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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专业群建设“校队合一”资源集聚效应提升路径探析 

谈群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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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体育高职院校的运动训练专业群建设为例，从资源整合的角度探讨体育高职院校“校队合一”办学体制下“高职教

育”和“竞技体育”的融合，从协作机制创新、双师队伍建设、实训基地共建共享、教学模式改革、社会服务等方面探析了

提升资源集聚效应的路径，既在 “体教融合”的内涵和价值挖掘上呈现出新的视角，又为体育类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改革与实

践提供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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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training professional group in sport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tegr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competitive sports" under the school running system of "school team 

integration" in sport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 integration, from the innovation of cooperation 

mechanism,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 teacher team, the co 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of training base, the reform of teaching mod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ath to improve the resource agglomeration effect from the aspects of social services, which not only presents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connotation and value mining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integration", but also provides an example for the 

construction, reform and practice of high-level professional groups of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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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 年 4月在深化改革会议上提出

“体教融合”的发展战略，当前对于“体教融合”的内涵

与价值呈现出哲学、社会、文化等多维度多视角的解析，

而从资源整合的角度探讨体育高职院校“高职教育”和“竞

技体育”的融合进而实现资源集聚效应，促进“高职教育”

和“竞技体育”的协调发展也不失为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

命题。当前全国有 19 家高职体育院校，均是或曾是由各

省、市体育局举办的行业办学，无论是否明确“校队合一”

的办学体制，高职教学与竞技体育训练在师资、场地、科

研和社会服务等方面不同程度的融合是客观存在
[1]
。本研

究以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充分挖掘高职教育与竞

技体育的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场地资源整合，资源利用

最大化，探索高职体育与竞技体育资源集聚效应的提升路

径，突显 “校队合一”的办学特色，在“体教融合”的

内涵和价值挖掘上呈现出新的视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校队合一”办学体制的内涵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现为广东省示范性高等职业

院校，先后培养了 10 名奥运冠军、40 名世界冠军，其前

身是创办于 1973年的广州市体育运动学校和创办于 1976

年的广州市体工队。2009 年，经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

市体工队并入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等问题的批复》（穗

编字[2009]295 号）批准广州市体工队并入广州体育职业

技术学院，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同时承担着“高

职教育”和“竞技体育”的职能。学校在 2010 年迎接教

育部评估中凝练出“校队合一”的办学特色，在创建广东

省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中进一步深化为“校队合一”的办

学体制，即“采取切实措施确保落实机构双职能、经费多

元投入、场馆三功能和师资多渠道，为复合型体育人才培

养提供校内协同育人的优越条件”“院内部门采取有力措

施落实高职教学和竞技训练双职能”“确保教育事业费、

体育事业费、经营创收经费、行业企业支持经费等投入保

障到位”
 [1]

。该模式有效地发挥高职教育与竞技体育优

势，推动了高职教育和竞技体育资源的共融，为实现“培

养为国争光的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和满足社会需要的高

素质技术技能型体育人才”的办学目标提供了重要保障。 

2 “高职教育”和“竞技体育”资源集聚的重

要载体——运动训练专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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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效应是一种常见的经济现象，资源的集聚是指相

关领域内相互关联的组织和机构的“人才、资本、信息、

技术”等资源在空间位置上的集聚，资源相对密集与完整，

相互融汇，紧密合作，优势互补进而形成了一个结构完善、

系统健全、功能稳定、充满创新活力的结构体系从而更加

发挥资源的集聚效应
[2]
。具体到高职教育而言，自 2019

年教育部、财政部印发《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

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以来，高职教育的建设范式迎

来了重大变革，由专业建设转向高水平专业群建设。专业

群就是以群为单位，资源集聚、管理集约，改革原有的专

业管理体制，对师资、设备、场地、资金等进行跨界整合

和配置，以获得资源利用的整体最优
[3]
。专业群成为办学

资源聚集的重要载体。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校队合一”的办学体制，

以最能体现学校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代表着学校服务面

向和技术服务领域的运动训练专业群作为“高职教育”和

“竞技体育”资源聚集的重要载体。运动训练专业群含运

动训练专业、社会体育专业和健身指导与管理专业，其中

运动训练专业和社会体育专业，是学校办学历史最久的两

个专业，也是学校作为体育类高职院校的两大龙头专业，

均为广东省重点专业，办学实力强，代表了学院的办学水

平和办学特色。运动训练专业设有广东省“五年一贯制”

试点，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提供服务和保障，解决退

役运动员的学历提升和发展问题。广州市体工队为运动训

练专业群的发展提供了优质的实训条件和高水平的行业

师资力量，同时专业群也发挥了高职教育科研优势服务于

体工队，为竞技体育科学化训练提供智力支持，两者相得

益彰。 

3 提升“高职教育”和“竞技体育”资源集聚

效应的路径 

3.1 成立运动训练专业群“系队协同育人委员会”，

畅通协作运行机制 

促进“高职教育”和“竞技体育”资源的高效整合进

而实现集聚效应的关键在于创新协作运行机制。在学校“校

队合一”的办学体制下，由运动训练专业群所在的体育运

动系与运动队主管部门训练处共同组建“系队协同育人委

员会”，委员会的结构由职能部门负责人、专业带头人、运

动队领队、高级职称教师、高级教练组成，挖掘整合高职

教学和竞技训练的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场地资源，合作

开展术科教学、实习实训、赛事策划与组织、场地共建共

享、技术研发、社会培训等，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通过“系队协同育人委员会”在专业群层面强化 “校队合

一”管理运行，增强内部组织机构运作效能，明确部门间

协同育人职责，畅通资源集聚运行机制，是提升资源集聚

效应的重要。（见图 1） 

 

图 1 专业群协同育人运行机制示意图 

3.2 以“合力育人”为导向，打造 “三型”教学团

队 

基于“校队合一”师资来源多渠道，依托教师、教练

的个体优势能力，构建“教学型+教练型+研究型”的“三

型”骨干师资力量。“教学型”理论知识丰富，教学能力

强；“教练型”实践经验丰富，操作熟练；“研究型”科研

能力突出，富有创新精神。“三型”教师互携互带，在职

业角色上互为体验，在教学分工上注重层次协同的整体合

力，充分发挥团队优势互补、协同作战效用。教学团队师

资配置真正做到“纵向相通、横向互补”，支撑教学、训

练、服务、科研工作相融合。高职选派教师到运动队协助

开展工作，协助领队处理文案工作，协助教练分析研究运

动训练数据，共同攻克一些训练的难点、方法。如体能教

学团队的老师深入到运动队担任体能教练，用最新的科学

的体能训练方法有效提升科学化训练水平；高职对术科课

程中与运动队能够对接的项目进行梳理，如田径、篮球、

体操、跆拳道、乒乓球、武术等课程，根据教学需要聘请

运动队教练参与术科课程标准制定，担任体育专业课程的

教学工作。曾经培养出“冠军”的金牌教练或高级教练开设

竞赛组织能力、裁判能力讲座或技术指导，将积淀的训练技

术和理念传授给学生，让高职学生具备独特的竞争优势。 

3.3 以“共建共享共管”为原则，打造高端综合性实

训、训练基地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是“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

基地”和“国家综合训练基地”，竞技体育设施先进，拥

有全国一流、亚洲领先的训练场馆。这些场馆既能满足广

州市各运动队训练、竞赛需求，又能按照教学计划的安排，

保障高职学生在各实训场地进行术科教学。在此基础上，

系队以“共建共享共管”为原则，合力打造高端综合性实

训、训练基地。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两个综合性实训中心：

一是共同建设了华南地区领先的体能测试中心，拥有数字

化体能测试体系和训练监控数字化体系。为评价运动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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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水平与动态化监控身体功能状态提供数字化依据、为有

针对性预防运动损伤和提供动作效能提供科学依据。体能

教学团队及体能班的学生采用灵活的课程安排制度，在寒

暑假及赛期各训练阶段到各运动队，帮助运动队实施体能

测试与评价，为科学制定赛期训练计划提供有针对性的训

练方案。另一个是以一流技术标准为引领，打造了国内领

先的综合性健身健美实训中心，总面积达 3600 平方米，

重点配置国内高端健身器材、体能训练器材、体质监测设

备以及先进教学设备，其中包括国内顶尖健身器材英派斯

系列有氧健身设备、跑步机、清华同方体质测试设备以及

日本知名品牌百利达身体成分分析仪，能满足增肌减脂、

身体塑形、体能训练、康复指导等健身类全项目。既承担

高职实训教学任务又为运动队提供体能训炼。除高职教学

竞技训练外，还吸引社会企业组织、专业教练、产业资源

等主动汇聚，共同开展合作育人、技术开发、赛事集训等，

产生了明显的内生动力以及优势资源的“集聚效应”，呈

现出共享开放、优势互补、合作发展的良好势态。 

3.4 创新“课堂设在运动场”的体育专业课程教学模式 

以《体能训练技术与方法》课程为例，利用“校队合

一”的优势，学生的实训环节到高水平运动队担任体能助

理教练，有针对性地观摩运动队体能训练实施过程，不但

能提高体能训练技术的应用能力，还能够接触到各专项高

水平的前沿训练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视野和对体能

训练价值的理解，为服务全民健身专项运动体能训练奠定

了雄厚的能力基础，这也是普通高校体能训练专业学生不

具备的专业技能学习条件
[1]
。 

以《篮球主项理论与践》课程为例，以真实的训练、

竞赛环境为教学基础，以技能“三会”（会打球、会教球、

会裁判）与职业素质“三会”（会交流、会办赛、会推介）

为教学目标。基于教学目标，以职业实践能力为核心，将

篮球课程重构为“参加篮球赛事、指导篮球技能、组织篮

球赛事、参与协会/俱乐部活动”四个项目，创设“任务

型、互动式”课程教学模式
[4]
。 

3.5 集聚师资场地优势，开展灵活多样的社会服务 

集聚高职和运动队的优势师资、场馆及培训资源，打

造了包含大众健身、体质测试、运动防护、竞技训练等多

项功能的综合性社会服务基地，在完成日常教学、实习实

训、竞技训练任务之外，面向市民开展体育职业技能培训、

职业资格鉴定、全民健身培训、惠民健身活动等灵活多样

的社会服务活动。项目丰富、培训质量有保证，服务上水

平，深受广大市民好评。每年寒、暑假对新加坡、香港、

澳门等国家和地区大中小学体育积极份子和优秀运动员，

在羽毛球、篮球、足球、排球、田径、游泳、乒乓球等项

目上开展培训与交流，提高来访运动员、学生的体能、专

项技术及综合竞技能力。（见表 1） 

表 1  系队资源集聚开展社会服务一览表 

服务类别 服务项目 人力资源 

场地资源 

高职教学

（系） 
竞技训练（队） 

游泳职业

技能培训、

鉴定、考证 

社会体育指导

员、救生员、裁

判员、教练员 

教师+学

生 

游泳实训

室 
游泳馆 

市民健身

活动（惠民

免费活动） 

篮球、羽毛球、

游泳、网球等 

教师+教

练+学生 
轮滑场 

篮球场、羽毛

球馆、游泳馆、

网球场 

体育培训

班 

篮球、羽毛球、

游泳、足球、轮

滑、瑜珈、团操

等 

教师+学

生 

轮滑场、瑜

珈房、健身

健美实训

中心 

篮球馆、羽毛

球场、游泳馆、

足球场 

境外体育

爱好者、运

动员培训 

羽毛球、篮球、

足球、排球、田

径、游泳、乒乓

球 

教练+教

师 

排球场、乒

乓球室 

羽毛球馆、篮

球场、足球场、

田径场、游泳

馆 

体质测评 
体能训练、体质

测评 
教师 

体能测试

中心 
力量训练房 

4 结语 

运动训练专业群通过对“校队合一”资源集聚效应提

升路径的探索与实践，在专业群层面落实了学校“校队合

一”的办学体制，系队的深度合作，提升了运动队、行业

参与人才培养的积极性，形成了“系队协同”共建专业群

的良性运行机制，开拓了一条“体教融合”的新路子，有

效整合了专业群办学资源，资源聚集效应明显，极大提升

了专业群教学质量、教科研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运动训

练专业群近几年毕业生双证获取率、就业率、对口率等都

位居全省同类院校前列，获得较高的社会认可度。2019

年，在省级示范院校验收中成绩位列学校重点建设专业项

目之首；2020 年，在广东省组织开展高职院校高水平专

业群建设工作中，立项为广东省第一批高水平专业群（粤

教职函[2019]135 号）。这意味着在广东省体育产业转型

升级加速发展的新时代，运动训练专业群需要继续探索培

育高素质体育技术技能人才的新的更加高效的发展路径。 

基金项目：广东省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

高职扩招专项（项目编号：JGGZKZ2020131）；广州市高等

学校第十一批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项目编号：2021JG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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