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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通过阅读国家国务院、体育局、教育局自 2016 年至 2023 年来出台的有关中小学体育发展的政策，了解目前国

家对中小学校园体育发展的规划方向，在对国外世界篮球强国的中小学校园篮球开展现状及其竞赛体系与国内校园篮球开展

现状和竞赛体系的相关文献资料进行分析整理的基础上，借鉴世界篮球强国与我国以往中小学篮球竞赛体系的成功经验，对

新区中小学所有学生与体育教师发放问卷并深入雄安当地实地调查，对其中小学校园篮球开展现状与 2021年雄安新区第一届

中小学篮球联赛的竞赛体系进行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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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planning direction of the countr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ports by reading the policie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ports issued by the State Council, 

the Sports Bureau, and the Education Bureau from 2016 to 2023. Based on the analysis and organization of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material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mpetition system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campus basketball in foreign world 

basketball powers, as well a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mpetition system of domestic campus basketball, drawing on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world basketball powers and Chinese past basketball competition system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 

questionnaire was distributed to all students and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the new area, and an in-depth on-site investigation was 

conducted in Xiong'a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imary school campus basketball development and the competition system of the first 

Xiong'an New Area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basketball league in 2021 were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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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雄安新区地理位置特殊，是京津冀协调发展的核心，

目标打造成为社会主义成熟的世界级城市。为实现我国从

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转化，雄安的体育事业则显得尤为

重要。2021 年雄安新区的建设已初具规模，目前已新建

立了一批中小学。为了加快推动雄安新区体育高质量发展，

则要以体育赛事为导向，重视雄安新区学校体育教育。校

园篮球作为中小学体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其竞赛体系的地

位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本文调查校园篮球开展现状，并

根据其地理区域、人口数量、学校数量对中小学校园篮球

竞赛进行规划。以“雄安容天下”的理念，对国外优秀的，

适合我国中小学校园篮球发展的竞赛体系取其精华，弃其

糟粕。继而分析雄安新区中小学校园篮球竞赛体系存在的

问题，为构建完善的竞赛体系，推动雄安新区中小学篮球

发展提出合理的建议。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对象、方法 

1.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雄安新区中小学校园篮球竞赛体系为研究

对象。 

1.1.2 研究方法 

1.1.2.1 文献资料法 

从体育总局、国家教育部、办公厅、中国雄安等平台

查阅了针对中小学体育与教育相关的政策，通过中国知网

查阅并收集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了解世界篮球强国的中

小学校园篮球竞赛体系及篮球竞赛开展情况、国内中小学

校园篮球竞赛体系及开展情况、不同形式篮球比赛开展情

况；通过中国篮协官网、FIBA 官网、等网站了解不同种

http://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C%3dG841&from=Qikan_Article_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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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篮球竞赛规则的相关资料，为本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1.1.2.2 问卷调查法 

雄安新区的教育系统分为三县教育局（雄县教育局、

容城县教育局、安新县教育局）和容和教育总校，笔者设

计雄安新区中小学教师问卷（附件 A）与雄安新区学生问

卷（附件 B），通过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公共服务局，

对雄县、容城县、安新县教育局、容和教育总校下达发放

问卷通知，完成问卷回收。 

表 1  雄安新区中小学学校类型数量表 

学校类型 公办学校数量 民办学校数量 总计 

小学 232所 9 所 241所 

初中 36 所 8 所 44 所 

高中 7 所 1 所 8 所 

表 2  雄安新区中小学体育教师与学生数量表 

学校类型 学生数量 体育教师数量 

小学 117169人 995人 

初中 50149 人 312人 

高中 20535 人 67 人 

本次问卷调查在河北雄安新区管委会公共服务局的

帮助下，以通知的形式下发至三县教育局和容和总校，再

由三县教育局和容和总校下发至各个学校，共计回收教师

问卷 1374 份，学生问卷 187853 份，调查通过“问卷星问

卷发放平台”采用电子版问卷的方式发放和回收。 

1.1.2.3 实地调查法 

笔者作为雄安新区篮协工作人员及雄安新区公共服

务局管理委员会体育组成员，到雄安新区实地考察三县

（雄县、容城县、安新县）个别中小学体育课开展情况，

并参与了第一届雄安新区中小学校园篮球联赛赛事的组

织工作，在赛前参加各政府部门的协调会议，并与河北省

调裁判员一同完成执裁工作。笔者参与了雄安新区校园篮

球联赛整个赛事运作过程，总结赛事举办经验，对完善其

竞赛体系有较大帮助。 

1.1.3 相关概念界定 

《运动竞赛理论与方法研究》认为运动竞赛是以竞赛

项目为基本单元或是单个项目的完整竞赛过程，或是若干

个项目完整竞赛过程的集合
[1]
。 

《辞海》认为运动竞赛体系是指保证运动竞赛顺利开

展的组织体系，以及维持该组织体系运行的竞赛制度、法

律法规的总和，它承载着竞技体育竞赛活动的计划、组织、

控制等具体的管理职能，运用各种运行机制整合和配置资

源，使竞赛资源在体育领域合理而高效地流动
[2]
。 

体育竞赛作为体教融合的核心节点，主要体现在体育

竞赛将要承担起促进中小学学生健康成长和培养竞技体

育人才的双重任务。从内部结构来看，学校体育竞赛体系

是由竞赛目标、竞赛资源、组织机构、规章制度和赛事系

统 5 个结构要素共同构成的
[3]
。 

 
图 1  竞赛体系框架图 

2 雄安新区中小学篮球竞赛体系 

2.1 雄安新区中小学校园篮球竞赛目标分析 

雄安新区的建设理念是“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

特色、高点定位、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中国样本”
[4]
。新

区的中小学篮球竞赛目标也要同新区建设理念相一致，不

能只是止步于短期的收益，而是要将目光放长远，以培养

学生参加体育运动兴趣，贯彻终身体育观念为目标；以增

强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使其掌握 1-2 项运动技能为目标；

以培养学习与体育全面发展的国家后备人才为目标；以增

加篮球人口基数，促进后备人才培养，早日实现体育大国

向体育强国的转化为目标。 

2.2 雄安新区中小学校园篮球竞赛资源分析 

2.2.1 人力资源 

2.2.1.1 篮球赛事内部管理者 

雄安新区中小学校园篮球联赛属于官方组织主办与

承办。其主办单位由河北省体育局大球管理中心、河北省

体育局青少年体育处以及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组成。承办

单位由雄安新区的雄县人民政府、容城县人民政府和安新

县人民政府组成。三县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协调疫情防控工

作与安全保卫工作。 

2.2.1.2 篮球赛事外部合作者 

雄安新区目前已经实现政社脱钩，雄安新区篮球协会

与雄安新区体育总会均属于民间非营利性组织，二者作为

雄安新区中小学校园篮球联赛的支持单位，主要负责裁判

员的调配、比赛的编排、竞赛组织等工作。河北引航体育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作为赛事的运营单位，主要负责对赛事

的场地器材布置、摄影与录像以及赛事的宣传工作。 

2.2.1.3 篮球赛事产品实现者 

雄安新区中小学校园篮球联赛的产品实现者即为参

加比赛的“三员”裁判员、教练员和运动员。 

其中，县级比赛裁判员由三县篮球协会（雄县篮球协

会、容城县篮球协会、安新县篮球协会）负责指派，市级

比赛裁判员由雄安新区篮球协会负责指派。根据实地调查

得知，目前雄安新区裁判员业务水平能力较差，且数量较

少，无法满足联赛需要，在第二阶段的新区决赛中，雄安

新区篮协会从河北省保定市借调业务水平较高的裁判员。 

教练员由各学校以及各体育组织俱乐部教师担任。但

是目前雄安新区的小学体育教师数量缺乏较严重，许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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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也均没有开展课余篮球活动。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河北

引航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已经着手与多所小学合作，以

购买的方式为其在放学后提供体育社团的教师，保证课余

体育活动的开展。 

运动员是竞赛目标所针对的人群，他们来自雄安新区

的各个中小学。在经过学校体育课教学以及课余体育训练

后，将在赛场上相互较量，努力拼搏，以此来检验学校或

俱乐部的教学训练成果。 

2.2.1.4 篮球赛事产品消费者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篮球赛事内部组织者作为篮

球赛事这一“商品”的生产者，通过交换的形式，将这一

“商品”呈现给观众与赛事相关产品的购买者。观众作为

消费者在欣赏体育竞赛的过程中，获得一种特有的轻松感

和美的享受，释放了工作压力与生活压力。 

2.2.2 财力资源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竞赛的财力资源决定了办赛

的质量以及比赛的影响力。根据河北省体育局青少处《关

于 2021 年河北小篮球联赛相关要求的通知》和《2021 年

青少年体育发展专项经费使用说明》，河北省体育局下拨

专项资金 25 万元，用于举办中小学校园篮球赛事活动。 

2.2.3 物力资源 

雄安新区中小学校园篮球联赛的物力资源指的是在

比赛期间需要用到的所有物料，不仅包括竞赛设施和设备，

还包括交通运输设施、安全保卫设施、医疗设施、餐饮住

宿设施和疫情防控设施等。 

2.3 雄安新区中小学校园篮球竞赛组织结构 

根据实地调查得知，在第一届雄安新区中小学篮球联

赛中的组织单位共有 7 类如图 2 所示： 

 
图 2  组织结构框架图 

从以上 7 类组织结构的职能方面看，能基本完成雄安

新区中小学校园篮球联赛的相关工作。 

2.4 雄安新区中小学校园篮球竞赛规章制度 

2.4.1 国家相关规定 

据表 4 所示，2016-2019 年，国家体育总局先后出台

了《体育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和《体育教练员岗位培训管理暂行办法》，对我国裁判员、

教练员和运动员进行严格的等级划分，对各级别“三员”

的管理也走向规范。到 2020 年 3 月，国家体育总局颁布

了《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通过体育部门和体育协会

的帮助，使体育赛事质量不断提高，最终使我国体育赛事

活动走向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
[5]
。 

表 4  与雄安新区中小学校园篮球竞赛相关的国家相关规定 

时间 发布单位 政策文件 

2016年 1 月 国家体育总局 《体育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 

2019年 4 月 国家体育总局 《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2019年 6 月 国家体育总局 
《体育教练员岗位培训管理

暂行办法》 

2020年 3 月 国家体育总局 《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 

2021年 2 月 国家体育总局、公安部 
《关于加强体育赛场行为规

范管理的若干意见》 

2021年 6 月 

体育总局、工业和信息

化部、公安部、自然资

源部、交通运输部、文

化和旅游部、卫生健康

委、应急部、市场监管

总局、气象局、银保监

会 

《关于进一步加强体育赛事

活动安全监管服务的意见》 

2021年 8 月 教育部 

《高等学校、中小学校和托幼

机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

方案（第四版）》 

雄安新区中小学校园篮球联赛筹备工作由赛事领导

小组统筹安排，下设综合协调部、竞赛组织部、媒体宣传

部、市场开发部、安全保卫及医疗保障部这 5 个专职工作

机构，承担具体筹备工作。 

2.4.2 竞赛制度 

2.4.2.1 报名办法 

雄安新区中小学篮球联赛将俱乐部与学校放在一起

参赛会导致队员重叠的问题，对赛前运动员资格审查以及

赛后均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参考中国篮协举办的中

小学学段篮球比赛，应将青少年篮球培训机构和社会俱乐

部以及社会团体单独放在一个竞赛中，另外再开展雄安新

区青少年篮球俱乐部联赛。 

2.4.2.2 竞赛办法 

根据实地考察发现，新区三县的中小学学生篮球水平

具有较大差异，因此在三县各组别参加第一阶段区县比赛

数量差异较大的基础上，各地区均为前 4 名晋级的赛制就

会造成对队伍较多地区的不公平，例如 U14 组别中，雄县

参赛队伍为 48 支，容城县为 24 支，安新县为 16 支。但

同样都是晋级 4 支队伍，雄县的晋级比例为 1∶12，容城

县为 1∶6，安新县为 1∶4，雄县 U14 组别的竞争压力是

容城县的 2 倍，是安新县的 3 倍。根据《体教融合》中完

善中小学体育赛事体系的要求，笔者认为，为了营造公平

公正的比赛环境，打造健全的中小学校园篮球竞赛体系，

吸引三县更多学校报名参加雄安新区中小学校园篮球联

赛，应该根据三县各组别报名球队数量，按比例晋级，让

报名球队多的地区获得更多的新区决赛的晋级名额，促进

三县学校之间的良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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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3 名次录取与奖励 

根据《雄安新区本级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命名计划》，

笔者认为，还应对获得名次较好的学校增加体育传统特色

学校评分，支持各学段篮球比赛排名靠前的学校组建高水

平运动队，经费支持由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提供。同时由

篮球特色高中、初中与小学组成对口升学单位，在打造体

教融合示范区的同时，建立“选材—训练—学习—输送”

专业人才的“一条龙”输送机制，保证促进中小学学生健

康发展的同时，也为竞技体育培养优秀后备人才打下基础。 

2.5 雄安新区中小学校园篮球竞赛赛事系统 

目前雄安新区开展的校园篮球联赛为二级联赛系统，

即“县区比赛—新区决赛”。各学校先在自己的县区内进行

比赛，根据不同组别晋级数量规定进入第二阶段新区决赛。

目前开展的年龄组别所对应的不同篮球比赛形式如表 5。 

表 5  雄安新区中小学校园篮球联赛各组别比赛形式表 

组别 比赛形式 

U8 混合组 

小篮球四人制比赛 U10男子组 

U10混合组 

U12男子组 
五人制篮球比赛 

U12女子组 

U14男子组 

三人制篮球比赛 
U14女子组 

U16男子组 

U16女子组 

从整体来看，可以看到雄安新区中小学校园联赛的比

赛形式多样，但是分开来看，同一年龄段只有一种比赛形

式，对于每个组别的学生竞赛形式较为单一，同时也不利

于学生在篮球上的全面发展。 

为了使比赛有序进行，应当将三人制篮球比赛与五人

制篮球比赛（U8、U10 组别进行四人制小篮球比赛）分不

同时间段开展，根据三人篮球比赛经常在室外办赛的特征，

建议在每年的上半年举办三人制篮球比赛，在下半年举办

五人制篮球比赛（U8、U10 组别进行四人制小篮球比赛）。 

根据新区学校数量，以及雄安新区中小学地理位置分

布特点，无论是高水平组别还是公开组别的 U18 组别比赛，

其赛制应改为主客场淘汰赛制。因为三县高中数量较少，

分别为雄县 4 所，容城县 2 所，安新县 2 所。8 所学校之

间经过主客场淘汰赛决出 4 支晋级到第二阶段新区决赛

的球队。这 4 所高中抽签后仍采取主客场淘汰赛制决出前

4 名的排名顺序。 

新增的公开组别按照“校内比赛—县区比赛—新区决

赛”的比赛顺序进行，除 U18 组别的比赛外，比赛赛制均

采取先小组单循环后交叉淘汰的形式；高水平组别的比赛

则按照“县区比赛—新区决赛”的比赛顺序进行，比赛赛

制除 U18 组别的比赛外，均采用先小组单循环后交叉淘汰

的赛制。 

图 3  赛事系统框架图 

3 研究结论与建议 

3.1 研究结论 

（1）雄安新区中小学校园篮球联赛的竞赛目标针对

人群单一，年龄分组不合理，每个年龄组别的竞赛形式单

一，晋级办法设置不合理，导致运动员报名数量较少，比

赛队伍较少，赛事规模较小。 

（2）雄安新区中小学校园篮球联赛的人力资源中，

裁判员与教练员数量较少，业务能力不能满足赛事需要；

财力资源来源渠道单一，仅由政府拨钱，缺少媒体资源的

利用以及社会企业资源的赞助。 

（3）雄安新区中小学校园篮球联赛的组织结构明确，

能够基本完成组织比赛、协调赛事相关事宜的工作，但仍

然需要完善。 

（4）雄安新区中小学校园篮球联赛的各级竞赛制度

并不完善，将俱乐部与学校放在一起参赛会导致队员重叠

的问题，且每队报名队员数量不符合规则要求；比赛奖励

设置无法吸引学校和学生参赛；缺少反兴奋剂的相关内容

以及处罚措施。 

3.2 研究建议 

（1）丰富同年龄组别的篮球竞赛形式，划分比赛层

次，并修改比赛赛制，保证比赛的公平性和观赏性，力求

举办面向全体中小学学生的竞赛，扩大赛事规模。 

（2）在人力资源方面，结合国家与河北省政策，畅

通学校教师入职渠道，鼓励体育俱乐部与学校合作，定期

举办教练员与裁判员培训，提高其业务能力水平；在财力

资源上应充分发挥媒体资源作用，加大对赛事的宣传力度，

吸引社会企业赞助；营造校园特色篮球文化氛围，推动经

济发展，打造雄安新区中小学校园篮球赛事品牌，提高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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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质量。 

（3）组织结构中应增加雄安新区公安局和消防局，

负责比赛的安全保卫、赛场秩序维护以及突发事件的处理

工作。 

（4）应统一报名人群类别；完善报名办法；增加比

赛奖励设置，根据比赛结果落实篮球传统学校建设，打造

“一条龙”体育人才培养体系。 

基金项目：2023 河南省社科联课题，完善河南省校

园篮球竞赛体系对“双减”政策的推动作用研究（课题编

号：SKL-2023-1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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