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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隗金水，男，浙江安吉人，生于1966年2月，教育学博士，教授。    1985年至1989年，就读于杭州大学
体育系。1990年至1993年，就读于广州体育学院研究生部。毕业后留校任教，主讲体育测量评价课程
，同时也教授体育统计学、科研方法、篮球技术(普修)等课程。    2000年考取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部
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专业方向是运动员选材。2003年毕业后回广州体育学院工作，2004
年晋升教授。    近年来，先后在中文体育类核心刊物上共发表论文30余篇，主持1项国家科技部奥运科
技攻关课题的子课题“构建我国优秀运动员后备力量人才库及其追踪、监控体系理论框架”，主持1
项广东省社科基金课题“从运动员选材角度论广东省体育后备力量的发展”，主持1项广东省体育局
课题“广东省运动员选材、育才现状调查”，另外参与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课题共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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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第四节  教练员对选育关系的诠释第九章  教练员育才现状调查    第一节  教练员对训练目的的认
识    一、不同层次教练员对训练目的的认识    二、教练员对早期专项化训练的态度    第二节  教练员对
训l练内容的重要性认识    一、教练员对训练内容的重要性认识    二、教练员对专项训练负荷的自我评
价    第三节  教练员对运动员转项原因的认识    一、转项的基本情况    二、教练员对转项原因的认识    
三、运动员对转项原因的认识    四、教练员、运动员对转项原因认识的差异分析    第四节  对运动员遭
淘汰原因的认识    一、教练员的意见    二、运动员的意见    第五节  运动员受伤及其原因认识    第六节  
对训练内容安排的调查    一、训练多样化问题    二、新老队员训练区别对待问题    第七节  对运动员技
术档案和日记情况调查分析    第八节  对运动员文化学习的现状调查    第九节  教练员和运动员一般关
系分析    第十节  对教练员执教水平的分析    第十一节  对运动员竞技成才的分析    第十二节  影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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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记录表    三、运动员竞技能力选材追踪与监测记录表    四、运动员运动负荷、伤病情况记录表    五
、选材追踪与监测过程的变更情况、监测小结的处理    六、运动员选材评分标准    七、优秀运动员竞
技能力结构模型(平均、分类、个体)      八、各单项运动员流动情况登记表    九、其他内容    第三节  构
建运动员后备力量人才库及其追踪、监控体系理    框架的重要意义    一、缩短时间，扩展空间    二、
信息互通，资源共享    三、科学选育，提高成才率    四、促进人才交流参考文献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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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有关于世界冠军的成长资料，可读性强；有关于选材相关问题的精辟阐述，令读者耳目一新；
可以找到在运动员选材监测过程中具体的指标体系和网络技术构建；还可以一览我国运动员选材实践
的现状等等。正如该书关于“运动员选材的选育结合理论”重要意义的阐述，该书适合竞技体育管理
部门、选材训练研究部门的管理者，以及竞技运动第一线的教练员、科研人员，高等学校的选材训练
实践、教学、研究人员阅读，相信不会令读者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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