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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年，市区全部建立了区属业余体校，项目以田径、游泳、

体操、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最为普遍，同时根据自身优势，

各体校设立了自己的特色项目。这一时期，全国青少年业余体

校已初具规模，基本形成了一般业余体校 - 重点业余体校 - 省

中心业余体校和专业队三级青少年训练网。

目前，上海青少年体育训练为三级训练体系，即以区属三

线运动队（区少体校、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和各社会办训单位

组成的三线梯队，以市属二线和区属二线（区办二线和学校办

二线）组成的二线梯队和一线运动队。

“三上一提高”，为国家输送奥运人才

改革开放以后，上海的业余训练突出奥运战略，调整了项

目布局，完善了体育竞赛体系，创新了大赛机制，培育了不少

青少年品牌赛事，并挖掘出不少优秀的运动员苗子。

在 2000 年底，上海为加强青少年业余训练和体教结合的管

理，率先在全国成立了专门负责此项任务的单位——上海市青

少年训练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上海青训中心”），实现了上

海对于后备人才培养的“管办分离”工作，即体育局负责规划、

政策、宏观管理，青训中心负责具体操作及业务管理，职责明

确后，上海的青训体系得到了较大的加强。

记者从上海青训中心了解到，奥运后备人才的培养周期一

般在 8-10 年左右。本届奥运会，上海之所以能涌现出如此多的

优秀运动员，有赖于两个文件的发布。

其中，2010 年 10 月，上海市体育局印发《上海市体育局

关于进一步深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即“业

余训练二十条”。当时提出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区（县）体育

行政部门应充分调动区域资源，不断扩大办训基础，明确各类

办训单位的任务，加强体校标准化建设，强化队伍建设，构建

训练项目“一条龙”培养体系等。

上海青训中心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

当时要求各区（县）根据各自优势和现状把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培养工作放在突出位置。比如，中心城区应在“上水平，提高

成才率”上下功夫，实现“教练队伍出精英，输送人才出精品，

训练方法出精华”的目标；新兴城区则应将区位优势转化成办

训优势，将人口优势转化成规模优势，将经济优势转化成质量

优势 , 真正成为全面落实“三上一提高”工作方针的主力军；

而彼时培训力量比较薄弱的偏远郊区（县）应从“上项目、上

规模”的角度出发，力求达到“基础条件上水平,办训项目上规模，

管理要求上台阶，队伍建设上质量”的任务要求。

“上海还进一步鼓励、支持中心城区与郊区（县）合作办训，

2021年上海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