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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强化非认知因素

网络环境下的学习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学习者要运用网

络，把物化的文本内容影像化、动态化，使之形象生动，促发求

知欲望，以此来强化非认知因素，使学习成为一种乐趣。 网络

信息强化下的非认知因素，能有效启迪学习情感，引发学习情

趣，能使学习成为一种愉快的认知享受活动。

（八）要高质量组织管理非认知因素这个二元抓手

认知因素与非认知因素是构成学习的两大主要因素，虽

然非认知因素并不直接参与认知过程， 但它却对认知过程具

有调节和控制作用， 且能有效促进认知因素的认知水平的发

挥。 要使学习有效且高效就得高质量组织管理非认知因素这

个二元抓手。罗杰斯认为，学习是个人对自己多方面因素的综

合运用，包括个人对自己性格以及与事、与物的关注等诸多方

面。从中可以看出，学习是由认知因素和非认知因素共同推进

的。罗森伯格认为，学习是个体对自我客体的思想和情感的总

和，包括自我智力能力、兴趣、情感与态度等。 可知，非认知因

素能使人敢于面对困难、接受挑战，并能鼓励自定目标，自行

完成学习任务。 学习者可借助非认知因素来提高学习的深层

成就动机水平和自信心，促进后续学习行为的改进，增强对学

习成功的期望和实现目标的信心。学习者如果没有非认知因素

去推进学习行为，要想学习取得理想成功是不现实的。“习得性

无助感”理论告诉我们，如果缺少非认知因素就会使学习者失

去自信心，使学习变得无助、冷漠，导致听之任之，破罐子破摔。

总之，在学习中高质量组织管理非认知因素也是尤为重要的。

总之，作为学习行为的激发、维持和推进的非认知因素，

学习者应予以高度重视，且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培植和利用，

这样才能达成愉快、健康、有效的学习。

为了建设高水平运动队，培养高文化素养、高竞技水平的

体育人才， 我国普通高等学校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招收体

育特长生。 截至 2018 年，全国已有 279 所高校建有高水平运

动队，培养了大批体育人才，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

极的贡献。 然而， 众多高校对于体育特长生的培养目前正面

临许多问题与挑战，如体育特长生学业难以推进、“学训冲突”

以及就业阻力大等问题。

H 大学属于国家“985 工程”高校，2002 年建设高水平运

动队以来， 在体育特长生培养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和令人满

意的成绩，但也遇到了一些阻碍。 下面通过 SWOT 分析法对

该校体育特长生的培养进行定性的解构、分析，再 使 用 AHP

层次分析法进行定量研究， 判断该校体育特长生培养的战略

发展方向， 并根据分析结果对该校体育特长生的培养提出一

些对策或建议，希冀能对体育特长生的培养有所助益。

一、H 大学体育特长生培养的 SWOT 分析

（一）内部优势分析

1.专业优势突出，师资力量强大。 H 大学的体育特长生由

该校 G 学院、体育部共同管理。 该校 G 学院拥有多个省级教

学与科研基地，是该领域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国内一流、国际知

名的学院。体育特长生所在专业既是省级品牌专业，也是国家

教育部特色专业，连续五年排名全国第一。突出的专业优势与

强大的师资力量， 为该校体育特长生的学业推进提供了坚实

的基础与强大的发展动力。

2.高水平的教练团队。 目前，H 大学体育部的教师队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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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人拥有硕士学位，2 人博士在读， 更有 7 名国家级裁判员。

同时，体育部教师在科研方面不断创新，先后完成了国家、地

方和企业委托的科研课题 30 多项，获得了一系列具有较高水

平的教学和科研成果。 高水平的教练团队是体育特长生发挥

自身优势、提高自身专业技能的重要保障。

3.体育特长生身体素质与心理素质较高。 根据教育部所

颁发的高水平运动员招生办法以及结合本校自身情况，H 大

学经过严格筛选，每年从全国各地招收身体素质过硬、竞技水

平较高的体育特长生。 健壮的体魄与过硬的身体素质， 与以

往进行体育训练、 比赛时所磨砺出的坚强的心理素质与较强

的抗压能力，为体育特长生的运动技能与学业发展提供了心

理层面的保障。

（二）内部劣势分析

1.辅导员数量少，无法全面兼顾。 目前，H 大学体育特长

生在校生 120 余名，而辅导员只有一名。 辅导员既需要监督、

促进体育特长生的日常学习， 还要处理体育特长生训练所受

的伤病， 关怀他们的心理健康发展问题， 一个辅导员难以顾

及。 特别是每年四五月份，大四年级学生进入毕业季，大一、

大二年级学生工作、学生活动也最为繁忙，一个辅导员可谓应

接不暇。

2.部分体育特长生对于文化课学习重视度不够。 通过调

查发现，部分体育特 长 生 对 文 化 课 学 习 消 极 倦 怠，存 在 无 故

旷课、上课玩手机、考试态度不端正等问题。 近一半的体育特

长生当初选 择 练 习 体 育 是 为 了 实 现 大 学 梦 想， 其 中 又 有 约

42%的人认为本科成绩对就业影响不大。 不重学业质量而只

重学历的心态 [1]，是当前体育 特 长 生 不 重 视 文 化 课 程 学 习 的

主要原因。

3.体育特长生难以较好地平衡学业与训练双重压力。 H大

学体育特长生的训练时间一般都集中在下午，因此，文化课程

学习尽可能安排在上午或者晚间。 经过一天的学习与训练，

体育特长生 比 普 通 文 化 生 承 担 着 更 多 的 体 力 消 耗 与 精 神 压

力。 特别是复习考试与体育比赛交叉重合时， 学业与训练的

冲突尤为明显，二者之间难以较好平衡，容易顾此失彼。

（三）外部机会分析

1.国家高度重视体育特长生的培养。 2017 年，教育部颁

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实施意见》。

当今时代，要通过体育去发展政治，彰显制度自信，提升中国

形象；促进经济，助力供给侧 改 革、扩 大 就 业；提 高 社 会 凝 聚

力，传递正能量、提升国民幸福感。 进入新时代，国家针对体

育特长生的培养制度与政策必将跃上新的台阶。

2.社会对高体育技能水平和高文化素质的人才需求量大。

当前，在众多市场机会驱动下，体育行业发展十分迅速，而体

育行业目前的人才市场需求与现有的人才水平之间存在着巨

大的鸿沟， 社会上同时具备高体育技能水平和高文化素质的

人才十分紧缺。 而 H 大学培养的体育特长生正是这部分“双

重人才”，因此，当下社会对于高体育技能水平和高文化素质

人才的大量需求对于 H 大学体育特长生的培养来说是一 个

十分难得的发展契机。

3.用人单位对于 H 大学毕业生较为欢迎。 H 大学作为国

内一流高校，社会知名度、认可度高，毕业生在就业时较为受

欢迎。 根据 H 大学 G 学院毕业生发展去向的统计分析，2012

年到 2016 年，H 大学体育特长生毕业去向中选择直接就业的

人数占比 57%。 这部分校友分布在各个行业，包括政府机构、

事业单位以及企业单位。 在对已毕业校友进行的访谈中我们

也得知，多数 H 大学毕业生在就业竞争时凭借母校优势与自

身实力受到雇主青睐。

（四）外部威胁分析

1.国内招收体育特长生的高校众多，体育特长生就业竞

争压力大。 2011 年以来，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按 2%-5%

的同比增长率逐年上升，近 7 年间毕业生人数累计达到 5075

万人。 我国目前建设高水平运动队的高校多达 279 所。 招收

体育特长生的高校众多， 加之体育特长生毕业生人数随毕业

生总基数不断增加而增加，H 大学体育特长生面临着激烈严

峻的就业形势。

2.社会对体育特长生仍存在偏见。 由于晕轮效应，社会上

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体育特长生存在偏见。 目前体育特长生

的高学历结构比例整体偏低 [2]，部分用人单位偏向于认为体育

特长生整体素养不足、学习能力不如普通文化生，因而在招聘

时将很多体育特长生毕业生拒之门外。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上

对体育特长生固有印象和思维的僵化， 很多体育特长生在校

学习训练时还要承受来自外界舆论的压力。

3.高校体育特长生的培养缺乏外部监督评价。 各高校在

体育特长生的教学、训练方面自主性较强，培养方式与手段差

别较大，培养效果参差不齐。这就要求高校每年在向社会输送

体育人才的同时，从外部，即政府、社会等层面对高校体育特

长生的培养进行定期、持续的监督评价，但遗憾的是，目前并

未形成这种“双向反馈”的监督评价机制。 毕业生总数虽然众

多，但仍无法填补高质量体育人才的巨大缺口，体育特长生就

业市场结构性失衡 [3]。

二、H 大学体育特长生培养的 SWOT-AHP 模型构建与

战略选择

（一）构造层次结构图

在前文对 H 大学体育特长生培养的 SWOT 分析的 基 础

上，构造 AHP 层次分析结构图。其中，体育特长生培养为目标

层，内部优势、内部劣势、外部机会与外部威胁为准则层，具体

细化的影响因素 S1-T3 为方案层。 （见附图 1）

（二）构造判断矩阵，计算权重系数并检验一致性

根据 AHP 分值衡量标度（见 表 1），使 用 德 尔 菲 法，选 取

了 H 大学教务处、G 学院以及体育部的 12 名资历深厚、经验

丰富的领导与教职员 工 对 方 案 层 的 S1-T3 因 素 的 重 要 性 程

度比较进行打分，构造判断矩阵。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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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判断矩阵构造

SWOT
因素

S1 S2 S3 W1 W2 W3 01 02 03 T1 T2 T3

S1 1 1 5
S2 1 1 4
S3 1/4 1/4 1
W1 1 1/6 1/5
W2 6 1 3
W3 5 1/3 1
01 1 1/3 1/5
02 3 1 1/4
03 5 4 1
T1 1 3 1/5
T2 1/3 1 1/6
T3 5 6 1

使 用 乘 积 方 根 法 计 算 矩 阵 中 每 一 行 元 素 的 几 何 平 均 值

Wl；将 向 量=W（W1，W2…Wn）进 行 归 一 化，得 到 矩 阵 每 一 行

元素的权重系数；计算判断矩阵 A 最大特征值。

λmax□＝
n

i = 1
Σ YA覣Yi

n覣i

通过以上计算，得出 S、W、O、T 四个准则层的判断矩阵；

使用 MATLAB 软件， 计算得到每个矩阵各因素的权重系数，

并进行一致性检验。 （见表 2-表 5）

表 2 内部优势（S）判断矩阵及权重系数

S S1 S2 S3 权重系数 w

S1 1 1 5 0.4665

S2 1 1 4 0.4330

S3 1/5 1/4 1 0.1005

注：λmax=3.0055，CI=0.0028，CR=0.0053<0.1， 一 致 性 检

验通过。

表 3 内部劣势（W）判断矩阵及权重系数

W W1 W2 W3 权重系数 W

W1 1 1/6 1/5 0.0780

W2 6 1 3 0.6348

W3 5 1/3 1 0.8886

注：λmax=3.0940，CI=0.0470，CR=0.0904<0.1， 一 致 性 检

验通过。

表 4 外部机会（O）判断矩阵及权重系数

0 01 02 03 权重系数 w

01 1 1/3 1/5 0.7707

02 3 1 1/4 0.2255

03 5 4 1 0.6738

注：λmax=3.0858，CI=0.0429，CR=0.0825<0.1， 一 致 性 检

验通过。

表 5 外部威胁（T）判断矩阵及权重系数

T T1 T2 T3 权重系数 w

T1 1 3 1 ／ 5 0.1947

T2 1 ／ 3 1 1 ／ 6 0.0881

T3 5 6 1 0.7172

注：λmax=3.0940，CI=0.0470，CR=0.0904<0.1， 一 致 性 检

验通过。

（三）计算各因素力度，绘制战略四边形与战略类 型－强

度图

同样使用德尔菲法， 对方案层的每个因素进行估计强度

的评分，分值范围为 1-5，绝对值越大，估计强度越大，内部优

势和外部机会用正值表示，内部劣势和外部威胁用负值表示。

经过公式计算，最终得到各因素的作用力大小，也即各因素力

度（力度=估计强度×权重系数）。 （见表 6）

表 6 判断矩阵各因素力度

准则层 方案层 估计强度 权重系数 方案层力度 准则层力度

S

S1 4 0.4665 1.886

3.799S2 4 0.433 1.732

S3 2 0.1005 0.201

W

W1 -1 0.6348 -0.078

-7.0602W2 -4 0.078 -2.5392

W3 -5 0.8886 -4.443

O

O1 2 0.1107 0.2214

3.5931O2 3 0.2255 0.6765

O3 4 0.6738 2.6952

T

T1 -2 0.1947 -0.3894

-2.8053T2 -3 0.0881 -0.2643

T3 -3 0.7172 -2.1516

根据计算得出的 S、W、O、T 四个准则层的力度， 计算战

略强度。战略强度可通过战略强度系数 ρ 来表示，战略类型则

通过计算战略方位角⊙来判断。

战略强度系数 ρ＝ S×O
S×O＋W×T =0.4080= = 0.4080

战略方位角⊙= arctan（YX
）= 346.42°

通过计算，战略类型与强度坐标为（346.42°，0.4080），位

于坐标系的第四象限。从而可以得出，H 大学体育特长生的培

养应重点采取 ST 战略，即发挥自身优势，回避外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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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层次分析结构图

作者简介：曹然（1997.4— ），女，汉族，江苏 徐州人，研究方向：政 治

学与行政学。

段晓美（1997.10— ），女，汉族，河南内黄人，研究方向：政 治 学 与 行

政学。

程诗晋（1997.10— ），男，汉族，湖北黄冈人，研究方向：公共事业管理。

通讯作者：谭术魁，男，土家族，湖北巴东人，教授，研究方向：土地管

理，房地产管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华中科技大学教学研究项目重大专项（项目号：2017005）。

三、H 大学体育特长生培养的对策建议

（一）顶层治理，中层呼应，底层受益

首先， 该校高层管理者应进一步对体育特长生的培养加

强重视并主动牵头， 在人力和物力上予以最大程度的支持。

如可以为体育特长生配备教师班主任，明确分工、协调管理，

有利于管理质量和管理效率的提升。 同时， 完善教学管理体

系，遵循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教师要加强对体育特

长生的教学针对性， 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可以根据体育特长

生的具体情况灵活加以调整。

（二）推进体育特长生身体素质与心理素质协同健康发展

体育特长生一方面要处理学业与训练之间的平衡问题，

另一方面还要承受一部分社会偏见。 建议 H 大学体育部辅导

员定期、不定期对体育特长生进行心理访谈，既要接受学生前

来心理咨询的形式，也要发现问题主动找学生约谈。 这种“访

谈制度”不但可以体现当代大学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充分关

怀学生心理发展，而且有利于体育特长生健康人格的形成，对

其个人发展也有着长远的影响。

（三）提高体育特长生实践与应用能力

体育特长生毕业后不仅处于就业竞争压力大的环境，还

需要面对用人单位与社会上对体育特长生能力不足的固有偏

见。 因此，与普通文化生一样，H 大学体育特长生也应被要求

在本科期间参与所在院系组织的专业实习。 通过实习， 一方

面巩固加深了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与应用，另一方面本科期间

的实习经历也有助于增强体育特长生的工作与实践能力，为

体育特长生日后的就业竞争提供实力资本，为其实际工作提

供经验与帮助。

（四）建立“双向反馈”的外部监督评价机制

如前文分析， 目前国内众多高校体育特长生人才质量良

莠不齐，体育特长生就业市场结构性失衡。 因此，建议国家体

育管理部门和教育部展开合作，定期对高校体育特长生的培养

进行关键指标的测评。H 大学根据测评结果对体育特长生的培

养机制做出相应调整，不断改进，并定期向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

反馈调整进度与改进成果，体育系统与教育系统密切合作 [4]，以

达到内外机制相协调、培养机制设计良性循环的效果。

四、总结

通过 SWOT 分析，得出该校体育特长生内外部环境的优

势与劣势， 根据 SWOT 分析结果构造 AHP 层次分析结构图、

构造判断矩阵、计算权重系数、确定战略重心，最终得出该校

对于体育特长生的培养应采取发挥自身优势、 规避外部威胁

的进取型发展战略，即既要发挥好顶层治理的牵头作用，也要

完善教学管理体系，做好中层呼应；重视体育特长生身心素质

的共同健康发展，提高体育特长生实践与应用能力；建立外部

监督评价机制，进一步完善内部激励机制。

教师选择 H 大学体育特长生为研究对象，对该校体育特

长生的培养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希望能为国内

高校体育特长生的培养提供一些思路， 有助于培养出顺应时

代发展要求的高质量高水平体育人才。只有补齐人才短板，中

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才能更加稳健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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