因素表示最佳因素 ．依据帕雷托分析法并结 

合我省男子田径各项目综合得分高低，将综合得分累积百分在 0 ～70％之间的项 目作为我省男子田径优 

势项目．按照得分高低依次是铅球、800 m、5 000 m、铁饼、1 500 m、100 m、马拉松、10 000 In、400 m和三级 

跳远． 

优势项目的优势应具备相对的稳定性和长期性．纵观我省男子田径优势项目，虽与其他项目相比具有一 

定的整体优势，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铅球项目梯队建设不完善、后备选手实力不强、没有形成好的传承；中 

长跑类(800 m、1 500 1TI、5 000 rn、10 000 m和马拉松)项目虽能在国内比赛中取得较好成绩，但始终没有形 

成集团优势，且项目发展有下滑趋势；短跑类(100 m、4o0 m)和三级跳远项目在人才储备上具有一定优势， 



182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O15年 

但运动成绩不稳定，整体竞技实力还需提升． 

本文在综合评价理论的指导下，运用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等，探索性地构建河南省田径优势项目评价 

指标体系．该体系的建立有利于我省田径运动主管部门评估本地区田径运动的发展状况，找出存在差距，及 

时为相关部门提供合理建议，为其制定决策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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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men’S 

Advanced Events of the Track and Field in Henan Province 

W EI Tao 

(College of P．E．，He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engzhou 450001，China) 

Abstract：The essay，using Delphi method an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made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n men’s 

track and field events of Henan province according to the evaluation system it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what is an advanced e— 

vent．The findings are as below：1)The advanced men’s events include shot-put，800 m，5 000 m ，discus throw，1 500 m， 

100 m，marathon，10 000 m，400m and triple jump．2)The problems can be listed as unsatisfactory performance of shot—put 

back—up players as a result of incomplete echelon construction，declining performance in middle and long distance races without 

forming the group advantage，and the unstable performance in the events of sprint and triple j ump，which needs an overall im— 

provem ent． 

Keywords：men’s track and field event；advanced events；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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