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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

新者胜。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

中，体育强国是应有之义，对体育工作者来说，构建创新思

维，提高创新能力，助力体育强国建设，是职责所在，更是发

展所需。

体育创新是着力破解体育发展难题的方法手段

国家体育总局强调，深化体育改革创新，要更加注重改

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推进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

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变化中向前发展的，体育自身特点决

定必须创新。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就

是要求超越自我、挑战极限，向更高的目标去追求，充分体现了

体育工作要瞄准更高的目标，努力探索体育发展规律，找准制

约体育事业发展的瓶颈，破解体育发展难题，实现创新发展。比

如跳高技术经历了跨越式、剪式、滚式、俯卧式、背越式，每一次

技术革新都带来了竞技水平的大幅提高。中国乒乓球长盛不

衰，经验在于创新不止，始终引领世界乒坛发展方向。

做到体育创新，要掌握对立统一、质量互变以及否定

之否定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三大规律是关于事

物发展矛盾性的普遍真理，而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

源泉，也是创新实践的动力和源泉。事物是一个矛盾体，

既对立又统一，比如超量恢复理论提出，取得优异成绩要

提高运动量和运动强度，二者就是既对立又统一，需要创

新思维，提高认识，做好把控。一个项目的专项能力提高

有助于促进技术的提高，专项能力很高能够弥补技术的

不足，也能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道理中既有长板理论，

也有短板理论。意识与存在，物质与精神，技术与思想，是

一对矛盾，互相作用，协调进步，少了哪一方面都会影响

进步和提高。要想成为世界水平的运动员，必定要经过多

次思想与技术的交替转换，有个认识升华的过程，可以说

是凤凰涅槃。创新要立足当前、立足实际，找到制约事物

发展最突出的问题。实现体育的科学发展，需要树立“大

体育观”，既要充分考虑系统内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

育产业和体育文化的协调发展，也要科学谋划体育与教

育文化健康科技旅游等外部系统的融合发展。做到创新，

既要与时俱进，不断结合事物的条件变化研究最适当的

措施；又要在借鉴中创新，从其他部门、其他行业、其他地

区、其他领域学习，为我所用；既要善于学习，深刻认识事

物，掌握其本质和发展规律；又要敢于思考，对事物有扬

弃态度，对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认得清、

看得准，找到问题导向，拿出科学对策；还要勇于实践，做

到理论指导实践，理论和实践结合。

理论创新是体育发展的核心

新理论引领新发展，新发展蕴含新出路。理论创新需要

对已有理论有新突破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体育是提

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

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这就是对体

育价值和体育功能的理论创新，拓宽了对体育的认识，拓展

了体育的功能。

竞技体育的理论创新，可以从力学结构模型和能量供

给系统来考虑，即运动员发力做的功有多少，是否有效，如

摔跤运动中的跪撑接滚桥或提抱，一般是以肘部为发力点

做动作，同样的力，如果以肩部为发力点甚至以肩部的延长

线为支点发力，力臂就会增加很多，做的功多，发力效果就

好。同样，能量供给也是一个系统，要拿奥运冠军，要有相应

的能量输出，相当于汽车跑得快要有大排气量。回顾中国对

抗项目奥运历程，有获得多枚金牌的赫赫战功，也有零金

牌的失利，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因此要从理论上创

新，总结优势、弥补不足，抓住机会，争取在巴黎奥运会上

有担当、有作为。

观念创新是体育发展的灵魂

观念创新即观念的创造革新。从认识上、理念上进行创

新，既是前提，是首要的，也是根本的、核心的。从这个角度

讲，观念创新是体育发展的灵魂。

转变观念是艰难的，经验主义往往成为制约项目发展突

破的羁绊，亟须改变传统思维、探究科学手段。从哲学讲，没

有一种优势是永恒的，没有一种创新是永久的，今天的得意

技可能就是明天的失败技。唯有敢于创新，不断创新，才能

不断提高体育项目发展水平，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从经济学

讲，创新是通过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

当下红火的贵州“村BA”，凭借激情的观赛氛围，纯粹的篮球

文化迅速出圈，既满足老百姓观赛需求，又带动当地特色旅

游，受到了全社会广泛关注，是创新观念的生动实践和经验

启示。河南省曾举办的首届健康家庭运动会，以其创新的比

赛赛制和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内容，吸引了200余个家庭700

余人参加。从心理学讲，创新是人类普遍存在与发展的一种

潜能，竞技体育讲的是熟能生巧，提高训练水平，不能仅凭经

验，要不断创新，在研究制胜规律中有绝招。从教育学讲，创

新是教育的目的，是社会不断进步的推动力。

体制创新是体育发展的源泉

革故鼎新，不日新者必日退。体制是一个系统、一个

整体，进行创新需要重新审视、重新建构，但体制的创新

是制度性、整体性的，更有生命力，是事物发展的源泉。上

世纪80年代初，河南省参加全运会位居24名。当时的河南

省体委正视现实，提出“三五八”规划报经省委省政府下

发，后来又根据当时的体育事业发展情况调整为“三五

十”规划，要求在全省成立各级体校，积极承办全国比赛。

正是在发展规划的指导下，河南体育迅速崛起，在1993年

全运会上取得第六名的历史最好成绩，同时也培养了一

大批优秀教练员和运动员。河南省重竞技航空运动中心

针对重竞技项目体能需求大、能力要求高、技术要求精、

战术安排专、心理素质强、组织实施细等特点，创新思维，

提出“爱国爱岗，求实求精，创新创业，敢拼敢赢”的中心

精神，在具体工作落实中，提出做到“六个一流”，即基础

体能一流、专项能力一流、技术表现一流、战术安排一流、

拼搏作风一流、智慧备战一流。同时还大胆创新，采取与

塔沟武校开展省校联办和共同组建省青年队等一系列举

措，组建拳击项目1800人、跆拳道项目1200人、摔跤和柔道

项目各400人的在训运动员队伍。

方法创新是体育发展的途径

方法创新是指能够引起决策点或决策环节发生有利变

化的思维途径、路线和角度的总和。

方法总比困难多，要以问题为导向，把握事物本质和发

展规律，破解难题，有针对性地进行方法创新。在东京奥运

会上，自行车公路赛爆出冷门，奥地利数学系博士后安娜·基

森霍夫夺得冠军。在赛后采访中，安娜表示，她没有教练和队

友，训练全靠自觉，只是赛前运用数学知识对比赛做了非常

周密的计划，计算可能会在何时完成多少公里，必须吃多少

食物等，能把数学计算应用在体育中，并在无团队的情况下

获得奥运金牌，可谓方法创新的最好例证。在全国第十届运

动会上，河南省自行车项目一举取得4枚金牌，究其成功原

因，主要得益于对自行车传动比进行改造和创新。由此想到，

能否对赛艇的桨进行改造和创新。赛艇出发时，需要迅速冲

出去，就要求高桨频，尽快把速度带起来，途中时，需要保持

一定速度，就要求中高桨频，冲刺时，桨频很难冲起来，需要

考虑每桨的划水效果。赛艇比赛对赛艇和桨总重量有要求，

但对桨面大小没有限制，但桨面太大就会划不动，桨面太小

划水效果不佳。为此，可以考虑使用能够调整桨面大小的桨，

即设计成伸缩的桨，出发时，用一档面积小一些的桨，启动

快、桨频高、速度快；到了途中，调整为二档正常面积的桨，中

高速划桨；冲刺阶段，用三档面积较大的桨，保持桨频，划水

效果佳。诚然，这是理论分析，桨面调整多少都需要认真研

究。操作性方面，经请教航空模型和航海模型的教练和世界

冠军，桨的设计不是问题，操作键可以设计在大拇指处，出发

时用小桨面，速度带起来后，大拇指触碰按键，调整为中桨

面，冲刺时，再次按键调档，调整为大桨面，保持桨频，保证划

水效果。同时创新也要考虑方法的操作性、实用性和有效性，

不能不顾实际、不讲效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

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现在中国体

育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历史发展机遇期，唯有

创新，才能更好地推进体育事业长足发展，才能加快建设

体育强国。

插上创新思维翅膀 放飞体育强国梦想
河南省重竞技航空运动中心主任 田 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