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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申办成功，国家在面临备战 2022 年冬季奥运会和 2020 年

东京奥运会的双重形式紧迫压力的背景下。我国竞技体育正饱受各奥运项目水平发展不

平衡、后备人才储备不足、对竞技人才的培养和选拔的国际经验匮乏等一系列问题。这

一点尤其突显在冬奥项目和弱势项目上。在对比优势国家竞技体育项目人才规模和借鉴

国际体育大国的备战经验基础上，多次在冬奥项目上提出“跨界跨项选材”这一概念。

随后跨界跨项选材计划在全国正如火如荼的开展中。2018 年 8 月，根据国家体育总局领

导指示，要求武术管理中心负责组建拳击队伍，与拳跆中心双向备战即将到来的 2020

年东京奥运会。这与跨界跨项选材计划不谋而合。当前，我国散打运动员转型拳击运动

员的可行性还缺乏全面研究。这一方面导致我们对形成此种现象的原因了解尚浅，另一

方面也不清楚这种现象对我国散打项目和拳击项目发展的利弊。因此，通过对两个项目

的特征进行比较分析，对我国从散打运动员转型拳击运动员并成为优秀拳击运动员进行

不同维度、多个层次和整体系统的研究，分析转型的可行性、探索成功转型的特征、总

结转型后的实践经验。 

此外，通过对国家拳击蓝队选材现状进行调查，发现问题并提出相应选材对策，以

便快速实现运动员最佳的人与专项的匹配，完成转型，从而提高运动成绩，是研究的主

要目的。这不仅为竞技人才的培养与选拔提供理论依据，也为完善我国竞技体育人才成

功转型提供理论基础和具体实施措施，为我国拳击项目跨界选材与备战 2020 年东京奥

运会提供现实指导依据，为我国拳击项目成功参加 2020 及 2024 年奥运会储备优秀后备

人才。本文采用了文献资料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测试法、比较研究法、数理统计

法等对中国拳击训练队（蓝队）为研究对象，以跨界融合视域下散打运动员转型拳击的

可行性及选材对策进行研究。通过对运动员跨项选材的标准即形态指标、机能指标、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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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力指标等方面进行分析讨论。通过对运动项目特征以及国家转型政策分析散打转拳

击的可行性。进而通过个案分析证明散打转拳击具备可行性。 

研究结果：显示对散打运动员转型拳击项目的可行性做科学理性分析。多名散打运

动员通过选拔进入了国家拳击队。并访问专家对跨界跨项选材提出对策，加快促进散打

运动员个体与拳击项目的最佳匹配。得到结论为备战 2020 年东京奥运会拳击项目跨项

选材工作已经在体育系统多个项目上展开，尤其在散打项目选拔人员更多。是从中国现

实国情和拳击与散打项目特点出发的必然选择。国家的重视，相关会议的开展，政策的

实施，地方的配合实行都在为迎战东京奥运会做准备。拳击训练队实践证明：只要科学

地进行训练，散打专项运动员不仅可以很好地适应拳击的运动规律和项目特性，且项目

发展空间大，成绩进步速度快。从散打专项运动员中选拔拳击优秀运动人才是拳击运动

选材的一条科学的捷径，其方法是可行的。发现影响选材的因素有运动员因素、教练员

因素及选材机制的影响。整个选材过程中运用推荐选拔、集训选拔、竞赛选拔等方式选

拔优秀人才。但在选拔过程中发现测试指标选用不多，教练员转项经验不足、过程繁琐

等原因致使选材过程有一定的不足。通过量化与质化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对转型的可行性

进行深度剖析并提出选材的具体对策。挖掘两个项目的发展的特征、规律，找出成功转

型的决定因素和面临的深层问题（优势和弊端）。对当前我国散打运动员转型拳击运动

员的选拔、培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以备战奥运为目标的科学应对策略。在借鉴国

际跨界跨项案例的基础上，为国内跨项后的选材育才方面提供详实可靠的实践对策。在

这项研究完成后，不仅对我国拳击项目跨界跨项选材备战 2020 奥运会提供一定的参考

价值，也为散打竞技人才拓宽了光明之路，对我国竞技体育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

提供一些新的思路。构建以身体形态、竞技能力和机能作为拳击队选材指标、建立技术

为核心的选材体系；借鉴国外拳击强国的选材模式，建立国家拳击队选材和培养结合模

式，培养更多拳击人才，为国家拳击项目争金夺银。跨项选材的实行需要从各个环节负

责把关，各司其职。通过面向学校、省队俱乐部公开选材，通过竞赛活动集中选材并且

与国家拳击队工作人员一同选材等方式进行，保证跨项选材顺利进行。才能选拔出优秀

的运动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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